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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我国国家形象传播的要素之一。本研究以开放世界冒险游戏《原神》构建的“海

灯节”为分析对象，结合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提出中国传统文化游戏话语分析框架，从文化层面

和内容层面对节日剧情进行游戏话语分析，探索该游戏节日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话语策略，助推中国文化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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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This study takes the Lantern Rite constructed by the open-world adven-
ture game “Original Gods”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combines Halliday’s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proposes a game discours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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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ame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festival plot from the cultural level and content level, explores the 
game festival’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The game explores the game 
festival’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strategy to help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go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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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5 月 31 日，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的背景下[1]。“文化中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是国家形象传播

的主要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多种元素，如语言、戏剧、传统节日等，近些年，尤其进入 21 世纪以来，

传统节日复兴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2017 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更明确

提出要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形成新的节日习俗[2]。 
在每年的春节时期，国产游戏《原神》会推出一款名为“海灯节”的节日活动，该活动以中国的春

节和元宵节为灵感制作而成。海灯节在游戏内的定位是每年璃月城邦(原型为中国)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夜

里人们放出霄灯和明霄灯以纪念英雄，祈祷平安，祛除厄运，辞旧迎新。“海灯节”相关视频目前已达

到一千万以上的播放量，活动期间全球游戏下载量超一千万，收入高达2.93亿美元(Sensor Tower, 2022) [3]。
在当前政府大力发展数字文化贸易，积极培育网络游戏等领域出口竞争优势，提升文化价值等措施环境

下，《原神》成功做到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游戏相结合，引发了海内外玩家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热议。本

研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以“海灯节”节日剧情为语料，构建中国传统文化游戏话语分析框架，努

力探索该游戏节日如何建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好中国形象、传播好中华文化提

供启示。 

2. 文献综述 

2.1. 游戏话语 

近年来，游戏话语(game discourse)开始受到教育、传播以及语言学领域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

领域强调电子游戏可以成为有效的教育工具(Gee, 2003) [4]；传播学领域从节日场景构建、节日民俗移植、

关系嵌入等方面探究了节日文化在游戏场景中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常启云 & 张路凯，2021) [5]。 
游戏话语对文化的构建也同样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主要涉及文化表征、文化表征的构建影响、文化

接受以及节日构建四个方面。绝大多数研究聚焦游戏话语文化表征中涉及到的民俗、历史、宗教等话题

(Sari, 2018; LaPensée, 2020; Wildt & Aupers, 2021) [6] [7] [8]。但也有其他学者更关注游戏中文化表征的构

建所带来的影响。虽然建构游戏世界费力，但却能带来很大的收益(O’Hagan & Mangiron, 2018) [9]，因为

游戏的本身文化结合真实历史的改编能够对用户的游戏体验和习惯性接受产生积极影响。除此之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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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对某些社会文化玩家群体在游戏中的主动接受模式进行研究。例如有学者发现女权主义玩家对经

典和流行游戏中的男女偏见文化进行了重新诠释和超越(Pérez, 2015) [10]。文化包含多个方面，电子游戏

的出现为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吸引玩家，增加游戏的趣味性和内涵，游戏

开发者常常在游戏中围绕传统节日组织活动。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事相关研究，在传播学领域，许媛

萍(2021)以网络游戏《王者荣耀》为例，探究网络游戏对传统节日文化进行再生产的方式、机制、作用等

问题。但在语言学领域，对网络游戏的节日话语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11]。 

2.2. 关于《原神》的研究 

目前为止，虽然《原神》已经成为游戏及文化传播行业中的热门话题，但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还很

少。Erdur (2022)利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以探究《原神》中性别的表现方式[12]。胡钰和朱戈奇(2022)
以《原神》为例，探讨电子游戏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正在成为一种促进文化传播的新方式，但对游

戏中以中国为原型构建的城邦“璃月”并没有进行深入分析[13]。 
基于此，本文以“海灯节”节日剧情为语料，主要回答《原神》3.4 海灯节剧情文本模态是如何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游戏话语，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基于以上内容，本研究分析框架如图 1： 
 

 
Figure 1. The discours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Lantern Rite 
图 1. 海灯节剧情游戏话语分析框架 

 
根据研究框架，本研究以《原神》2023 年的“海灯节”节日剧情为语料，借助网易转写对游戏剧情

进行文字转录，再利用 UAM Corpus Tool 对文字进行统计、标注，以此获得语料的及物性、情态、主位

及述位特征。数据的呈现如图 2。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文化层面 

文化层面由意识形态构成，包括人类的思维方式、生活哲学、生活习惯等类型。任何意义建构过程

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实现的。“海灯节”突出了中国的春节和元宵节文化，对该节日剧情的人物台

词进行分析，发现该节日所建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可从以人为本、刚健有为，顺应天时，仁义友爱、

感恩戴德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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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transitivity, modality, theme and rheme in the text of the Lantern Rite 
图 2. 海灯节剧情文字中及物性、情态、主位及述位分布 

4.1.1. 以人为本、刚健有为 
“以人为本”，即将人放在中心地位，强调人贵于物。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

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

能偶天地”。从节日起源发展史来看，不少节日最初都并非吉日良辰，而是不祥的日子。过年传说中有

害人的怪兽(年或夕)以及种种鬼祟出没，然而，面对凶恶的年兽和各种恶鬼，人们并没有惧怕，而是发明

了爆竹、桃符、门神等多种节物，并举行驱傩仪式。“海灯节”共有三章剧情，第一章就指出节日的主

题与目的，即璃月人民在经历了种种灾难后，需要温暖与幸福感，同时说明爆竹烟花的来源，驱逐邪恶，

表达出以人为本刚健有为的“文化中国”形象。 

4.1.2. 顺应天时 
《周易•随》云：“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思想家就将天象、物候、

人事统一组织到一个井然严密的时间秩序之中，并成为国家的施政纲领。根据《礼记•月令》，一年中的

每个月份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属性，包括与太阳、星宿的关系，当月的吉日，尊崇的帝，敬奉的神，相配

的虫、音律、数、味、臭以及要祭祀的神灵和祭品等“家”中华传统节日是时间的重要节点，因此诸多

要素都蕴藏在这一文化内涵中。这首先表现在节日时序的安排上，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内

在节奏。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春节人们准备丰盛的食物，装饰美丽的家园，感恩天地自然的福佑，回

馈亲朋好友的帮助，犒劳自己的辛勤劳动，期待来年的吉祥如意，享受当下的团圆幸福。该节日通过介

绍中国菜肴的制作方法，向世界玩家传播中国饮食文化。节日用文字非常直观地介绍了过大节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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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团圆和好运的年夜饭。“海灯节”通过展现中国美食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突出“文化中国”形象。 

4.1.3. 仁义友爱、感恩戴德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我国传统社会，祭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祭祀的神祇大体包括“天

神、地祇、人鬼”三大系统，其中天神和地祇就是自然神。对于它们的祭祀，主要是在传统节日进行的。

“海灯节”介绍了古时为保卫国家的英雄和仙家，展现出民族精神的传承以及人们对英雄的缅怀之情，

呈现出感恩戴德，知恩图报，“吃水不忘挖井人”仁义友爱的“文化中国”形象。 

4.2. 内容层面 

语言模态 
本部分根据 Halliday 提出的三个元功能，即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对语言模态进行分析，

“海灯节”节日剧情由三章构成，因篇幅有限，特选取每章部分人物对话，示例如下： 

(1) The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is planning a fireworks show this year. 

(2) It is the consummate mastery of this balance that turns a humble dish into an exquisite one. 

(3) Is there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 fireworks in Liyue? 

(4) I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fitting to send them some festive gifts on behalf of the Liyue Qixing. 

(5) One should like to think that you will all look out for each other. 

(6) We shall choose a timely moment during the festival to set off all the fireworks in unison，allowing the sparkling 

lights and excitement to resonate with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1) 概念意义 
概念意义主要通过及物系统来实现，包含六个过程。关系过程因其功能而广泛用于各种话语中，定

义互动参与者和代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例小句(1) (2) (3)为关系过程，句(1)表明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由于海灯节之前璃月的人们遭受了一场远古魔神的战争，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大家都想借此

节日放松自己的身心。小句(2)借游戏中的角色对中国美食的做法来体现出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小

句(3)不仅解释了此次节日的主题与目的，还向世界玩家介绍了爆竹的由来以及与春节相关的文化。心理

过程是认知的过程，一般来说句子里有表示“想要”“认为”“喜欢”这样的词，如小句(4) (5)。小句(4)
是总务司负责人想要向璃月的仙家送去一些礼物，以表敬意与古时保卫璃月的谢意，展现出人们不忘英

雄的优秀文化。关系过程是那些有关“是”的过程。在以上的 6 个句子中，只有小句(6)是物质过程小句。

物质过程是做的过程，表示做某事或对一个目标做某事。行为者是 we，即游戏中负责整个节日活动的部

门总务司，动词是 choose，目标对象 festival moment，这句表明在经历了一年的艰难时刻后，大家想要

举办一场温暖且热烈的烟花会来重新燃起人们对生活的希望，体现出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2) 人际意义 
语言除了描绘我们生活的世界，另一个功能是人际意义，它涉及到说话者的态度、意图、判断等方

面。这主要是通过语气来实现的，其中有三种基本的语气类型：陈述句、祈使句和疑问句( Halliday, 2014: 
160~165) [14]。鉴于陈述句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信息，在向观众介绍中国节日文化的关键信息和展示中国

国家文化形象时，我们发现游戏节日剧情更倾向于采用陈述句，比如以上 5 个句子都是陈述句。 
比如，小句(4)通过陈述事实表明中国在发展的同时非常注重对以前英雄的缅怀，体现出中国人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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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的价值观。小句(2)用陈述的语气告诉观众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陈述性语气相比，疑问句用来实

现要求的功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吸引和鼓励观众参与到交流中来，如小句(3)是疑问句，游戏人物先

询问爆竹的由来，再从游戏角色口中得知答案，让玩家了解到中国自古就有爆竹一说，趁此机会让其他

国家了解日本韩国的爆竹均是源自中国。借游戏人物之口问出玩家的疑惑，增强玩家的参与感以及与中

国文化联系的深入思考和了解。 
3) 语篇意义 
语篇意义主要通过主题结构和信息结构来实现，强调话语的组织方式。本文只讨论包含主位和述位

的主题结构，在游戏中，语言结构的组织方式在传达信息时非常重要，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Examples of theme and rheme analyses 
图 3. 海灯节剧情文字中主位及述位分析举例 

 
这些主位包括“总务司”“佳肴”“总务司负责人”“仙家”等这些不同的主位将“文化中国”这

一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分解为数个具体的方面，继而通过这些具体方面展现“文化中国”这一宏大主题：

一个古老而现代的中国、一个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一个以人为本、刚健有为、顺应天时、不忘先辈感恩

戴德的民族。 

5. 结论 

本研究结合系统功能语法，对《原神》以中国春节和元宵节为原型构建的“海灯节”从文化层面和

内容层面进行了游戏话语分析，解读了节日传统文化所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游戏话语的意义建

构。研究发现，“海灯节”中语言文字展示了一个历史与现代结合、以人为本、刚健有为、顺天应时、

仁义友爱、感恩戴德、向往和谐幸福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

法，但游戏本身是一种多模态，因此本文在内容层面缺乏探讨图像模态和文本模态的相互关系，未来需

要展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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