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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小姐姐”为什么
破圈走红

2021 年 春 节 ，河 南 卫 视 春 晚 节 目《唐

宫夜宴》意外火爆出圈了。相关话题仅在某

社交平台就达到 2.1 亿热度，单个视频播放

量就高达 5000 多万人次，并且迅速在各个

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少视频片段被弹幕

填满。有人为唐宫小姐姐绘制漫画，也有人

争相模仿她们的妆容⋯⋯唐代仕女的表情

包也随之应运而生。

《唐宫夜宴》改编自郑州歌舞剧院的作

品《唐俑》。据 2021 河南春晚总导演陈雷介

绍 ，该 节 目 是 以 夜 宴 的 乐 师 们 为 主 角 ，14
名唐朝少女在前往夜宴的路途中，或嬉戏

打闹，或梳妆打扮，或扑蝶戏水，展示了唐

朝少女们从准备、整理妆容到夜宴演奏的

过程。节目运用 5G、AR 等技术，使虚拟场

景和现实舞台结合，将大唐盛世的传统文

化形象完美地呈现在舞台上。节目从舞蹈

编排到场景的展示，演员从妆容到服饰都

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

“《唐宫夜宴》激发了我一个梦想，我一

定要到河南博物院去看看，尽情浏览厚重

的黄河文化！”这是不少网友共同的心声。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部由李连杰主

演的电影 《少林寺》 令影院爆满，让这所

没落已久的寺院和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当

时电影票价仅 1 角时就收获了 1.6 亿元票

房，而且还吸引了国内外无数青少年慕名

前往学习少林功夫。40 年 后 ， 河 南 博 物

院、唐宫小姐姐等话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曝光数十亿人次，河南文化又进入一个新

的高光时刻。

《唐宫夜宴》的走红，也带动河南博物

院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点。今年上

半年，到河南博物院打卡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逛博物馆买文创成了不少青年的常规

操作。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长假，河

南博物院甚至成了全国热门的景点，线上

预约高达 6.5 万多人，许多年轻人在社交平

台晒照炫耀“拉仇恨”，形成了一波打卡高潮。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博物

馆协会当天公布了 2021 年度“全国最具创

新力博物馆”名单，河南博物院榜上有名。

当天携程旅行网发布的 2021 年上半年文

博游大数据显示，河南博物院、开封博物馆

上榜“最受欢迎的全国十大博物馆”。

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

暮春时节，一名郑州市小学生观展时

向摄影作品《我爱你中国》敬礼的照片打动

了无数网友。“那天老师组织我们去郑州美

术馆看‘新时代黄河大合唱’大型摄影主题

展，当看到《我爱你中国》这幅照片时，我很

激动，很想用少先队队礼表达一下自己的

心情。”郑州市中原区航海西路小学四年级

学生陈紫涵说，因为敬队礼是少先队员能

表现出的最高礼节，理所应当献给伟大的

祖国和母亲河黄河。

陈紫涵所说的“新时代黄河大合唱”大

型摄影主题展是初夏时节刚收官的“中国

（郑州）黄河文化月”中的一个子活动。

今年 4 月 13 日晚 8 时，中国（郑州）黄河

文化月开幕式在郑州大剧院缤纷启幕，来

自五湖四海的嘉宾，带着 5000 年中华文明

的共同记忆，回到“老家河南”，欢聚中原大

地，共享一场精彩纷呈的沉浸式演艺体验。

开幕式紧扣华夏文明、黄河文化、建党

百年 3个关键词。国家博物馆讲解员河森堡，

与幻化出现的动漫“唐宫小姐姐”，在魔法般

的特效帮助下，呈现出梦幻的舞台效果。“国

宝”以动漫形象“复活”，开口“说话”。这个利

用全息影像技术打造的人屏互动节目，虚拟

演示沿黄九省（区）博物院镇馆之宝，辅以动

漫手段让文物“活”起来，让人与文物之间展

开了一场诙谐有趣的对话，上演了一段跨时

空的真人与虚拟人物的“千年之约”。

在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中原地区

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 3000
多年。2020 年以来，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的推动下，郑州、开封、洛阳 3 个城市

携手启动了“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文化

旅游带建设，着力打造具有中华文化标识、

黄河流域文化特征的世界级文旅产品。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系列文化旅游

活动是黄河文化月的重头戏，也是三市首次

文旅大联合。在开幕式上，3 位市长发出了

“去郑州，看华夏古国”“去开封，看梦华大宋”

“去洛阳，看盛世隋唐”的诚挚邀约。

海内外人士齐聚河南，拜谒人文始祖

轩辕黄帝；沿黄九省（区）珍宝“娓娓道来”

五千年历史⋯⋯黄河文化月从 4 月 13 日持

续到 5 月 8 日，线下活动高潮迭起，线上收

获了全网 40 亿人次的点击量。

就在黄河文化月期间，2020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河南巩义

双槐树遗址、淮阳时庄遗址、伊川徐阳墓地

全部入选。至此，河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项目已达 49 个。

从映照中华文明曙光的仰韶文化，到

黄帝在灵宝铸鼎祭天；从二里头夏都遗址揭

开“最早的中国”神秘面纱，到“丝绸之路”唯

一道路遗址的崤函古道；从老子、庄子到张

仲景、杜甫等圣贤名人⋯⋯漫长的华夏文明

进程给河南留下的文化遗产灿若星辰。

“不能守着金饭碗还要饭吃。”如今的

河南，传统文化已融入了时尚表达，科技赋

能也让文物“活”了起来。古老的“考古”与

时尚的“盲盒”碰撞出了“爆款”，“妇好鸮

尊”“云纹铜禁”等国宝级文物化身冰箱贴、

胸 针 、项 链 ，甲 骨 文 表 情 包 成 为 斗 图“ 新

宠”⋯⋯传统文化以时尚有趣的形象飞入

了寻常百姓家。在科技的加持下，从 3D 扫

描、3D 打印到 AR 沉浸式体验，越来越多

“沉睡”千年的文物不断地被河南“唤醒”，

走入大众视野。

文旅项目“立得住、叫
得响、传得开”

从郑州市区主干道金水路驱车一路向

东到中牟县大孟镇，看似平淡无奇的郊区

景色，转了个弯，就看到一座巨型黄色沙

雕，上书 4 个大字，“只有河南”。

穿过拱形的黄色夯土通道，眼前豁然

开朗，一幅波澜壮阔的风吹百亩麦浪的景

象徐徐铺展开来，高大的夯土墙、金黄的

麦浪、瓦蓝的天空⋯⋯

5 月 13 日 ， 文 旅 项 目 《只 有 河 南 ·

戏 剧 幻 城》 正 式 发 布 ， 该 项 目 的 总 导

演 、 总 编 剧 王 潮 歌 将 之 定 义 为 会 成 为 现

象级的作品。

这 是 一 座 戏 剧 聚 落 群 ， 总 占 地 622
亩 ， 幻 城 内 拥 有 21 个 大 大 小 小 的 剧 场 。

每晚闭园前，328 米的夯土墙壁上还会幻

化出 《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 等大

型声光投影秀。

“它无关商业、无关名利，只关乎如

磐的真心、信心和耐心。”建业集团董事

长胡葆森表示，戏剧聚落群由这家民营企

业全额投资，希望能够更好地传承黄河文

化，弘扬中原文明，同时也能够让更多人

认识河南、了解河南。

河南省一位文化学者认为，《只有河

南·戏剧幻城》 对于树立河南文化自信，

促进郑州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加速中原

崛起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令世界惊叹又独属河南的

作品，只为让世人看后发出一句感叹：只

有河南！”王潮歌说。

赓续传统，与时俱进，让传统文化可

亲、可感、可触。近年来，河南省深入挖掘黄

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让人民群众在亲

眼欣赏和亲身游历中感知灿烂历史、认同

核心价值。除了这个项目，在河南，闻名遐

迩的大型实景演出还有《禅宗少林·音乐大

典》和《大宋·东京梦华》等。

今年“五一”假期，河南省旅游市场

接待游客 5526 万余人次，旅游总收入 293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 未 来 我 们 需 要 打 造 出 更 多 立 得 住、

叫得响、传得开的地标性文旅项目、标志

性文旅品牌，以它们为载体，让人们在感

知黄河、感悟黄河文化中，进一步坚定中

华民族文化自信。”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厅长姜继鼎说。

“十四五”新征程，一幅隽永的中原

文化画卷正徐徐展开。河南建设文化强省

的目标和“蓝图”也很清晰：到 2025 年，把

河南打造成为全球探寻体验华夏历史文明

的重要窗口、全球华人寻根拜祖的圣地、国

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如今，黄河国家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

已定，郑州、开封、洛阳、三门峡等地黄

河生态廊道如诗如画，大河村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等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传统文化

与现代科技“邂逅”，古老技艺与新奇创

意“碰撞”，文化强省之光正逐步普照中

原大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

神 等 都 是 我 们 党 的 宝 贵 精 神 财 富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河南兰考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同志工作过的地方，也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

地。在兰考县城关乡朱庄村，有一棵 58 年树

龄被称为“焦桐”的泡桐树，每天都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学员在这里聆听、追思、缅怀。

“焦桐”不语，精神长青。

焦裕禄纪念馆副馆长董亚娜已经在焦

裕禄纪念馆从事了 28 年讲解工作。总有

人问她，日复一日讲解着同样的内容，会

不会感到厌倦？董亚娜回答说：“焦裕禄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新。”她

认为越讲焦裕禄精神，就越能感受到焦裕

禄精神的伟大。

焦裕禄当年为防治“三害”带头栽种

的泡桐树，不仅改变了兰考，也改变了几

代人的命运。泡桐树在上世纪曾筑起兰考

防风固沙的屏障，新世纪成为当地人脱贫

致富的“绿色银行”。

东坝头乡张庄村，地处九曲黄河最后

一道弯。20 世纪 60 年代，这里曾是兰考最

大的风沙口，也是焦裕禄带领工作队找到

治理风沙良策并成功的地方。如今，张庄村

早 已 脱 贫 摘 帽 ，成 为 彩 绘 如 画 的“ 梦 里 张

庄”。在张庄村新村室，村支书申学风如数

家珍地讲述着村里的新数据：去年旅游人

数 有 16 万 人 次 ，今 年 最 多 一 天 有 12 波 游

客，红色教育基地、四面红旗馆，每天都有

新人在劳动中接受教育。村里种的新一茬

藏红花、巴旦木、褐蘑菇，新产的芝麻酱、西

瓜酱，让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1.5 万多元。

习总书记曾探望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闫春光也兴奋地说起他的生活“年年新气

象 ”：“ 养 蛋 鸡 、榨 香 油 ，现 在 每 年 收 入 10
万+，吃穿不愁。”

兰考县委书记李明俊表示：“我们将赓

续精神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乡村

振兴中继续走在前、作示范。”

河南林州人说，红旗渠里流淌的是精

神，它让磨砺千年的民族精神，化为有形的

“人工天河”，生生不息、奔流不止。

1969 年，河南林县人民在太行山悬崖

峭壁上开凿的红旗渠全线竣工，当地人民

缺水吃的生活成为历史。

10 年，10 万人，削平了 1250 座山头，开

凿 211 个隧洞，刨出的太行山石，要是修一

段高 3 米、宽 2 米的“长城”的话，足够连接

哈尔滨和广州。以任羊成为队长的凌空除

险队，81 位干部群众献出了宝贵生命。

10 年修渠，更为林州培养了一大批敢

想敢干的能工巧匠。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

“十万大军出太行”，将林州推上“全国百强

县”的光荣榜。

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革命老区新县，是

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新县县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陈功仕告诉记者，“家家有红

军、户户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

碑”是革命战争年代此地的真实写照，当

时不足 10 万人的新县，先后有 5.5 万多人

为革命献身。

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大别山百万英

烈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光辉灿

烂的大别山精神。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

诞生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

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28 年红旗不倒 ”

的革命奇迹。

位于新县城南白毛尖的鄂豫皖苏区首

府烈士陵园内，松柏环抱，绿荫满园，安静

庄严。站在陵园抬头望远，对面不远处的英

雄山上，“红旗飘飘”雕塑横亘天地，鲜艳灿

烂。“那，就是‘红旗不倒’的象征。”讲解员

轻轻地诉说，简短有力。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每年

有 60 多万人来到这里，从一件件珍贵的历

史文物、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中，探寻共

产党人信仰如磐、初心不改的精神密码。

讲 解 员 李 子 程 说 ：“ 作 为 大 别 山 的 女

儿，我有义务把这一块的红色历史讲给更

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别山精神。”

如今，红色资源丰富的革命老区新县，

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来此重温革命历史，

也成为许多青少年喜欢的红色打卡地。仅

2020 年 全 县 就 接 待 游 客 926.5 万 人 次 ，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 69.3 亿元。

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新县各地面貌也

在发生可喜的变化。“我们把讲好红色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融入红色旅游，并以此带动乡村

振兴。”李子程介绍，依托红色资源和绿色生

态，新县构筑了“九镇十八湾”乡村旅游发展布

局，打造“红色乡村”旅游点27处，推动山区变

景区、民房变客房、产品变礼品，实现了美丽风

景向可观收益的转化。

对新县的红色精神传承工作，前来观

瞻 的 湖 北 籍 革 命 后 代 任 全 胜 老 人 欣 喜 不

已：“新县我来了 5 次，一次比一次变化大。

希望继续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让鄂豫皖

苏区的故事世世代代传下去。”

红色精神也成为河南人民干事创业、

砥砺奋进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河

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就

和历史性突破，实现了经济总量、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的“两个翻番”

目标，完成了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到“三二

一”、由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由内陆

腹地向开放高地“三个转变”。

来自河南省发改委的数据显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河南经济总量先后迈上 3 万

亿 元 、 4 万 亿 元 、 5 万 亿 元 3 个 大 台 阶 ，

2020 年达到 5.5 万亿元、连续 17 年稳居全

国第 5 位；人均生产总值突破 8000 美元，

居全国位次上升至第 18 位、比 2012 年前

移 5 位。

红色精神传承“经济蛋糕”做大

三座城 三百里 三千年

河南：文旅创新惊艳出圈 文化托高中原大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

5 月 22 日，第三届全球文旅创作
者大会在郑州开幕。

“从疫情期间的云赏花，到直播带
货、助力脱贫攻坚；从数字龙门，到云台
山智慧景区建设；从‘老家河南’刷屏网
络，到唐宫小姐姐破圈走红，技术驱动
和内容创新成为河南文旅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引擎。”河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主任郭岩松在开幕式上致辞说。

自 2019 年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
大会以来，河南同全球文旅创作者、广
大互联网企业一起探索互联网与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的无限可能。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文化
底蕴厚重的中原大地河南，借助技术创
新赋能，以更加出彩的姿态惊艳世界。

4 月 21 日，2021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随着熟悉的《唐宫夜宴》旋律响起，14 名“唐宫小姐姐”惊艳登场。 视觉中国供图

近年来，群山环绕的河南新县田铺大塆依托红色文化和绿水青山两大资源，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在田

铺大塆，村里的民居和景区是相融合的。图为田铺大塆村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摄

为 传 承 弘 扬 大 别 山 精 神 ，讴 歌 伟 大 的 长 征 精

神、致敬创造了“28 年红旗不倒”的大别山奇迹，献

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等

共同出品的民族歌剧《银杏树下》，于 5 月 16 日在河

南省艺术中心正式首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潘志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