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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舞蹈见证大众创造力
□张经武 戴昊辰

蛇年春节，网络上刮起一股“金蛇狂舞”风，许多
网民自发地将生肖文化与舞蹈结合，创作出形态各异
的“蛇舞”，引来不少粉丝围观和模仿。他们不是舞台
上光鲜的明星，也不是专业的舞者，只是在镜头前欢
欣起舞的普通大众，用自在的步伐和真挚的笑容沉醉
于美妙的节奏，把平凡的日子跳出生动的旋律；用朴
素的创造力和富有个性的表达，在轻快的舞步中展现
出新时代的风采。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网络媒介
推动网络文艺飞速发展，让舞蹈艺术从专业舞台的

“庙堂之高”，走向人民大众的“江湖之远”。每个人都
能在互联网上获得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展现了人民
大众朴素而生动的非凡创意。

让舞蹈融入生活

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餐厅店员一起庆祝顾客的
生日，为客人整齐划一地跳起“青海摇”；农民一家在
乡村的田间地头庆祝丰收，齐步跳着配合节奏打拍子
的“打歌舞”；刚刚顺利通过驾校考试的大一新生，模
仿“科目三”的驾驶考试动作在考场前开心地起
舞……这些快乐舞步被人民大众融入日常生活，成为
生活趣味的写照。

纵观这三种具有特色的舞蹈，都具有某种大众喜
爱的“蹦迪”特性，旋律简单，节奏强劲，动作炫酷，容
易模仿。它们没有复杂的编舞，也不需要任何舞蹈训
练，只要简单几步，就能在家中、在街边跟随动感的音
乐律动身体，欢快起舞。这些舞蹈轻松易学，凭借地域
特色和生活气息迅速“出圈”，走向世界，引发中国创
意的全球共鸣。例如，“科目三”以其欢快的节奏和独
特的舞蹈动作，吸引了许多外国观众模仿和学习，成
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

网络舞蹈之所以能够成为潮流，离不开传播过程
中每个人的个性化演绎，通过模仿式创新分享自己对
生活的热爱与理解。不论是展现日常劳作的肢体动
作，还是与生活场景紧密结合的创意编排，这类舞蹈
既不夸张也不华丽，但都带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使
舞者和观者都能轻松融入其中、参与其中，共同表达
生活带来的真切体验。

这样的共情表演打破了传统表演艺术中专业与
非专业的界限，促成了全新的互动方式。在网络空间
里，表演者和观众打破舞台的区隔，每个人既是观众，
也是创作者，还是传播者。网络舞蹈的传播与流行，体
现着大众对动感人生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平凡大众不凡创造力的生动见证。

让创作挣脱束缚

网络流行舞蹈因其创作自由度高、包容性强，为
促进大众创造力的“生根发芽”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
壤。创作者可以抛开传统舞蹈既定的形式和规则，随

心所欲地自我表达：通过视频剪辑技术更换不同样式
的服装、切换不同场景、替换不同动作，无论是一个人
跟随音乐即兴舞动，还是邀上三五好友在镜头前嬉笑
玩闹，网络流行舞蹈给予了每位观众“二次创作”的权
利，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理解跳出属于自己的风
格。人们在二次创作的交流与互动中激发心灵的共
鸣，收获珍贵的友谊。

“海草舞”“黑桃A”“大貔貅”……这些改编自网
络流行音乐的舞蹈，得益于原作者对版权的开放态
度，在社交平台上发起了一系列“合拍”“接力”的舞蹈
挑战，鼓励用户参与互动。只要用户在屏幕的一端发
起合拍，另一端的其他用户甚至能够超越语言文化、
身份阶级的区隔，随意加入，与发起者一同跳舞，视频
自动记录下属于创作者与观众的“共同舞步”。这种创
新的形式不仅鼓励不会跳舞的人勇敢尝试，用身体语

言表现别样的风采，还让人们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体
验到前所未有的情感共鸣。

参与者彼此的“合拍”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动作复
刻，而是直抵心灵的沟通与交流。网络流行舞蹈不仅
是独立的短视频，更是跨越时空的集体创作成果。每
个人都在这一开放的网络空间中找到展示自我的方
式，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年龄的用户，无论是青春年少
的学生、职场中的白领，还是公园锻炼的退休老人，都
能通过这些舞蹈找到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归属。他们
都在以自由参与的方式跳出自己的“天地”，抒发情
绪，分享生活。

让个性拥抱时代

每一支网络流行舞蹈的背后，都体现着流行文化
与时代精神的碰撞。这些富有个性的创造证明了舞蹈
不仅限于娱乐，更成为现代社会情感与文化的重要载
体。通过网络的连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舞步节奏
中找到共鸣，并彼此探索和融合不同的文化元素。网
络流行舞蹈成为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在无形中连接
起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将原本分散的文化脉络编织
在一起，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舞蹈生态，折射出社会
大众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

比如网络流行舞蹈“手势舞”与“柯南动漫舞”，分
别结合了游戏文化与二次元文化。某电竞选手在个人
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自己跳“手势舞”的视频，憨厚的
表情和灵活的动作形成有趣的反差，意外爆火“出
圈”。这个电竞选手用他“有趣的灵魂”，让更多的人认
识到电子游戏不是整天埋头“玩物丧志”，而是一种深
入年轻人的新型娱乐社交方式。改编自动画《名侦探
柯南》的舞蹈“等一下，怪盗基德”近期也在全网爆火，
这支舞源自动画中一个有趣的场景：柯南发现了基德
假扮的身份，于是在身后叫住基德，揭穿了他的真实
面目。某视频博主用AI技术让柯南跳了一支魔性动
感的“青海摇”，做成一个舞蹈短视频，让动画人物栩
栩如生地在眼前“蹦迪”，唤醒了人们对于《名侦探柯
南》这部动画的童年记忆，一时风靡全网。

网络流行舞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容纳新鲜事物，
以创新的举动展现文化的多元与活力，为中华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动力。曾经作为亚文化的游戏文化、二次元文化，在
网络流行舞蹈的风潮中，逐渐融入主流，交相辉映出
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共同书写着新时代的精神。

新传媒时代，网络流行舞蹈正成为一个全球共享的
文化现象，见证着普通人非凡的创造。从具有民族地域
特色的大众创意出发，联通内心情感，融入时代精神，网
络流行舞蹈展现了新大众文艺创作的无限可能性。这种
自发的、包容的艺术表达，既是个体对于日常生活真实
的情感反馈，也是对集体创作潜能的生动展示。

（张经武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戴昊辰
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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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合精神展现时代华章
——评《和合之家·2025中国网络视听盛典》

□王玉玊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宣部文艺局指导，中国
网络视听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和合之
家·2025中国网络视听盛典》，于1月24日晚20∶00
全网上线。本届盛典以“和合文化”为主题，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主线，通过丰
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深度展现一年来网络视听行业所
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网络视听行业从业者为中国文
艺事业发展贡献力量的昂扬精神，展现秉持“和合精
神”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奋进新
征程的时代华章，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与心灵的双
重享受。

“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蕴
含着“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
容品格，以及“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智慧。本
届盛典以“和合之家”为主题，通过“和美”时代序章和

“和韵”“和鸣”“和创”“和睦”“和兴”五大篇章，展现了
网络视听行业在“和合文化”滋养下将个人微光汇聚
成时代光华的新气象。

“和合”是阖家团圆、国家安定。本届盛典的表演
者中既有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也有青春靓丽的新
生代偶像；节目涉及的视听作品中既有“87版”《红
楼梦》等经典老剧，也有《甄嬛传》等近年来优秀作
品，还有《永夜星河》等2024年度的优秀新作，是一
台老少咸宜的综合性晚会。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各
民族表演者同台献艺，以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共唱中
华新声，也体现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56个民族如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景象。例如，《青春
正现在》等歌曲唱出了年轻人奔赴梦想、奔赴美好生
活的昂扬风貌。这种对和谐生活的热烈拥抱，不仅
让观众感受到温暖与快乐，更凝聚了全社会对美好
生活的信心与力量。

“和合”是文化的汇通与发展。在本届晚会的节目
中，既有戏曲、武术、英歌舞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出形式，也有说唱、脱口秀等新兴
的文艺样式，更有戏曲与流行歌曲相融合的《天地一
线》、融入对算法时代思考的相声《算法生活》。古今交
映的节目设计，不仅弘扬了中华美学精神，更进一步
凸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非遗艺术的年轻化、时
尚化、创新化表达。创意情景剧《跟着收藏夹种草中
国》引入外国友人的视角，以外国游客与中国网友在
网络空间中的友好相遇，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气

度与“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和合”是艺术与科技互为羽翼。本届盛典在艺术

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运用了AR、裸眼3D、沉浸秀、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
验。艺术与技术的创新结合让观众在欣赏现代科技带
来的震撼的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艺术的魅力。龚琳
娜与虚拟歌手洛天依以虚拟实景的方式在舞台上相
遇，共同演唱歌曲《歌行四方》，舞台效果绚丽多彩，充
满新鲜感。

盛典的节目安排还紧扣国家重大事件和时代主

题，如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展现了国家的新变化、
人民的新面貌、社会的新气象。

《和合之家·2025中国网络视听盛典》是一场文
化与艺术的盛宴，通过创新的艺术形式和深刻的文化
内涵，展现了网络视听行业的辉煌成就和独特魅力，
传递了和谐共生、共同奋进的时代精神，彰显了“和
合”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强大力量。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
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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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举行

1月4日，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在京举行。与
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树立继往开来、文泽后代的抱
负，把文化追求和艺术理想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不断攀登中国历
史上新的文化高峰。此次评选中，网络文艺首次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纳入表彰，
标志着网络文艺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重要地位。

■广电总局发布“微短剧+”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

1月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微短剧+”行动计划
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知》。该计划旨在推动微短剧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通过创
新的创作计划和应用场景，提升微短剧的内容质量，丰富题材体裁，扩大市场
规模，规范行业发展，并深化产业融合。2025年，广电总局将深入组织实施以
下六大创作计划：“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跟着微短剧来学法”创作计
划、“跟着微短剧学经典”创作计划、“跟着微短剧来科普”创作计划、“微短剧里
看品牌”创作计划、“微短剧里看非遗”创作计划。

■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征集启动

1月6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办的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开启2024年
度参评作品征集。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设网络小说、IP影响、海外传播、新人榜
四个榜单，采取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作协（网络作协）统一组织申报的形式，各单位申报网络小说榜、IP影响榜和海外
传播榜的作品（项目）各不超过5部，新人榜推荐人选不超过3名，征集时间截至
2025年3月1日。

■“重温经典·时代光影印记”网络展播活动开启

1月9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
理司指导，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和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支持，中国广
电发起组织的“重温经典·时代光影印记”网络展播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专
题展播活动由中国广电组织全国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开展全媒体推广传播，同
时携手芒果TV、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咪咕5家主流网络视听平台，通过移
动端、PC端进行跨网跨屏的融合传播，为用户提供多样化观看体验。

■2024年第三季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选名单公布

1月10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2024年第三季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推
选活动评审结果，《边水往事》《前浪》《高质量好生活》等63部作品入选。评审
经省级广电行政部门和中央直属单位等推荐，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后最终确
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丰富优质网络视听内容供给，
发挥精品节目示范引领作用，营造良好创作传播生态。

■中国首套数字出版系列教材在京首发

1月10日，首套数字出版岗位培训系列教材——《数字出版编辑基础教
程》《网络游戏出版编辑实务教程》和《网络文学出版编辑实务教程》在京首发。
这是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组织编写的首套面向网络文学和网络游戏出版
领域从业者岗位能力提升的辅导用书。三本教材独立成书又相互关联，系统性
完备。编者团队汇聚多领域专家，确保内容的专业性。

■10部网络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24年度中国好小说

1月12日，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江苏省兴化市委宣传部承办的中国小
说协会2024年度中国好小说评议会在兴化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5位专家
学者，在前期充分阅读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细致的遴选和热烈、深入的讨论，
最终评选出45部作品。其中，杀虫队队员《十日终焉》、远瞳《深海余烬》、有花
在野《我在废土世界扫垃圾》等10部网络小说入选。

■《2023-2024网络视听文艺发展分析报告》出版

1月15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编撰的《2023-2024网络视听文
艺发展分析报告》正式出版。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在抖音、快手、微信视
频号三大主流短视频平台上，42家广电媒体机构总账号数5405个、总粉丝数
380.81亿、总点赞数12244.9亿、总作品数875.3万条，各项数据分别占516家
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机构的81.54%、64.41%、58.27%、51.69%。2023年，全年
上线电视剧140部、网络剧151部、重点网络微短剧384部、网络电影294部、
网络综艺176部、网络纪录片452部、网络动画片1023部。

■咪咕阅读“悦读好书榜”发布首期榜单

1月15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指导、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主办、
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协办的“悦读好书榜”活动发布首期榜单。“悦读好书
榜”共设有“悦读新书榜”“悦读连载榜”“悦读完结榜”三个子榜，基于咪咕阅读
的中国移动大数据筛选推荐后，每部上榜作品均经过评论家的审读。其中，《小
惊喜》《失控交易》《蓦回鸾》《朝天子》入选“悦读新书榜”，《桃花马上请长缨》
《朝颜欢》《重生1958：从窝在深山打猎开始》入选“悦读连载榜”，《揽流光》《念
香衾》《大小姐她总是不求上进》入选“悦读完结榜”。

■《2024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发布

1月16日，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出品的《2024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报告》
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微短剧2024年保持强劲增长态势，行业发展直接、间接
带动64.7万个就业机会，2025年就业人数将随市场规模继续增长。2024年微
短剧呈现更加多元的题材选择趋势，以家庭、都市、情感等为代表的女性题材
迅速崛起。其中，家庭题材占比从2023年的2.6%增长到8.0%，都市题材从
15.5%增长到23.7%，情感题材从37.8%增长到39.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网络春晚》播出

1月22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网络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
1)、综艺频道(CCTV-3)及央视网、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文艺等
总台新媒体矩阵同步播出。今年网络春晚再度“开新”升级，以全新的串联形
式——“剧式串联”、打破时空壁垒的全新故事场景——“超时空客栈”，陪伴

“开新”网友无拘无束地“云串门”“云聚会”“云游四方”。
（刘鹏波/整理）

●网络媒介推动网络文艺飞速发展，让舞蹈艺术从专业舞台的“庙堂之高”，走向人民大众的“江湖之远”

●共情表演打破了传统表演艺术中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促成了全新的互动方式

●通过网络的连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舞步节奏中找到共鸣，并彼此探索和融合不同的文化元素

●网络流行舞蹈正成为一个全球共享的文化现象，见证着普通人非凡的创造

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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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歌舞是源自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舞蹈，以
其欢快的节奏、灵动的舞姿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著
称。年轻一代的舞者们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基础上，融
入了现代的舞蹈理念和表现手法，使其更具时代感和
观赏性。图为某短视频平台上的打歌舞截图

《熊猫“醉”喜欢的家园》透过时代少年团的熊猫国风文化探寻，体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青海摇是一种结合了青海等地民族舞蹈元素的
舞蹈形式，融合藏族、土族等多民族的舞蹈特色。这
种舞蹈动作幅度较大，通常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
舞者通过扭腰、摆手等动作展现热情与活力。2024
年，青海摇在网红张诗尧的推动下进一步翻红，吸引
大量年轻人参与和分享。图为张诗尧团队在某短视
频平台上表演青海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