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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讲述了化为人形的中华缠枝细胎玉壶从大英博物馆出逃，并在记者的协

助下重返故土，为那些不能返乡的文物带回家书的故事。此片通过生动的故事表达和数字化传播手段重

构了媒介记忆，使人们对海外文物归国等历史文化议题产生了强烈的共情反应。文章对该剧传播新策略

和文化意义展开详细阐述，分析数字传播对于中华文物传播的新机遇，包括创新传播形式，借助多元叙

事，引发共情传播等。以此为中华文物在全球的传播与发展提供有力的实践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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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twork micro-drama “Escape from the British Museum” tells the story of the human-shaped 
Chinese winding small-sized jade pot escaping from the British Museum and returning to its 
homelan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ournalists to bring home letters for those cultural relics that 
cannot return home. This film reconstructs the media memory through vivid story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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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makes people have a strong empathy response 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ssues such as the return of overseas cultural relic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new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spread of the play and analyzes the new opportunities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for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including innovating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and triggering empath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elp of multiple narratives. 
This provides a powerful practical example for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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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泱泱大国，巍巍华夏，国祚绵长，后浪永昌。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物如同一位饱经沧桑

的“时光见证者”，它亲历了朝代更迭的风云变幻，承载着绵延数千载厚重而又深远的历史记忆与文化

积淀。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在数字时代下，文物传播的形式实现了创新突

破，不仅拓展了文物传播范围，提升了传播效果，更深入地挖掘与阐释了文物蕴含的价值内涵，有力地

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广泛弘扬。与此同时，微短剧这一新兴形式的蓬勃发展，为文物传播增添了崭新的活

力元素。以《逃出大英博物馆》系列视频为例，其凭借精良的专业制作和深入人心的情感渲染，成功引

发了观众广泛的情感共鸣。通过这种生动有趣的方式普及文物相关知识，既唤醒了集体记忆，也深深触

动了每一位观众对文化遗产的深厚情感认同。 

2. 数字时代下中华文物传播新策略 

2.1. 传统文化与数字渠道的交互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人们的观看习惯得到改变，为了吸引更多受众的观看，基于移动端的视频平台

逐步成为内容生产者自主创作发布的平台，创作者常常会在作品中添加了“表演”与“戏剧化”成分，

增强视频的精彩性和观赏性。于是，在新一轮的用户生产中，网络视频平台出现了大量用户自编、自导、

自演的微短剧[1]。这些每集不超过 10 分钟的短剧，虽然时长短，但凭借精彩的内容，和流畅的剧情，密

集泪点和笑点还是成为了一种用户喜爱火爆的视频类型。人们处于哈尔特穆特·罗萨所说的“加速”社

会中，网络微短剧的出现就填补了人们紧凑社会活动中的时间缝隙，更适应当下受众的娱乐放松需求。

《逃出大英博物馆》由“90 后”自媒体博主“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共同制作，只有 3 集，讲述了

一盏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化为人形逃出大英博物馆之后偶遇海外工作的中国记者，并在他的帮助下重回

祖国，为无法归乡的文物带回家书的故事。该剧一经发布，便迅速在抖音、微博、哔哩哔哩等多平台走

红出圈，不到一日便收获千万转发和破亿的播放量。从李子柒打造的山水田园间到小玉壶逃出大英博物

馆，各类短剧的创作正努力从低俗化、同质化的窠臼中突围而出，朝着细分化和精品化转型升级。而中

华文化的传播也在不断地实践与尝试中拥有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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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内涵与多元叙事的呼应 

本片的制作十分精良用心。在叙事上，主创团队采用了文物拟人化的表达手法。中华缠枝纹薄胎玉

壶是大英博物馆 2017 年收入的藏品之一，是 2011 年中国非遗传承人俞挺创作的艺术品，相比于战火时

期被掠夺的文物，它的来路和年代最为清晰。在剧中化为出逃的玉壶精，并和身为记者的男主一路回家。

主角出场时，“小玉壶”身穿的玉壶同款翠绿色汉服和头上佩戴的翠绿色发饰，都让整个人物的视觉效

果更加贴近文物形象，深化文物的符码，也增强了历史的厚重感。法国当代叙事家热奈特认为，在叙事

文本与想象世界之间存在“顺序、时间、视角”三种关系，片中巧妙融入了历史文化与民族情感，将看

似偶像、冒险的故事融化为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作品，其所呈现出的时空转换的沉浸感和具象文物拟人

化的叙事手法也为中化文物视频传播提供新的参考。 

2.3. 共情传播与家国内核的共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将西方心理学中的“共情”(Empathy)概念引入中国，并创造性

地将其译为“移情”，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物我合一”的哲学精髓[2]。他认为，“移情”不

仅是一种情感的外在投射行为，更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情绪共鸣的体现。此外，亦有其他学者将共情翻译

为“同理心”，强调个体对他人情感的精准理解能力，以及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情感反应的能力[3]。而“共

情传播”则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种传播范式，它是指通过信息的传递、扩散和共享，在一定范围内

引发了情感共鸣、共振，使得不同个体间能够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情感或情绪，从而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

和联系[4]。在这部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中，共情传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新媒体为载

体传播，通过对情境的感同身受、进行点赞、评论、转发等二次传播，达到了价值传递、情感共振、以

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3 年 8 月大英博物馆爆出近 2000 件藏品丢失的新闻。随着事件在网络上的不断扩散，“请大英博

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出现在中国各大社交网络的平台中，随后大英博物馆承认他们的部分藏品确实

存在“失踪、丢窃或损坏的情况”，在此背景下，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希望看到相关的作品，于是，

两位主创停更三个月，查阅大量相关资料，远赴英国进行拍摄，这部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揭

示许多因战火而被迫远离故乡的文物现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些文物是祖先们智慧及精神的象征，

是国家历史变迁的记载，更是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共情传播机制中的情景可供性能帮助召唤情感公众，引发情绪的共情传播；而在阐述重大社会议题

时，也会影响认知共情[5]。《逃出大英博物馆》微短剧紧扣时下新闻，在大英博物馆文物被盗这一新闻

的加持下，爆火出圈，剧中“玉壶出逃”的情节，让观看视频的网友和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博物馆文物产

生了一种心灵上的链接，同时，当流落在外的文物产生思念故乡的渴望，更是加深了与观众的共鸣，这

和每个中国人对中华文物牵动的心情深深呼应，进一步激起了观众心中深深的爱国之情。不少网友在观

看完视频后在评论区转发评论自己的观看感受，这些情感反馈进一步加强了视频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互动，

加速了视频的二次传播，而视频的主题也在受众与朋友交流分享的感受、评论区发布自己发现的小细节

中得到进一步的凸显，揭示了文物归还、国际传播、历史文化等更宏大的议题。 

2.4. 优质视听与文化元素的融合 

在具体的视听场景中，《逃出大英博物馆》的主创团队利用蒙太奇手法，将许多细节隐喻在画面中，

以含蓄、温暖的呈现方式，带给观众无穷浪漫的想象空间。如小玉壶脏兮兮的脸庞和凌乱的衣服，非常

符合设定的“出逃”；而当她不小心撞坏了男主相机时，用英文“I sorry”表达歉意，这种简单的词汇侧

面体现出，因为她不是本地人，所以英语不好。而片中，女主角玉壶在被男主记者带回住所时发现屋子

https://doi.org/10.12677/jc.2024.122071


赵琳 
 

 

DOI: 10.12677/jc.2024.122071 451 新闻传播科学 
 

里只住了两个人而下意识感叹出的“这么大的柜子只住两个人”的情节，则源于大英博物馆中的许多珍

贵的文物挤在一个展馆中。这些细节的背后是沉重而悲痛的伤痕，仿若听到那些文物在耳边的悲鸣。在

此场景下，不仅唤醒了年轻群体对中华文物和中国历史的情感认同，更通过生动再现那段失落与找回的

记忆历程，展现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遗产保护与归还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它通过优秀的视听隐喻，

重构了中华文华的灵韵，重燃了中国人民对于流失海外文物的关注，并激发了社会各界对于本土文化遗

产价值的深度挖掘与传承发扬，从而在文化和情感层面上实现了深度共鸣。 

3. 数字时代中华文物传播的文化意义 

3.1. 激发全民集体记忆，赋予共情内涵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中最先提出集体记忆，并将它定义为特定社会群体

成员之间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6]。《逃出大英博物馆》以流亡在海外的文物踏上回家之路为主要线索，

唤醒无数国人对近代战争，落后，流离，屈辱和新生的共同记忆。所以，每当有人看见满脸污垢的小玉

壶里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但却无法找到回家路时，就会潸然泪下，深感痛心。同时，“文物归家”，

也实现了中国民族情感的高度凝聚。通过视频呈现的画面，折射出中国文化背后的思想价值。与此同时，

在中国的现代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个人也在寻找一种个人与集体的感情纽带，期望在集体、国家中找

到一种归属感。在戏剧的结尾，通过想象和情感，使无生命的文物变成了故事的叙述人，在历史和现实

之间进行了对话，并在其中注入了更多的中国情怀，赋予文物传播更浓的共情内涵。 

3.2. 创新文物传播形式，传递中国声音 

传统艺术作品以及各类文物古迹，因其内在的原真性、稀缺性和在场性，加之其蕴含的独特工艺、

精湛美术技艺和深厚历史底蕴，自诞生之日起便自然而然地散发出一种令人向往而又难以触及的神秘气

质与距离美感。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将这种独特魅力称为艺术作品所特有的“光晕”效应。数字时代下，

文化传播有了更多的呈现形式，艺术作品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增强了其本身的互动性，其通过节目展演将

参与者的情感体验定格在文物上，从而增强受众的情感体验，艺术作品在此过程中也通过技术化身成为

人们感情联结的信物与纽带。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中华文明云展，运用数字孪生技术，将博物馆实

体展厅投射到数字空间，利用科技手段进行全景三维建模，实现可交互、可释读的数字呈现，让观众打

破时空限制，身临其境地走进古代中国，沉浸式体验中华文明深邃的历史脉搏。最终实现了对文化作品

的光晕再造，并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情感共鸣与认同感。而《逃离大英博物馆》这部微短剧重构了

历史场景，引领观众在历史与未来、文物与精神、情感与共鸣等多元交织的时空维度间自由切换。观众

在评论区中纷纷留言自己的观剧体验，这些情感的互动与表达不仅赋予了作品鲜活的生命力，更在无形

之中催生了文化价值的全新创造与升华。 
文物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缩影，深入挖掘、传播、阐述文物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于我国精神文

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无论是通过网络微短剧的创意形式，还是借助数字展厅的高科技手段，古老文

物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得以焕发全新活力，实现了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的有效传播方式。

向世界展示智慧、古老、可爱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3.3. 建构媒介记忆景观，对抗数字遗忘 

“记忆即媒介，文化即传播。没有媒介记忆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媒介记忆的国家是浅薄的”[7]。
记忆记录着人类发展的文明，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记忆景观。 

然而，由于传统媒体从业人员精力与专业局限性，以及报道资源和空间的限制，他们在集体记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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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过程中往往只能进行有偏向的选择性记载。某一部分的记忆就会被忽视、缺失，“遗忘”便成为了

必然。短视频的出现给平民在历史中登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记录自己，呈现自己，

制作自己的“起居注”[8]。人们通过短视频的使用丰富了记忆书写中缺失的视角，呈现出更为全面且更

具感染力的媒介记忆。 
微短剧凭借着碎片化、感官化的特点，让观众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获得大量文物知识。并打破了传统

媒体聚焦宏观、全局的文物报道方式，从宏大叙事转为聚焦实物，在记载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集体记忆

时，传统媒体主要采取宏观叙事方式，借助全局性报道和总体数据来呈现，但却无法生动详尽地展现每

一件文物的独特性和背后故事。而微短剧则凭借碎片化、感官化的特点，让观众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获得

大量文物知识。从宏大叙事转为聚焦实物，对散落海外的文物进行个性化的呈现与解读，这种拟人化手

法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媒介记忆中的细节空白，成为了人们对抗遗忘的有力工具。 
此外，媒介记忆需要与记忆通道相配合。记忆通道是指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介质，它可以是虚拟的

时间节点，也可以是旧物或遗址。公众借此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通过具体的“物”将历史上发生的

“他者”记忆，转化成当代人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9]。《逃出大英博物馆》唤醒了人们的集体记忆，

又在一次次地互动中建构和丰富着全新的记忆景观。 

4. 结语 

《逃出大英博物馆》作为一次文物传播与新媒体结合的全新尝试，以网络微短剧为载体，采用拟人

的方式，通过讲述海外流落文物渴望返回家乡的故事，传递中华文物背后蕴含的历史价值，给予观众文

化启迪；并用台词、细节设置传递出真挚的情感，唤起民众的共情，从对海外文物回归祖国的期待，到

对寻找精神家园的共同追求，这种超越了国家与种族的共同情感，将会产生更加深刻的民族认同感，并

将人类的共识凝聚在一起。 
未来，在文物传播方面，不仅仅要适应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特点，还要发掘文物所蕴含的深层次价值，

“器以载道”，让更多人认识到文物之美，时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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