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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究在新媒体环境下，视听信息美学对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及其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传播中的

应用。通过对新媒体环境及其影响、视听信息美学基本概念和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进行概述，进一步分析

了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基本特点及优势和传播机制，探究了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本文

发现，视听信息美学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传播中有广泛的应用，如视觉艺术元素、音乐元素和情感营

销策略等。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可为相关机构在文化传播中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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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audiovisual information aesthetics on cultura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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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of the Palace 
Museum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rough an overview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its influence, the basic concepts of audiovisual inform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role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communica-
tion mechanism of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of the Palace Museum, and explores the communi-
cation effect of the WeChat public account of the Palace Museum. This paper finds that audiovisual 
information aesthetics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WeChat pub-
lic account of the Palace Museum, such as visual art elements, music elements and emotional mar-
keting strategie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institution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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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普及，视听信息美学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视听

信息美学是信息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视觉艺术、音乐元素等。在新媒体时代，视觉和听觉成为信

息传播的重要方式，因此，在视听信息美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探究文化传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

传播效果。 
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世界最为著名的五大博物馆之一，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灿烂瑰宝、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代表。截至 2022 年，院内共有 9000 余间房间、1200 多座建筑和 186 万余件(套)文物藏品。2009
年，故宫博物院年度接待观众人次突破 1000 万，2012 年度突破 1500 万，2016 年突破 1600 万，2018 年

首次突破 1700 万，到 2019 年，故宫博物院年接待观众数量已经突破了 1900 万。每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数

增长不断刷新着纪录，称得上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是一家致力于倡导中华文化和推广故宫文化的微信公众号，也是故宫博

物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其传播内容备受关注。2014 年 1 月，故宫博物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微故宫”正

式上线，2022 年 7 月，故宫博物院官方唯一微信公众号正式更名为“故宫博物院”，“微故宫”时代告

别大众，但文风和审美依旧一脉相承。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通过对内容的创新编排和设计，以及充分运用故宫博物院文物中传统中国色

彩而制作的口红、丝巾系列文创产品，引爆全网，再度引领国潮风，开启中国传统色彩新风尚，实现了

信息的有效传播。通过对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机制和效果进行分析，我们对新媒体时代故宫博

物院的文化传播及其视听信息美学的应用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过程中，不仅需要通过优秀的视觉艺术元素来引导用户的阅读与关

注，还要在音乐元素和情感营销策略上下功夫。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进行的精准的定位，有

针对性地传播和精心的策划，以及丰富多样的视听信息呈现，均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过程中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应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成功地实现了文化传承与

文化推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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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媒体环境下，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和其视听信息美学的应用密不可分。

通过对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借鉴，我们可以为其他文化传播与推广的机构提供一

些借鉴和启示，从而更好地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华文化以及中华美学的精髓。 

2. 新媒体环境下的视听信息美学概述 

2.1. 视听信息美学基本概念 

“视听作为审美的专属感官”这一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在当时的理性主义传统下，视听作为

“远感受器”(distance receptors)与理性的运转最为密切，因此是高级的审美感官，而这与古希腊人认

为理论活动区别并且优于实际事务这一态度是一致的[1]。视听信息美学是以人的感觉与认知为基础，

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传递各种视听信息而形成的一项学科体系。在整个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视听信

息美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视听信息美学基本概念体现了人类的审美精神与审美取向，是人们评价美

的标准之一。它是信息传播的有效方式，能够更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产生情感共鸣。在新媒体环

境下，视听信息美学更是成为了信息传播的一项重要策略。新媒体的兴起，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多的

发展空间，同时也对视听信息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不断变革、更新，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时

代的发展需求。 
总的来说，视听信息美学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并且在新媒体环境下将更加广泛地应用。

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过程中，编辑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更好地发掘和展现了视听信

息美学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2.2. 视听信息美学在故宫博物院公众号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在文化传播中，视听信息美学的作用不可忽略。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视听信息美学的运用，文化

产品的传播效果可以得到大幅提升，关于这一点，近几年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内容可以说把视听信

息美学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首先，视听信息美学可以为文化产品带来更好的形象。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中，采用了大量的

视听信息美学元素，如华美的配乐、高清的视觉画面等，使得文化产品的形象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视

听信息美学元素能够营造出强烈的文化氛围，让观众更加容易对文化产品产生兴趣，并愿意去了解。例

如，2016 年 3 月 2 日推出的 10 万+推文《108 张图看尽紫禁城的春夏秋冬》，就是用 108 张相机拍摄的

高清大图展现了故宫一年四季的景色，美不胜收，看过之后印象深刻，令人向往。一年十二个月，每月

都有一种故宫的色调，画面中搭配的都是故宫中的建筑、文物与天空、花草树木、小动物，展现出宁静

与和谐、华贵与沉着，扑面而来的历史感和文化感让人们震撼不已，点赞、评论、转发成为粉丝们下意

识的举动，高度吸粉。 
其次，视听信息美学可以提高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过程中，视听信

息美学元素的运用不仅能够使得产品形象更佳，更能够使它变得更有吸引力。吸引人的视听信息美学元

素往往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使得观众更容易沉浸其中，从而进一步增强其吸引力。例如，2016 年 3
月 8 日发布的一篇“三八”特辑：《旧时光中的女子“手帐”》，采用图文的形式，语言美 + 文物美，

让爱美的女士感觉就是在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引爆女性追捧这一季转为女性设计的文创产品——手帐。 
最后，视听信息美学可以加深人们对文化产品的记忆。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中，视听信

息美学元素的运用使得文化产品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更容易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同时，视

听信息美学也使得文化产品更容易在人们之间传播，进一步加深了人对文化产品的记忆和认知。如 2022
年 12 月 9 日的推文《几百年前，你的家乡喝什么茶？》，把各省各地喜欢喝的茶、以及故宫珍藏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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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文物梳理、展示了一遍，喜欢喝茶的朋友特别容易引起共鸣，最后大家学习了知识，了解了茶的历

史、带动了一波购茶热，也推出了文创产品《故宫贡茶图典》，加深了对中国茶的了解和喜爱。 
综上所述，视听信息美学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在新媒体环境下，通过视听信息美学的运

用，可以极大地提升文化产品的传播效果。对于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来说，视听信息美学元素的应用

更是让文化产品得到了无与伦比的传播推广。 

3. 视听信息美学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传播中的应用 

3.1. 视觉艺术元素的应用 

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中，运用视觉艺术元素的应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选择精美的图

片、使用恰当的颜色搭配以及合理的版式设计等一系列手段，能够使读者更好地感受到故宫博物院的文

化内涵和艺术魅力。 
首先，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在图片的选择上非常用心。他们精选了大量高清、高质量的图片，涵

盖了宫廷建筑、文物珍品、园林风景等等。这些图片不仅生动形象、具有美感，而且极具故宫的文化氛

围和历史底蕴，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和兴趣，从而提高了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 
其次，颜色搭配和版式设计能够极大程度地增强读者的视觉冲击力。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整体

设计非常简洁大气，使用了大量的故宫宫墙红色、银杏和皇宫的黄色、冬天的雪、春天的花、夏天的绿

和雨，以及运用文物中的色彩搭配来进行推文的底色搭配，突出了文字和图片的内容，凸显了故宫的文

化内涵和美学价值。而在具体操作中，他们用故宫流行色特别标识重要信息，与整体色调形成鲜明对比，

更具有感染力和视觉吸引力。 
总的来说，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通过视觉艺术元素的应用，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充满文化内涵、富

有美感的传播平台，为视听信息美学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3.2. 听觉元素的应用 

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传播中，音乐元素主要体现在视频中。首先，音乐能够增加文化传播的吸

引力和感染力。通过在微信公众号中加入符合特定文化背景的音乐，可以加强读者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

共鸣，提高读者在文化传播中的接受度和参与度。其次，音乐还能够丰富文化内容的呈现方式。故宫博

物院微信公众号不仅仅是文字和图片的呈现，还涉及音乐和视频元素的加入，这些元素能够让读者以更

加丰富多彩的形式来感受文化内容。最后，音乐还能够为文化传播增加艺术性和审美性。 
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中，音乐元素的加入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一种艺术形式，能够

为文化传播增添更多的美感和意境。因此，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文化传播中，音乐元素的应用

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最古传世名琴亮相故宫古琴馆》，开篇插入一段由古琴伴奏的讲述“文

王操–成公亮”的音频，时长 12 分钟，一边听古琴相关介绍，一边欣赏古琴图，深度沉浸，易加深对

古琴的认知与理解。再如，“紫禁城 365”小程序打开之后就是中国传统的古典音乐，一边听着古乐，

一边欣赏故宫美景，仿佛置身其中，代入感和沉浸式体验感较为强烈。 

3.3. 情感营销策略的应用 

澳大利亚博物馆学者唐纳德·霍恩曾提出，在博物馆“抵达”观众的这一过程中，阻碍博物馆与公

众(观众)关系良性循环的核心问题是公众(观众)与博物馆在文化上、专业上的隔阂，以及公众(观众)与博

物馆社会责任之间的隔阂[2]。基于微信公众号技术特征，“微故宫”(即“故宫博物院”)打造“全景故

宫”“玩转故宫”等小程序模块。还可嵌入语音导览、H5、综艺及影片片段和全集连接，文创产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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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或二维码、“皇帝的一天”iPad 下载二维码等，嫁接其他平台的项目，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体

验，实现文化产业与公共事业融合发展，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3]。 
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中，情感营销策略的应用是不可忽视的一环。通过将视听信息美学

与情感营销相结合，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用户的关注。2012 年，故宫博物院开始尝

试利用新媒体运营，在新浪微博里发布相关的资讯，呈现展品。截止 2023 年 5 月止，故宫博物院微信公

众号常年活跃用户达 200 万，新浪官方微博共有粉丝 1029.2 万，抖音粉丝 152.4 万，用户粘度极高。 
第一，情感营销策略中的情感因素极大地增强了用户与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之间的互动。比如，

在微信公众号中推送展览预告、故事分享等内容时，在视觉、音乐上的处理都更着重于渲染出情感因素，

使用户容易与故宫博物院建立起情感沟通，进而产生认可感。同时，情感营销还注重用户体验，比如制

作一些用户可以直接参与的互动活动，极大地增加了用户与故宫博物院之间的互动。2014 年，故宫猫的

悄然走红，致使来故宫的游客都多了起来，在大众旅游时代，消费者希望带给亲友具有文化专属性和故

事情感的文创衍生品，既然“故宫猫”这么受大家的喜欢，故宫博物院创新研发出专属故宫的文创 IP 符

号，以及具有文化专属性和故事情感的文创衍生品——“故宫猫”主题系列，让历来素有吉祥寓意的故

宫猫以新的姿态守护着紫禁城。故宫猫也是微信公众号推文中常见的“主角”。 
第二，情感营销策略在宣传文化价值时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中，视听信息美

学与情感营销相结合，使得博物院的文化价值得到更好的传播。通过在微信公众号中不断推送故宫博物

院的特色文化、美术珍品等内容，加强了用户对故宫的认知，同时在故宫博物院 600 周年庆等大型活动

中深度升华了文化价值，强化了品牌形象。在 2017 年 4 月，故宫博物院便开了进军彩妆界的脑洞，提出

宫墙色口红、点翠系列眼影、花画鸟系列眼影、皇帝玉玺腮红、千里江山图和冰裂纹式指甲油等彩妆设

想。从设想到付出行动，总共经历了一年半。由此，公众号一直以来在推文中推崇的以故宫文物为基础

的中国传统色彩一时间引领国潮风，各种国宝级的古画被搬上舞台，又行程各地歌舞文化的新 IP，这些

大型剧目也成为各大卫视晚会出奇制胜的“法宝”。 
第三，故宫借助真实历史创造出的一系列“虚拟形象”，如雍正帝、朱棣等，这些“虚拟形象”很

接地气、很卖萌，打破了人们对于历史人物的固有思维，这样的反差萌形象让故宫和年轻人之间有了交

流。这一点也成为了故宫营销的一大特点——制造反差。 
第四，故宫的形象升级很好地在厚重历史感与轻松有趣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让故宫的营销虽然

看起来很接地气、很卖萌，但并没有把对历史严谨的研究态度、厚重的历史感全部抛弃，而是给故宫一

种新的展现形式，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第五，也是重点，故宫产品本身的创意非常重要，故宫的周边产品不像是平常人们去景点看到的那

些千篇一律的纪念品，而是将故宫的元素和文化底蕴有创意地融合在了产品之中，让产品本身兼具了创

意性和功能性。故宫作为最正宗、最浓厚的“中国风”代表，可以挖掘的中国元素不计其数。故宫博物

院充分运用故宫大 IP，设计了许多富有创意和特色周边产品，并在细节之处独具匠心，把故宫传统文化

元素植入到时尚的当代工艺品之中，不仅新潮可爱、讨人喜欢，更赋予了其故宫藏品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总体来说，视听信息美学在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情感营销策略则加

强了用户与故宫之间的情感沟通，提高了用户与故宫博物院的互动性和忠诚度，进而推动了故宫博物院

的品牌的推广和文化价值的传播。 

4.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研究 

4.1. 微信公众号的基本特点及优势 

微信公众号是新媒体时代最为普及的传播方式之一，2019 年第二季度，微信及 WeChat 的月活跃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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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共计可达 11.33 亿，同比增长 7% [4]。截止到 2019 年第一季度，共有 175.6 万个公众号保持更新状

态，推送内容共 3.22 亿篇，相当于每个月有 1.07 亿篇文章被推出。微信公众平台与微信庞大的高粘度用

户群体逐渐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社交生态圈[5]。 
其基本特点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微信公众号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特

点，可以在瞬间将信息传达至用户手中。其次，微信公众号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和互动性，用户可以通

过点赞、评论等方式与公众号进行互动，从而增加用户黏性。再次，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精细的用户数

据分析，实现营销精准投放，提升粉丝转化率和用户参与度。最后，微信公众号在媒介成本、广告预算

等方面更具有优势，可以大幅提升广告效果和投资回报率。因此，微信公众号成为故宫博物院宣传推广

的重要平台之一，通过其传播机制和特点，有效提升故宫博物院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4.2.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机制分析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利用微信平台的便利性，在数字化传播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传播机制

方面，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通过发布优质内容来吸引用户关注，并利用微信平台的消息推送机制向用

户推送更新的消息，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用户黏性。截至到 2019 年 12 月平均预估活跃粉丝数量超 200
万。公众号人群画像显示男性关注者占比为 45%，女性为 55%，女性略高于男性。现实情况是，经官方

统计，故宫更受女性喜欢，女性参观者占比为 56%，两者情况趋于一致[6]。 
从媒体显著性的角度来看，“故宫博物院”一般在下午 2 点之后到晚上 12 点之前发布微信推文，单

篇推文的篇幅相对较长，超过半数文章字数集中在 2500 字之内。单次发送的文章篇数较少，仅有 13%单

次推送包含三篇及以上的文章。文章大多向度较高，超过半数可能使读者产生行动意愿。在推文文本内

容方面，绝大部分文章为原创内容，侧重展览类、文化知识类、资讯服务类主题文章，同时注重文章内

容中的历史性描述和名人信息。更为重要的一点，每篇推文都非常讲究色彩的搭配、文字的排版、图片

的精美、视频的高质量。 
在内容呈现形式上，“故宫博物院”公众号十分注重推文的生动性。首先，其文章标题有近 30%使

用了感叹号，有 50%都使用了分隔符号，有近 40%都使用了不同类型的修辞手法。既能够体现标题含义

的表达，又能够提升标题的生动性，快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和阅读兴趣。其次，在推文内容中，除了图片

数量可观外，视频和表情包也是一大特色，大约每四篇推文中就会有一篇包含一个视频，大部分视频都

是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同时，有超过一半的文章文字部分使用了三种以上的颜色，这些提高推文生动性

的举措能够显著刺激读者的视觉，提升用户的沉浸感。 
在内容生动性上，不同主题的文章内其图片数量存在显著性差异，音频和视频的差异性不大。风景

类、文创产品类和故宫介绍类、新展类的文章生动性较强，文中图片丰富，色彩饱和度较高，文字、图

片、排版都讲究故宫色或者中国传统色的搭配，其中讲坛类文章生动性较差，图片数量最少。 
截止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428 篇原创配图配视频推文中，156 篇配图推文阅读量 10 万+，在 10 万+

的推文中，有 70 篇配图推文与四季、节令的故宫美景有关，赏花、赏景、赏月、赏灯，突出故宫建筑美

与自然美的和谐搭配，再加上故宫里的猫、鸟等动物，将人与自然、自然与建筑的美衬托得淋漓尽致。

截至 2022 年底，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有 100 多万粉丝，已经累计发布了超过 1000 篇文章，总

阅读量已经突破了 1.5 亿次，平均每篇文章的阅读量超过了 15 万次。活跃在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粉

丝预估有 200 万。 
为了进一步提高用户对微信公众号的认知和了解程度，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还运用了不同形式的

活动，如粉丝互动等，来吸引更多的用户关注和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不断地

增加用户的参与度和用户黏性，提高了微信公众号在数字化传播中的传播效果。在此基础上，故宫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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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微信公众号还不断地完善和升级自身，增加更多优质内容、推出更多活动等，进一步提高了微信公众

号在数字化传播中的推广效果。根据统计数据来看，相对于公众平台账户的平均水平，公众号“微故宫”

(即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所发布推文数占比 4.7%，阅读量占比达 25.1%，头条阅读贡献率达 26.5%，点

赞量贡献率为 26.9% [7]。截至 2021 年底，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和故宫博物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总访问

量已经超过了 10 亿次。  

4.3.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分析 

故宫博物院的自媒体矩阵各自有各自的侧重点和特点，形成互相补充、互相呼应的格局。故宫博物

院的微信公众号自诞生以来便受到了广泛关注，其传播效果备受好评，故宫的推文频繁出爆款。引领风

尚，一改人们对历史、皇宫、文物、考古等的严肃、专业的刻板印象，把严肃的内容用通俗易懂、幽默

风趣、反差萌的方式表述出来，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由此达到了将故宫博物院打造成大 IP 的目的。针

对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效果，本研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从传播对象的认知角度看，“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自上线之日起就非常明确自己的定位，

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文物专业知识，以几百年的历史为背景阐释故宫文化，用几千件馆藏品描绘

故宫形象吸引用户的眼球，增加用户关于故宫的知识储备。同时，纠正错误认知，正视故宫的历史、文

化等，进而引导用户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历史观[3]。截止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428 篇原创配图、配乐、

配视频推文中，内容涉及建筑、历史、文化、人物、风景、自然、动物、文物、展览、展讯、通知等，

每一篇推文的文字都是精心创作，惜字如金，每句话都在准确地向读者传递着知识、观点、态度，用通

俗易懂、幽默风趣、接地气的语言方式讲述着历史，纠正因受电视剧或者小说影响的错误史实，让大众

了解了经考古学家、史学家科学验证的史实，还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让历史鲜活起来，

从而达到了教育、宣传、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例如 2022 年 8 月 29 日的推文《新展！在故宫，看人物

画里的“众生百态”》，展览选取了故宫博物院所藏历代人物风俗画 96 件，绘画佳作中人物的举手投足、

一颦一笑，都呈现出生动鲜活、精彩纷呈的众生形象以及古代生活场景。图文中截取了部分画作的局部，

就这些绘画作品配以文字加以说明，阅读者不仅欣赏了佳作，也学会了如何欣赏这些佳作，并且了解这

些人物风俗画的创作背景以及画中的故事。 
在 10 万+的推文中，大家最喜欢的还是故宫建筑的四季风景，评论量和转发量相对较高，这些美景

让人赏心悦目，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美的心理需求，通过对美景的欣赏，人们身心得到了放松。另外，

人们对建筑、人物、文物、故宫猫狗等内容也非常喜欢，从阅读量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一类的

内容都会积极转发、阅读、收藏、评论，增强了用户粘性(表 1)。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Palace Museum”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100,000+ original scenic and natural pictures and texts 
reading, liking and commenting (January 1, 2014 to May 31, 2023) 
表 1.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 10 万+原创风景自然类图文阅读量、点赞量、评论量数据统计(2014 年 1 月 1 日~2023
年 5 月 31 日) 

标题 阅读量 点赞量 在看量 评论量 

故宫的秋丨晚秋却胜春天好 10 万+ 2029 2 19 

且踏清秋｜故宫银杏地图 10 万+ 771 7 12 

故宫初雪｜飞白作画染宫城 10 万+ 4277 4 3 

紫禁城物候｜恭贺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10 万+ 1679 10 21 

青绿山水｜登午门，遍阅千里江山 10 万+ 716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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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故宫花事｜花朝节，听花开的声音 10 万+ 1638 16 46 

故宫花事｜一片春心付海棠 10 万+ 2136 23 50 

回首 2018，还是这座城最美！ 10 万+ 7 4404 89 

故宫下雪了！收图！ 10 万+ 16 45,000 61 

一秒爱上，故宫赏花地图惊喜升级！ 10 万+ 28 3339 66 

今天，紫禁城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10 万+ 3 1263 86 

故宫入秋事，许你动凡心 10 万+ 15 4400 59 

冬月的初雪，有了紫禁城才够美！ 10 万+ 29 21,000 92 

收图！123 张图告诉你这一年的故宫多美好！ 10 万+ 38 3213 101 

寄一封“故宫春信”给您 10 万+ 48 12,000 101 

“古花”新芳，融进紫禁城的春天 10 万+ 26 2171 64 

故宫的秋天，请慢一点 10 万+ 4032 6159 77 

“猫”在宫中，秋日心愿不落空！ 10 万+ 1555 1327 81 

瑞雪启祥，600 年的紫禁城初雪如约而至 10 万+ 12,000 11,000 102 

又见一年春，故宫花开何处寻？ 10 万+ 1258 1180 0 

在故宫，看见中国色彩！ 10 万+ 2351 1565 36 

紫禁城的秋日“金”彩！ 10 万+ 2040 1587 88 

紫禁城的初雪，今年不一样！ 10 万+ 8866 6748 84 

你好，2022！你好，故宫！ 10 万+ 9505 4730 63 

故宫的春天，是一种什么感觉？ 10 万+ 2494 1418 26 

终于能把故宫美图一网打尽了！那些惊艳过你的四季

壁纸都在这里…… 10 万+ 2411 1191 87 

正当时，紫禁城秋“色”地图来啦 10 万+ 492 171 45 

光影之中，细数紫禁城的秋日气质 10 万+ 2648 1156 90 

在故宫银杏雨中告别这个明媚的秋天 10 万+ 6683 2725 35 

100 张故宫照片，定格 2022 最美瞬间 10 万+ 3099 1676 57 

用色卡打开故宫的春天！ 10 万+ 2164 831 29 

春花栖木飞羽复，故宫邀你云观鸟 10 万+ 943 336 18 

芳菲已尽？用故宫流行色留住春天！ 10 万+ 1013 363 11 

 

第二，从传播对象的心理角度看，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采用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包括文本、图

片、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这样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现博物馆的文化艺术和历史内涵，吸引受众的兴趣和

关注，受众的心理期待得到满足，亲民、反差萌、幽默、皇宫历史人物生活化现代化等形象得到受众认

同和喜爱。推送图文插入建筑、风景、馆藏文物高清图、宠物动态图，公布故宫内的游览路线、展览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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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工匠工作视频等，让用户不受时空限制直接观察到故宫的人、事、物。潜移默化中陶冶了用户的艺

术情操，提高用户的文化素养与艺术修养。另外通过参与小程序、小游戏、互动留言活动，用户乐在其

中。例如 2022 年 9 月 9 日发表的 10 万+原创推文《中秋佳节，故宫兔兔送你 365 个祝福》，推文用绿色

做背景色，配以白色或者红色文字，正是用了民间传统搭配：红配绿，加上一幅幅关于兔子的古画、文

物、服饰，配以“兔”的传说，让读者欣赏文物的同时，也对用户、粉丝和读者们传达了故宫博物院的

中秋祝福，引起了读者的悠悠情思，大家纷纷留言，虽然有故宫日历的福利赠送，但大家都不是为了得

到福利而去，而是留下真挚的文字，有想念家人的，感谢父母的，祝福祖国的，还有向疫情期间战斗在

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敬意和祝福的，这篇具有人情味、同理心的推文引起了受众的真情实意，受众的情

感得到了表达，情绪得到了抒发，大家纷纷留言，故宫博物院也送出了粉丝福利和祝福。再如，2022 年

6 月 21 日的推文《故宫文创︱想要好好“罩”顾你》，介绍了故宫文创“口罩”，那些印着故宫文物的

口罩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在漫长的抗疫时期，这些印着故宫文物的口罩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大家纷纷留言求取自己喜欢的口罩，也有的打开购买链接慢慢挑选自己喜欢的口罩。 
第三，从传播对象的行为角度看，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提供了交互性的互动功能，这样观众可以

不仅仅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可以参与互动，产生积极的反馈和互动。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微信公

众号的传播效果是非常显著的，这为文化传播领域在新媒体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有了心理上

的认同机制，就有了很强的用户粘度，用户留言增多，且留言质量较高，也为其他受众带来了情绪价值。

例如，2022 年 7 月 29 日，10 万+的原创推文《给孩子的故宫消夏指南，一起过暑假》主打一个清凉亲子

活动，给孩子们准备了穿越时空的古装、故宫游览清凉路线、各种建筑和文物知识，整个图文采用清凉

的绿色基调、可爱的卡通孩童形象、文物和故宫实景图片以及彩绘图片组成，孩童式的幽默语言让大人

也情不自禁放松下来，仿佛也回到孩童时期，让人不禁有和孩子一起游玩的欲望以及带上一二件文创小

玩意以纪念这次的游玩，所以，购买文创产品也成为衡量传播效果的一把标尺。故宫文创产品作为故宫

文化的延伸产品，运用文字、音视频以及其他方式包装文创产品，解读文创产品背后的文化价值，既能

释放文化效益，又能实现经济效益。周边文创产品是文化传播的介质，勾连起零散的、有共同爱好的小

群体[3]。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推文的部分内容和留言(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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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reenshot of part of the original tweet “Summer Guide for Children in the Palace Museum, Spend the Summer 
Together” from the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of “the Palace Museum” on July 29, 2022, with more than 100,000+ original 
tweets 
图 1.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 2022 年 7 月 29 日，10 万+的原创推文《给孩子的故宫消夏指南，一起过暑假》部

分内容截图 

4.4. 故宫博物院新媒体矩阵的传播效果分析 

现在博物馆的传播模式当中，无论是单向传播还是互动式传播，都是受众乐于接受的传播模式，在

互联网时代，一般博物馆的宣传和传播方式有以下几种：一是设置 PC 端的官方网站，对博物馆的历史

沿革、行政设置、文物介绍、展馆介绍、新闻咨询、通知公告等，让受众有个全面的了解；二是开通新

浪官方微博，采用每天发图文、短视频的方式宣传，形式多样，文字大多幽默风趣吸引人，图片精美；

三是开通微信公众号，真正进入自媒体时代，用图文、音视频方式广泛传播，既有媒体功能又有社交功

能，还有商业销售功能，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的开发为人们带来极大商机，成为博物馆带动文化产业、

开发销售文创产品的一个新渠道；同时也是增强用户粘度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精心撰写推文、精心挑

选选题、精致拍摄图片、创意手绘、精心配乐、精良视频等组合；四是开通抖音或者快手、B 站、小红

书、视频号等视频社交平台官方账号，通过精美创意的短视频迅速分流，积攒粉丝；同时开通淘宝店、

抖音店、快手商城、视频号小店、小程序、APP 等，形成强大的媒体矩阵，为文物和博物馆的宣传带来

超大的影响力，过去被认为严肃、枯燥并高高在上的博物馆如今成为各地的网红打卡地，掀起一阵阵文

物热潮，有力推进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传播。 
故宫博物院通过新媒体矩阵以及线下线上的活动，逐渐打造成全国博物馆类最大的 IP，截止 2023

年 5 月止，累计新媒体矩阵粉丝三千万左右，累计阅读量数十亿次。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官方 APP 自 2017
年上线以来，截至 2021 年 6 月，故宫博物院 APP 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 1.5 亿次，成为国内博物馆 APP
中的佼佼者。 

故宫博物院不仅掀起一股新的故宫热，更是掀起一股中国传统色彩热浪，带动故宫文创产品“故宫

口红”红遍全国。在 2017 年 4 月，“故宫淘宝”微博便开了进军彩妆界的脑洞，提出宫墙色口红、点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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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眼影、花画鸟系列眼影、皇帝玉玺腮红、千里江山图和冰裂纹式指甲油等彩妆设想。2018 年 12 月 9
日，故宫文化创意馆推出了故宫首款彩妆“故宫口红”，6 种口红唇色均来自故宫国宝色，外观均从后

妃服饰与绣品上汲取灵感，以黑、白、赤、青、黄五色体系，结合“宫廷蓝”为底色，上方由仙鹤、蝴

蝶、瑞鹿、蜜蜂“领衔出演”，下方饰以绣球花、水仙团寿纹、地景百花纹、菊花、四季花篮等吉祥图

案。这个故宫口红系列更引入了 3D 打印黑科技，制作出外身织物的肌理和刺绣的凹凸感，总之，这套

口红很“故宫”、很“东方”，不出所料，这套口红上线仅两天，6 款颜色就已全部售罄，再一次证明

了故宫的强带货能力。同时也再次证明故宫博物院准确运用视觉美学，戳中女性的喜好，引领时尚审美

新风潮。 
通过微博，故宫博物院不断对社会大众关心的选题进行深挖，比如人们关心故宫猫，故宫就讲《故

宫猫记》；人们喜欢紫禁城的色彩，故宫就制作“点染紫禁城”，孩子们可以参与；人们关心故宫的春

夏秋冬，故宫就发故宫春夏秋冬、早中晚的景色。至此，媒体开始冠以“故宫出品，必属精品”的美誉。

故宫的社交运营能力，促使其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关注和参与，庞大的粉丝数，让故宫发出的每一条消息，

都有可能瞬间传遍网络，引发人们的热议。进而故宫推出的每一款文创新品，都可能立马热销。实践证

明，互联网与文化产业的结合能够提升文化创意产品的内涵和品质，塑造文化品牌形象，提升文化市场

占有率。 
2017 年中秋节，故宫食品“朕的心意”推出了中秋月饼系列，微信公众号随之推出的故宫月饼 H5

——《朕收到了一条来自你妈的微信》再一次让故宫刷了屏。炫酷风格搭配反差萌文案，大玩“总有

刁民想害朕”的梗。凭着皇族的月饼，故宫博物院又是迎来了火爆的订单狂潮。 
2018 年 8 月，故宫文化服务中心联合农夫山泉限量推出 9 款“农夫山泉故宫瓶”，文案和包装上十

分年轻化，以瓶身为载体，让消费者在有趣的古画和文字中感受到故宫里那些真实的人间烟火，建立起

情感勾连。 

5. 结语 

通过本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新媒体环境下，视听信息美学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成功地利用了视听信息美学的原则，取得了很高的传播效

果。故宫的跨界宣传，成功圈粉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逐步形成了“故宫出品，必属精品”

的良好口碑。故宫借着文创的风潮将其数百年的历史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年轻化的品

牌拥有一群年轻受众，老品牌进行年轻化革新，不断尝试和年轻品牌进行创意跨界，借年轻化品牌的“粉

丝之力”，打造定制具备年轻群体吸引力的跨界产品或玩法，建立和年轻受众群体的情感勾连，彼此形

成更整体全面的品牌印象，有效促成双赢，效果往往成倍凸显。故宫博物院成功地实现了品牌年轻化，

让肃穆厚重的文化和历史在创新运营和传播中得到了更具可视化的传承和扩散，当然，这也很大程度离

不开我国日渐增强的民族自信心和年轻一代开始回归正在复兴的传统文化。 
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的传播机制十分独特，不仅突出了数字互动体验感，也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精

准和个性化的服务。本研究还发现，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在影响受众的过程中，更注重情感的培养，

而不是单纯地传递信息。视觉艺术元素的应用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优质的视觉体验，音乐元素的加入则为

用户带来了更加温馨的感受。同时，情感营销策略更是让用户在互动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增强用

户对故宫博物院的好感度和信任度。 
这也印证了视听信息美学在新媒体传播中的重要性，在文化传播中更是不可或缺的。可以预见，在

未来的文化传播中，视听信息美学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和文化传媒会注重这

一方面的应用，为传播效果的提升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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