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式”本质上是要让“中国风”贯

穿始终，“中国味”融入细节，“中国情”感动

人心，既让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现代表达，

更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世人的审美，展现出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推动国潮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秘诀就在于“守正”“开放”与

“创新”：“守正”反映调性与品质；“开放”实

现联动与整合；“创新”释放需求与潜力。

——曹祎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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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新中式”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
——学者谈文化自信唤醒中国传统生活美学

““新中式”的内核是一种以今释古

的“生活美学”。因为“新中式”所代表的

是中国人返本开新的审美生活方式：所谓

“新”，即是适合当代生活；所谓“中”，就是

承续中国传统；所谓“式”，则是形成当代

模式。“新中式”的当代盛行，显现出“生活

美学”的复兴大势，它不仅是中国式生活

的复兴，而且还是中国式美学的复兴。

——刘悦笛

■嘉 宾：刘悦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王宏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
曹祎遐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陈 瑜 本报记者

▲图为今年上巳节举行的2024年“中国华服周 ·沪上繁花”系列活动。本报记者 袁婧摄

“ 现代人往往游离于传统之外，造

成了普遍存在的“无根”的生活状态。其

实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

系，只是这些关联我们往往是日用而不

觉，通过激活某些传统元素进入到大众

生活，重新成为某种时尚符号，也会让很

多人由此追溯这些元素的历史渊源，从

而重建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王宏超

主持人：最近，“新中式”穿
搭在年轻人群体中火爆出圈，盘

扣、马面裙、宋锦外套、香云纱衬

衫成为热销产品。在服饰之外，

“新中式”也早已延伸到包括饮

食、旅行、家居等在内的社会生

活各个领域，如近年来火爆的国

风摄影、“围炉煮茶”等等。正如

有学者指出，东方美学从根源上

看是“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

活不即不离的“亲密关系”。“新

中式”的走红如何体现了中国人

独特的生活美学，以及对传统美

学的当代重构？

王宏超：“新中式”审美风潮的流
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
厚与多元，为新文化风格的流行提供
了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
下文化创造的活力，能把传统与现代
进行完美的结合。正如伽达默尔所
言，文化有着“独特的过去和现在并
存的形式”，既是历时性的，又具有共
时性，即是说，文化自有其历史的背
景，又有着当代阐发的空间。在传统
与当下之间存在着“视界交融”，正是
通过当代的阐释，才会让传统具备
“一种自由可待的可能性”。

就笼统意义而言，较之于西方文
化，中国审美文化与生活有着更为密
切和温情的关联。正如学者所言，相
较于西方的“外向超越”，中国文化寻
求的是“内向超越”之路；相较于西方
那种重视逻辑和理性的精神，中国文
化更偏于感性与生活。中国人擅长
在日用常行之中，体味超然的境界，
起于衣食住行的生活体验，常会流露
于中国文人的笔端，抒发那种细腻雅
致的生活艺术。如胡塞尔所言，西方
思想的理性化与科学化，将日常生活
排除在视野之外。但西方现当代的
哲学基于对传统的反思，已将艺术与
生活放置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日常
生活的审美化，或审美的日常生活
化，也成为文化与美学研究的重要话
题。以“新中式”为代表的传统元素
的流行，或可由此激发大众，尤其是
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去了解更
为丰富多彩的古代的审美世界。

刘悦笛：实际上，“新中式”的内
核也是一种以今释古的“生活美
学”。因为“新中式”所代表的是中国
人返本开新的审美生活方式：所谓
“新”，即是适合当代生活；所谓“中”，
就是承续中国传统；所谓“式”，则是
形成当代模式。“新中式”的当代盛
行，显现出“生活美学”的复兴大势，
它不仅是中国式生活的复兴，而且还
是中国式美学的复兴。当然，广义的
“新中式”，并不囿于着装与家具，而
是拓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中国
人的生活本身是立体的全面，“新中
式”浪潮带来的是全方位的本土生活
复兴。如今中国生活美学家们，就在
践行着茶、香、花、琴、书、画、乐、舞、
服、妆各种“美之道”，从而获得更为
幸福的生活。“新中式”也是中国人对
自己幸福生活的追求，幸福本身就是
个美学问题。当“新中式”用“美生
活”去提升“好生活”，以生活品质提
升生活质量，难道不就是对于美好
生活的高级追求吗？在新潮流方兴
之际，难免出现泥沙俱下的现象，甚
至劣币驱逐良币。但是从更积极的
角度认定：对于中式新潮，文化上要
鼓励，产业上要规范，政策上要跟进。

曹祎遐：“新中式”，从根子上来
说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离
不开文化创意的深度参与。这种美
学不仅注重在日常生活当中体味生
活本身的“美感”，更是诉诸“践行”的
现世传统。“新中式”的走红一方面反
映了当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
国的“生活美学”就是一种始终未断
裂的生活传统，它往往为百姓日用而
不自觉，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
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

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
从民俗节庆到民艺之美，都是人们
更好地塑造环境、塑造自我的需求
表达。

而另一方面，也是当下的年轻一
代对传统美学理解的自我表达与创
新践行。近年来，东方生活美学概念
对豫园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今年
豫园灯会的“一夜鱼龙舞”更成为了
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演绎和对东方生
活美学的生动诠释。通过文创灯、互
动游戏、沉浸式巡游等方式，将“灯火
热闹处”提升成为东方生活美学的新
秀场，以文化创意引领与演绎中国故
事的可亲、可感、可触。其中既有年轻
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内在认同，也处处
体现年轻人与时俱进的创新实践。

主持人：近年来“新中式”走
红的背后，是人们尤其年轻一代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

同，许多网友就将“新中式”的

走红戏称为“血脉觉醒”。如何

从文化自信的视角看待这种文

化现象？作为传统文化的当代

表达，如何理解“新中式”所体

现的一系列创新性实践背后的

文化自觉？

刘悦笛：所谓“血脉觉醒”乃是一
种“文化自觉”。当一位中国年轻人，
使用新中式、消费新中式、分享新中
式的时候，它内心所荡漾的自豪感与
享受度，大概就是对血脉觉醒的最佳
展现吧。但仅有“文化自觉”还是不
够的，自觉之后才会有“文化自信”，
自信之后终会有“文化自立”。只有
当我们以本土文化的自立姿态，屹立
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时候，才能真正实
现被全球认同的文化复兴。“新中式”
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是在全
球化时代出场的，尽管如今全球已现
逆全球化的潮流，但“新中式”却可以
“逆流而上”，从本土走向世界。其
实，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复古都是创
新。如今，“新中式”的主要载体就是
新世纪以来的新青年，他们所造就的
青年文化新潮，呈现出自下而上的青
年文化觉醒，新青年的崛起所带来的
便是新文化的跃动，这为“新中式”的
兴起提供了稳固的社会支撑。

曹祎遐：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流淌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流淌在亿
万华夏子女的血液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历千百年延续至今，乃至享誉海
内外，传承密码就是其中的精神取
向、情感认同、文化标识。传统文化

里这种骨子里的深层价值认同是没有
改变的，几千年前古人的精神取向、社
交模式和美学理念与当下的我们是存
在共性的，是经过历史积淀与考验的，
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源由来。

然而，单单强调“老”是不行的，
其关键还在于“新”。创新的前提在
于坚守对传承技艺与产品质量的严
格要求，更在于平衡现代的美学与传
统的技艺。“新”的呈现方式很多，比
如传统文化中技术的革新、工艺的创
新、模式的迭代以及表述方式的更新
等，都有可能产生“现象级”的文创产
品和全新消费场景。传统文化要蓬
勃发展，离不开完备精细的工业生产
能力。符合“新中式”审美的文创产
品开发更离不开技术和工艺的创
新。当“传统”变成“流行”，也便是
“旧”向“新”转化，也就是对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从表现形式和传播的角度，如
何以更具国际化的形式，以年轻人喜
闻乐见的方式，例如结合影视剧、演
艺、展览、品牌赛事等多种形式，让文
化出海，让人民群众切实体验并共建
共创共享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赋予
的使命。总之，深度挖掘优秀传统
文化的价值，做好传播、阐释、再创
新，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是时代之需，也符合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王宏超：我个人并不太赞同急切
地把时下传统热潮简单地与传统文
化认同、文化自觉等宏大的问题联系
起来。所谓的流行风潮，会“热”也会
“冷”。文化传统确立了生存于其中
的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尽管一个人
会经受多元文化的影响，但总是有着
根性的文化底色和根本的文化认
同。中国文化给中国人提供的文化
认同，其实并不需要某一时段的传统
文化“热”来证明。随着百余年来中
西文化的交往，学界与大众对于西方
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认知，随着“新
鲜感”的褪去，中国人逐渐回归于对
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深度理解，也是合
乎逻辑的文化交往过程。对于时下
的传统文化热潮，我们需要给予更多
的耐心，营造更加自由的发展空间，
拉长观察的时段再来分析和总结。

现代人往往游离于传统之外，造
成了普遍存在的“无根”的生活状态。
其实古代与现代之间，存在千丝万缕
的联系，只是这些关联我们往往是日用
而不觉，通过激活某些传统元素进入到
大众生活，重新成为某种时尚符号，也
会让很多人由此追溯这些元素的历史
渊源，从而重建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整体而言，这或许是文化重建过程的
一部分，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主持人：当前，从东方美学
元素多次亮相时装周现场，到许

多年轻人借助社交媒介在全球

掀起穿汉服、晒街拍的热潮，“新

中式”元素已经扬帆出海，成为

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增强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新载

体。这对于我们做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怎

样的启迪？

王宏超：文化间的交往，有其复
杂的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在一种文
化的演进历史中，往往会把异文化作
为外在的他者，异文化成为反观自我
的一种途径。中国文化在欧洲的“高
光时刻”，恐怕是启蒙运动时期，当
时欧洲形成了“中国热”，在思想、文
化、艺术、建筑、园林、器物等诸多领
域，都流行“中国风”，启蒙思想家如
伏尔泰等人赞美中国，将中国乌托
邦化。但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逐渐成为负面的他者，东方的
“异国情调”成了落后、停滞的象
征。可见文化间的认知与文化关系
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近代以来中
西间的交往，文化间的彼此理解也
逐渐深入，在现代世界之中，各文化
其实难以分清纯粹的自身，往往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在文化之间交往更
加密切的背景下，文艺和商业中借取
异文化要素进行创作，是十分普遍和
正常的。中国元素在国际上的呈现
和影响，确实可作为中国文化被广泛
接受的一种标志，但是，倒也不必因
此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完全走向世界，
对其影响力还是应就事论事地加以
理性分析。

中国元素融入世界的例子证明，
要更加积极地与各个文化体进行沟通
交流，在更多元的对话之中，激发起
文化的创造力。文化要保持立体、多
元的交流和合作，从学术、文化、社
会、经济等多元的角度进行充分的互
识互鉴，才能更好地吸收彼此文化中
的精华，进行新的创造融合。

曹祎遐：不同国家的文明就好比
花园中百花齐放的花朵，展现着各自
的美丽与芬芳。而文化的交流则让
它们真正实现了“美美与共”。一方
面，要用国际化的视野吸收创新。我
们可以借助一些国际赛事、展会和文
化交流活动，这样既能站上国际舞台
展现我们传统文化、东方美学和国货
潮品的魅力，同时也蕴藏着无限的产
业机会和合作空间。另一方面则要
学会运用国际话语体系进行创新表

达。如国民腕表上海表复兴 ·丹青系
列千里江山款，把《千里江山图》中壮
丽雄奇的重岩叠嶂之景绘制于表盘
之上，通过精密机械与海派东方韵味
巧妙结合，展现着古典名画与现代科
技的交融。无论是上海表、海鸥表创
新设计的国潮腕表深受国际友人喜
爱，还是豫园灯会首次远赴法国“点
亮”，东西辉映传递文化之美，这些都
是全球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创新表达
的认可，是东方之美绽放全球的最好
诠释。

刘悦笛：“新中式”的海外传播尚
待假以时日，才能更获得国际上的普
遍认同。可喜的是，如今越来越多的
中国人穿着汉服来到了世界各地，
从旅游景区到毕业典礼，都可以看
到身着汉服的身影。但我始终强
调：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并不是去
“送文化”，而是要“种文化”。这个
“送”与“种”，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异，
送文化只能消费一时，种文化却可
以生生不息。所以，这一轮的文化
出海，就是要去海外播撒“新中式”
的种子。在传播之前，还有一份工
作亟待完成：那就是选择优质且定
型化的“新中式”文化，这就需要去
设立“新中式”的各种标准，与此同
时，如何打造中国自己的“新中式”
文化品牌和美学品牌，才是重中之
重。如今，本土只有“新中式”产业
的集聚，却没有高品质的品牌，只有
文化形象而缺乏文化内蕴，尚难在
世界上争得高端品牌的一席之地，
这才是需要迎头赶上的地方。

主持人：去年年底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在“新的

消费增长点”中单独点出“国货

潮品”这一关键词。“新中式”成

为文化消费重要驱动力，充分体

现了人文与经济的交融共生与相

得益彰。但另一方面，也要警惕

“国风”元素被泛娱乐化、低俗化。

如何兼顾文化传承和经济效益，

在推动国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真正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王宏超：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
生发出新意，重新激发出活力，或需
要诸多力量的促动，但经济的动因确
属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新中式”风
格的流行，与其在商业上的成功密不
可分。这些元素的产品既有着深厚
的文化底色，又有着当下的时尚风
格，广受大众欢迎就是自然而然的结

果。在这里，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商
业，形成了完美的结合和良性的互
动。这也说明，如果能加以深入发
掘，传统能为当下的文化及商业提供
原生性的灵感和资源。其实，在丰富
的传统文化中，还有着无穷的资源可
供开掘。经过了创造性转化，那些湮
没在历史中的文化符号被再度发现，
摆脱了既往陈旧、保守的刻板印象，
重新回到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传
统由此也焕发出新的活力。

国风元素的流行，既有优秀的案
例，亦有大量盲目的跟风、低劣的模
仿。这些粗制滥造的文化项目和商
品不但没有呈现出传统的美感，反
而是对传统的亵渎。要持续不断地
进行传统的创新，除了社会的文化
导向、企业的商业运作等工作之外，
更需要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
支撑。对于传统的理解，要基于真
实的历史材料和扎实的学术研究，只
有融通历史与现代，汇集中西文化之
精华，才能为传统之再生奠定牢靠的
基础。

曹祎遐：要推动国潮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秘诀就在于“守正”“开放”与
“创新”。

“守正”反映调性与品质。没有
质量与品质为保障的“新中式”无疑
会成为昙花一现。高质量的“国货潮
品”需要制造企业的积极融入，也需
要创意企业有高质量的意识和要求，
更要增强在工业制造环节产品化的
能力。设计企业和制造企业互通有
无，加强双方的“跨界合作”，回归
“初心”与“调性”，才能将我国强大
的工业化能力转化为类似于“新中
式”的文创生产力和体现品质的新
质生产力。
“开放”实现联动与整合。这里

的“开放”不仅指的是国潮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的“兼容并蓄”，更是国内市
场的联动与整合。我特别想提一点，
那就是：打造国货潮品的单品易，实
现“各有特色、形散神不散”的产品集
群难。整合是摆在很多文创品牌面
前的一道难题。这一方面需要一种
把不同产品“串珠成链”的智慧，让消
费者感受到一个旗下商品“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整体形象，因此国潮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国内大品牌
的深度参与。
“创新”释放需求与潜力。如今，

中国消费者已经不再为同质化、批量
生产的文创产品所满足，转而渴望有
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差异化产品。“沉
浸式”“场景化”正在成为国潮经济发
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消费
端已开始主导市场，《唐宫夜宴》《中
国奇谭》等一系列IP爆火，体现了消
费者对优质、有深度的内容的青睐，
尤其是对扎根中华文明这一丰厚土
壤的“国风”元素的偏爱。在这样的
市场大背景下，未来成功的文创产品
都不可避免地要含有足够强大的文
化内核，并加以符合现代审美的创新
表达，才能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生命
力以及穿透力，通过线下场景化将这
份生命力延展到各个年龄段、各个类
型的消费者群体。
“新中式”本质上是要让“中国

风”贯穿始终，“中国味”融入细节，
“中国情”感动人心，既让中国传统文
化实现了现代表达，更用中国元素刷
新了世人的审美，展现出中国文化的
独特魅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要
解码传统文化基因，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让传统文化“动起来”，让文化自信
“强起来”。

编者按 近年来，“新中
式”风格在年轻人中火到“出
圈”。“新中式”的走红是消费者
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也
是年轻人文化自信的生动体
现。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拥
抱传统文化早已不是偶尔为之
的仪式感，而是深度融入“衣食
住行游购娱”等日常生活。

如何读懂“新中式”热度
背后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
义？如何进一步深度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
“新中式”产业高质量发展？
如何在传承创新中赓续中华
文脉，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约请三位学者研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