
Z世代插画长卷闯出中国故事全球传播新路径

推动扶贫成就“破圈”传播抵达1.6亿人群，上海出品的“一个都不能少———
长卷寻宝”融媒体产品彰显城市软实力

插画美， 游戏 “燃”， 中国故事更

动人。 近日， 被网友亲切称为 “新千里

江山图” 的 “一个都不能少———长卷寻

宝 ” 新型融媒体产品火爆网络 。 这款

“上海出品” 的插画长卷以习近平总书

记 “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民族

都不能少 ” 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等重要论述为思想基石， 以传统审

美和现代表达为设计底色， 以社交化和

游戏化为传播驱动， 以 “润物细无声”

的互动方式让中国故事入目、 入耳、 入

心 。 爆款作品的精神内核指向 Z 世代

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的理想共

鸣点， 激荡着 “56 个民族是中华民族

共同体” 的人民情怀， 触发了民族自豪

与文化自信的情感爆发点。

源自上海， 覆盖全国， 辐射海外，

“长卷寻宝” 已然勾画出中国故事全球

传播的新图景。 截至 27 日， “一个都

不能少———长卷寻宝” 融媒体产品在全

网已吸引逾 1.6 亿人次浏览关注， 仅 B

站相关总阅读量已达 8100 万人次， 近

640 万网友参与 H5 互动寻宝游戏 。 Z

世代积极转发， 推动扶贫成就 “破圈”

传播 ， 海外网友点赞评论 ： This is

“real China” （这才是真实的中国 ） 。

数字背后的城市软实力不断提升———在

Z 世代插画师的精妙笔触下、 在 B 站头

部 UP 主的真诚讲述中 、 在千万网友

“追更” 的热情互动和分享里， “最上

海” 神韵魅力正在彰显， 上海的全球叙

事能力不断增强。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汇聚凝心聚力的正能量场

铺开 “一个都不能少———长卷寻

宝 ” 插画长卷 ， 一股艺术创新之风扑

面而来 。 长卷的形制取法于 《清明上

河图 》 等古代画卷渐次呈现的方式 ，

插画的笔触则采用当下国际时政漫插

画界流行的技法 ， 结合传统水墨画散

点透视与现代美术 3D 立体视角， 创新

呈现出 “传统+现代” 的复合艺术表达

形式 。 “故事蕴藏在鲜艳的色彩形象

中 ， 知识包含在线条与色块的组合之

内。”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智认为， 长

卷承载着中国美学和中国气质 ， 让成

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进程中的 Z 世

代有了与生俱来的亲切感 。 “建党百

年 、 脱贫攻坚等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

事件， 通过插画长卷的形态得到展示，

借助动态图形的视觉传播优势 ， 使宏

大主题如春风化雨般浸润了年轻受众

的心。”

7 月 2 日至 25 日 ， 在上海市委外

宣办策划指导下， 立足上海的青年插画

创作团队聚变工作室与哔哩哔哩 （B

站 ） 合作 ， 携手推出 “一个都不能

少———长卷寻宝” 扶贫成就公益传播活

动 ， 打造面向 Z 世代的网络正能量爆

款。 插画、 动态图、 短视频等新型融媒

体产品矩阵， 让百年党史、 扶贫故事的

讲述方式生动而鲜活 ； H5 “寻宝 ” 活

动营造 “可赏可玩、 亲切对话” 的新鲜

游戏机制 ， 更将 Z 世代内容创作者们

的声音纳入到网友喜闻乐见的 “玩法”

里。 网友从画卷观赏者转变为游戏参与

者， 甚至内容共创者、 分享者。 在粉丝

与 “宝藏守护者” 之间的交互、 网友围

绕 “寻宝 ” 话题讨论产生的 UGC （用

户生产内容） 中， “长卷寻宝” 的公共

活力被深度激活。

互动趣味性扩散至画卷衍生出的焦

点话题 ， 在更广袤的舆论场激起涟

漪， 掀起波澜， 形成凝心聚力的正能

量场 。 7 月 22 日 ， B 站头部 UP 主

“兔叭咯 ” 更新动态 “河南 ， 搁劲

儿！” 作为河南和山东画卷的 “宝藏

守护者”， 他希望网友在寻找河南扶贫

足迹彩蛋的同时， 也一起为遭遇特大暴

雨的河南祈福平安。 这条动态消息阅读

量迅速冲破 140 万， 粉丝们纷纷留言：

“中！ 河南加油， ‘豫’ 你在一起。” 7

月 25 日， “一个都不能少———长卷寻

宝” 迎来了京津冀画卷的 “宝藏揭秘”。

超人气中文虚拟歌手洛天依解读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知识彩蛋 ， 又引发网

友为奥运健儿加油鼓劲 。 长卷汇聚了

中国青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感 ， 凝

聚了 Z 世代对幸福时代和美好中国的

深深祝福。

提高国际传播力 ， 关键是要 “故

事驱动”， 通过故事来引发受众的情感

共鸣 。 视觉化 、 游戏化的新型传播方

式让 Z 世代青年读懂了中国故事 ， 社

交化 、 个性化的新鲜互动体验激发了

网友强烈的分享冲动 ， 让 “互联网原

住民 ” 自觉成为 “故事员 ” 。 以色列

UP 主高佑思 、 新西兰 UP 主 “绿眼睛

Andy” 通过海外社交平台传播 ， 将中

国的扶贫故事和美丽景象呈现在全球

面前 ； 青年网友用长卷插画回应国际

问答社区 Quora 上的热门问题 ， 以视

觉形象的方式描述真实的中国面貌 。

专家认为 ， 强交互性 、 泛娱乐化的新

型融媒体产品 ， 在国际互联网空间的

传播中更易跨越语言和意识形态障

碍 ； Z 世代青年的个人化分享和叙

事 ， 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更能引起网民

的共鸣。

创新思维澎湃激荡，
城市软实力不断提升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

魂。”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 初心始发

地， 必须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上走在前列， 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 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和城市品

格， 以不懈的追求、 澎湃的活力、 宽广

的胸怀， 奋力创造新时代新奇迹、 不断

展现现代化新气象。

当下， “上海出品” 的生动长卷吸

引千万网友 “追更”， 让 “江山就是人

民， 人民就是江山” 的理念愈加深入人

心； 爆款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探索

“驻场+巡演 ” 双线并进模式 ， 让观众

因为一部剧爱上一座城； 创作中的大型

纪录片 《何以中国》 追溯泱泱华夏的文

明根基， 让散落在广阔大地上的中华文

化遗产成为青年一代汲取自信和力量的

宝贵财富……一部部创新作品反映了上

海这座人民城市已经发生、 正在经历的

伟大历史征程以及多彩迷人的生活， 向

世界传递着发端于上海又适用于全球的

人文价值观 ， 让世人更好地感知中国

风、 东方韵。

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

这座开放之城、 创新之城、 包容之城，

正以增强全球叙事能力为己任， 把故事

讲活， 把平台建好， 把朋友圈做大， 构

建各方面共同行动的国际传播格局 。

“一个都不能少———长卷寻宝” 的创作

者聚变工作室扎根于上海， 活跃于全球

社交平台 ， 致力于讲好新时代中国故

事； 传播者来源于上海， Z 世代平台 B

站最具影响力的 UP 主志愿成为长卷寻

宝的 “宝藏守护者”； 合作者亦来源于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民族专家团队成

为这幅长卷民族故事内容的学术守护

者。 在这片生机勃勃的文化热土上， 创

新思维澎湃激荡， 不断提升上海城市软

实力。

如何讲好精彩的中国故事、上海故

事 ，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 中国精

神 、 中国道路 ？ 将好概念转化为好故

事， 进而牵引全球网友的情感共鸣， 必

须要以一座城市的文化自信为基石。 在

“长卷寻宝” 的创新探索中， 立足上海

的 Z 世代青年们闯出一条基于中国本

土经验的国际传播之路———从顶层设计

出发， 构建和运营由主流媒体、 流量平

台、 自媒体 UP 主、 粉丝网民等组成的

多层次、 多角度的传播话语生态圈， 从

而由内及外 、 破圈向生 。 理解当代情

境、 掌握世界语汇， 方能使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在交相辉映中激发

创造活力， 在世界文化交融激荡中绽放

独特光彩。

视点 文化

■本报记者 宣晶

融通数字媒介与传统艺术，创造讲述中国故事新理念
潘霁

“一个都不能少———长卷寻宝”插

画作品和 H5 游戏引人入胜， 一时间

“卷入” 大量 Z 世代的年轻人与之互

动。 在这个由上海市委外宣办策划指

导的新型传播活动中， 传统艺术与数

字媒介的创造性“邂逅 ”，融合新旧艺

术表达形式，聚集 B 站、微博、微信等

流量平台， 生成多重网络空间的公共

艺术实践“集簇”。 长卷项目在国内外

创作者、 传播者和玩家的个性化操作

中， 进一步融通社会、 技术和文化网

络， 催生出数字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

新理念、新方式。

在传统意义上，长卷画轴常被艺术

家用于表现较为宏大的空间视觉体验，

舒展卷轴的过程亦包含了对未知视觉经

验生成预期、逐步探索的实践进程，更易

让观者形成被画卷“吸入”的沉浸感，仿

如宋代《千里江山图》中所展现出的神

奇魔力。 当这一艺术表现形式与“长卷

寻宝”巧妙结合，便呈现出融合性的创

新媒介形态。 “意外”的探索乐趣由此突

破传统艺术的纸面局限， 与 24 幅画卷

在数字空间逐幅发布的流程、H5 页面

逐屏展开的过程，存在着媒介运作和感

官体验的完美契合。

从图像表达上看，长卷既保留了插

画艺术的精美，也综合了多种数字技术

手段，集纳了 Z世代青年喜闻乐见的交

互式图像传播方式。 青年插画师们的精

湛技艺给观者带来了丰富强烈的视觉

刺激，画卷中还星罗棋布着与电影和纪

录片类型的蛛丝马迹，混杂了动漫卡通

和数字网络游戏场景的文化元素，聚合

呈现出更为丰满的多重感官体验。

从网络融合方面看， 长卷实现了

Z 世代青年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积淀

之间的连接。 Z 世代青年网络文化中

包含特有的话语符号表达方式、 文本

叙述姿态，乃至对图像传播的偏好。 仔

细阅读“长卷寻宝”诸多彩蛋中的语言

可以发现，相比传统文本，知识彩蛋更

突出了青年文化（尤其网络文化）中充

满趣味的个人逸事、 对中华文化的自

信认同、轻松诙谐的表达诠释等特征。

当 24 位长期浸润在 B 站 Z 世代

文化社群的 UP 主们成为 “宝藏守护

者”后，他们不同的“人设 ”、精彩的个

人际遇、对知识彩蛋的个性化表述，甚

至头像表情等既有符号资源， 都构成

了长卷作品的组成部分。UP 主们将原

有的图像创作与插画长卷连接起来 ，

令新型融媒体产品在吸纳巨大流量和

影响力的同时， 也拥有了大量 Z 世代

群体特有的文化符号， 在话语姿态上

显得越发亲切温暖、平易近人。

与此同时，“长卷寻宝” 的 95 后插

画师团队与流量平台、 主流媒体携手，

与广大 Z世代青年展开积极互动。在一

定规则下，流量平台容纳多样化的数字

实践、支持内容“自我生成”的特征从根

本上激活了“长卷寻宝”的公共活力。 而

《文汇报》 等主流媒体的全过程融入既

增强了“寻宝”活动的权威性和社会影

响力，也使青年群体围绕长卷展开的一

系列互动创意获得全社会的充分认可。

传统画卷与受众之间发生关联的

主要方式是保持距离的“观看”。 但数

字平台包括转发点赞、实地打卡、讨论

留言、滤镜运用、点击交互 ，甚至对既

有作品进行二度创作等一系列 “新玩

法”。 Z 世代青年亦因此与画卷发生多

重关联， 进而衍生出新一轮的互动社

交。 相比单纯的“观者”，数字化“新玩

法” 使受众网友在虚拟插画与实体图

像之间、 媒体报道与平台社群之间来

回穿梭， 获得了传统书画作品无法提

供的新鲜互动体验。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数字 “新玩

法” 在流量平台上经过不同网友自发

的混合装配， 构成五花八门的独立表

达。 Z 世代青年拥有更多机会表达其

特有的体验、故事与才华，突出他在宏

大叙事中作为个人讲述者的主体性 ，

激发出了巨大的公共参与热情。 大众

媒体时代的“异口同声”逐渐转向数字

平台上的 “众声交响 ”，为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提供了有益借鉴。

展望前景，随着数字媒介技术日新

月异的发展，微信、微博和 B 站等平台

逐渐呈现出兼具数字交互平台和传播

基础设施特征的趋向，它们提供了社会

生活交流之必要渠道，成为隐于日常体

验背后、发挥着“架构 ”作用的技术系

统。 与此相应，一幅数字时代新型传播

图景亦在逐渐形成。 类似“长卷寻宝”的

融媒体产品将与更多普通人的日常生

活实现深度交汇；更稳定地支持 Z世代

青年积极参与并表达自我；更顺畅地在

虚实之间连接不同圈层和新旧文化符

号系统；用更多元的数字体验在不同人

群生成“通感”……凡此种种或将成为

数字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之关键。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
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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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销售收入超1500亿元！
中国从“游戏大国”努力迈向“游戏强国”

2021 年 1-6 月 ， 中国游戏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 1504.93 亿元， 同比增

长 7.89%。 据昨天发布的 《2021 年

1-6 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显示， 随

着创作生态日益完善， 中国游戏企业

自主研发产品的平均质量不断攀升，

在国内外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国产游

戏 “出海” 成果丰硕。 “上海出品”

的爆款游戏 《原神》 《万国觉醒》 等

在国际游戏市场带起一股中国风潮。

中国数字娱乐产业画出上扬的 “微笑

曲线”， 勾勒出欣欣向荣的发展现状。

而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中国元素

是游戏 “出海” 的重要 “翅膀”。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游戏市场，

中国正努力从 “游戏大国” 迈向 “游戏

强国 ”。 昨天 ， 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 、

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发布 《2021 年 1-

6 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 。 据统计 ，

2021 年上半年 ， 中国自主研发游戏国

内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1301.12 亿

元， 同比增长 8.3%。 报告期内 ， 中国

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

84.68 亿美元， 环比增长 11.58%。 《原

神》 《万国觉醒》 等爆款游戏抢占全球

销量榜前列， 在国际游戏市场带起一股

中国风潮。

数字内容产品具有鲜明的文化属

性， 富含思想文化内涵， 承担着传播文

化 、 传承文明的使命职责 。 记者从

“2021 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 获

悉， 头部企业代表和业界专家围绕 “新

变革 新理念 新格局 ” 展开了讨论 ，

“让游戏焕发中国力量” “开拓游戏创

新价值空间” “新时代数字娱乐产业新

变革” 等成为焦点议题。 中宣部出版局

副局长杨芳表示， 数字内容产业要进一

步增强文化自觉、 精品意识、 国际化意

识和安全意识。

数字内容产品要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

范，让广大玩家受众通过产品，更好地感

知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凝聚民族文化

认同。 网络游戏是声光电、文艺理的结

合体，要恪守精品原则，注重质量内涵。

今年以来，政府主管部门在游戏审批中

开始施行评分制度，着重考量游戏的导

向取向 、文化内涵 ，引导游戏企业牢固

树立精品意识，坚持精品化战略。

近年来， 中国游戏企业大踏步走向

海外， 一批精品游戏登上欧美、 日韩、

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畅销榜， 中国

元素是 “游戏出海 ” 的重要 “基因 ”。

游戏企业要为中国游戏注入更多中国精

神、 中国力量， 打造更多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文化符号， 让中国故事、 中华文化

借助科技和创意的翅膀， 在国际上走得

更远、 更加深入人心。

目前， 国家层面的防沉迷实名认证

平台已建成， 接入企业 5000 多家、 游

戏超万款， 初步达成了防沉迷工作的基

础性目标。 数字内容产业还要进一步增

强安全意识 ， 要把提供健康有益的内

容， 作为游戏行业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

集中体现， 作为所有企业实现安全发展

的 “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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