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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好莱坞许多大片都取材于古希腊时

期的史诗、神话和传说，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反复使用。中国的影视作品在利用传
统文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但还有许多精彩绝伦的故事至今
仍在沉睡。抢救传统文化，刻不容缓，最好
的办法，就是能够让它们“活”起来。

对传统文化的再学习与再认识

很多传统文化中的常识正在成为陌
生化的疑难杂症，到底有多少读书人知道

“床前明月光”的“床”不是指睡觉的床，而
是井栏，还有多少人在用“七月流火”来形
容天气炎热，又有多少人能正确理解“万
人空巷”到底是人多还是人少？中国风动
画短片《相思》以王维的诗句贯
穿全片，“复活”了清朝名士王初
桐的人生，画面很唯美，但因为
将相思子红豆误解为能吃的红
豆，还反复出现红豆粥画面和吟
咏唱颂王维诗句，让人捶兄顿
足，扼腕叹惜。

我们对一些具体的文化成果
的认识和解读也存在一定局限，
要么流于肤浅，要么“只知一面的
锣，不识两面的鼓”，对中华文化
成果的丰富性认识不足。比如：
中国的神话传说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内容丰富，思想深邃，需细细
咀嚼，慢慢品味。读《大禹治水》
我们强调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
公而忘私精神，读《后羿射日》着
眼于后羿为拯救苍生的献身精
神，读《愚公移山》强调愚公锲而
不舍的执著精神，但是，我们恰恰
忽略了这些神话从不同侧面共同
表达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独
一无二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
抗争精神。洪水来了，不是爬上
诺亚方舟逃跑，而是勇敢与洪水
作斗争，最终治服洪水；天上出现
十个太阳，生灵涂炭，不是独自躲
避，而是舍身射下多余的九个太
阳；大山堵住了出路，不是搬家逃
离，而是将山挖掉运走。夸父逐
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也都
是这种百折不回毅力与抗争精神
的集中体现。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既有讲故事的传统，也有听故事
的习惯。有的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尝试
写无情节、无人物的小说和戏剧，结果本
土读者和观众并不买账，并且一味复制模
仿外国，反而丢失了自身独有特色。所以，
还是要讲故事，讲述情节完整、新颖独特，
充满想象力、创造性和引发共鸣的故事。

《流浪地球》虽有争议，但其无疑是一
部“讲好中国故事”的现象级影片，也是一
部代表着多维度人文思考的中国科幻片。
《流浪地球》的大背景，是太阳的衰微和太
阳系的毁灭。这不仅仅是科幻想象，而是
远虑于人类面临终极命运的思考。在现有
的宇宙理论下，一切都终将毁灭，人类将
面临灭顶之灾。在以往的科幻作品中，人
类往往以出走的方式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这一次我们并没有只身躲避，远离灾难
地，而是选择了自救的方式，全人类团结
起来，给地球装上引擎，带着这个一直赖
以生存、繁衍生息的家园一同迁徙，逃离
灾难。电影在叙述故事与创新情节的同时
表现了国民“恋家”的故土情怀和家园意
识，更加贴合中国传统的哲学色彩：重视
个体与他人、家庭、自然以及宇宙之间相
互依存关系。人类的进步在跟太阳系的毁
灭赛跑，这不仅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神话
故事《夸父追日》中与自然抗争、与时间追
逐、与太阳竞走的夸父。夸父逐日反映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探索、征服大自然的强
烈愿望和顽强意志，电影中的“我们”不甘
心家园毁灭，不愿这灿烂的文明如齑粉四
散，于是勇敢追求，坚毅执著，掌握自己的
命运，甘为人类造福，这就是中国传统精
神的现代呈现。

此外，故事主角设置为年轻一代的
“后浪”，这群“执拗”的少年们在千难万险
前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精神，体现了中
国青年们立足华夏、融入世界的自信，正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品格的生
动诠释。影片中还有一个细节，发号施令
的主导者是联合政府，故事尽管发生在中

国，主角虽是中国人，但这都是全球行动
的一部分、一个典型、一角缩影。主动将自
己融入世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反而更彰显出文化自信与胸怀格局。

塑造故人的新剪影

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读者有
自己的阅读习惯，那些家喻户晓、妇孺皆
知的人物，都是以典型形象的方式广为流
传的，几乎每一时期，我们都能读到西游
故事的不同版本，在银幕上看到孩提时代
就熟知的孙悟空、哪吒、白娘子等故人的
新剪影。

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往往是这个民
族记忆的活化石，而神话中的人物形象，

作为民族神话传说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
动力，更是解读民族精神的重要
线索。

盘古、夸父、后羿、黄帝、炎
帝、神农氏、燧人氏、伏羲、女娲、
精卫、大禹……这一个个熟悉又
陌生的闪光名字都与中华文明、
上古传说、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可
惜由于高作典章的古老形式，大
众读者难以亲近，他们至今似乎
都还是标签化的扁平形象，仍以
一些模糊不清的文化符号与我们
相伴而行。如果通过文学写作或
艺术方式，把他们塑造成生动鲜
活的典型形象，将会更有利于传
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

电影《捉妖记》让大家记住了
灵动可爱的小妖王“胡巴”，它通
体浑白形似萝卜，头顶一簇绿萝
卜缨、精灵双耳，面似孩童，四手
两足。这人物的原型源于《山海
经》中的神鸟“帝江”，“帝江”乃六
足神兽，身体形似皮囊，周身通
红，六个爪子，四个翅膀，样貌并
不可爱，但擅长歌与舞。导演许诚
毅在创作过程中刻意淡化掉帝江
身上凶恶的性格特点，把胡巴设
计成讨人喜欢、善良单纯、呆萌撒
娇且能歌善舞的形象，整体外形
和神话原型较为贴合。此外，影片
从《山海经》《聊斋》等古籍中寻找
奇珍异兽，借中式志怪的皮汲取
灵感，设计出中国传统文化基础
上的一众东方妖怪形象，如“四翼
妖”，豹子的身上长着飞鸟的翼，
取自瘟神絜钩（形如野鸭却长着

老鼠尾巴）和獙獙（状如狐而有翼）两种异
兽特征的组合。因此，《捉妖记》构建的妖
怪世界深入人心，让人过目不忘，其中妖
怪形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继承传统的同
时，注入了当下流行的“萌文化”元素，褪
恐怖的妖怪外衣为可爱萌妖，同时赋予妖
人情人性，他们不仅有人类的情感,会谈
情说爱、歌唱舞蹈、互相捉弄，还具有独特
的妖语和细腻的表情变化。这种以传统文
化为根源，辅之以现代艺术手法的方式，
为我们当下更好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塑造富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的人物形象
提供了新的思路。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多维
电影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认知、接受和弘扬大有裨益。2016年的
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创意源于《庄子·逍
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
知其几千里也。”故事引线依托这个哲学
寓言故事，阐释引申了绝对自由的命题。
人物角色名字引于古籍典故（椿、鲲、湫、
白泽、帝江等），讲述了掌管海棠花的女孩
椿与人间男孩鲲互相牺牲、守护和成全的
故事。尽管在故事叙述缺乏张力、情节不
够顺畅、角色塑造粗糙等方面饱受争议，
但这一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融合了
上古神话元素的“中国风”电影拍得很漂
亮，在杜比全景声等技术支持下，充满想
象力的空灵世界、细腻贴合的配乐、充满
新式中国的元素，得到全方位统一，其瑰
丽华美的手绘质感、多维立体的镜头场景
和混沌辽阔的东方意境展现受到了普遍
的认可和褒扬。

新媒介技术中的增强现实技术、混合
现实技术虽然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
也将助推中国传统文化在虚拟世界和现
实世界的无缝对接中进行展示，在受众眼
前“活”起来。

近年来，电视创作青春化发展势头迅猛。青
年人的喜爱，无疑是电视创作兵家必争之地。青
年人究竟喜欢哪些电视内容？如何更好用电视作
品传递青年人的声音？在9月19日举行的第9届
中国大学生电视节“致敬青春——青春题材电视
精品创作论坛”上，与会专家与业界代表就电视
创作青春化的机遇、疑虑与想象展开讨论，为进
一步推动青春题材电视精品创作向更深广的社
会层面延伸，讲好青年故事建言献策。

找到思想和情感的最大“公约数”
电视剧审美更要与时俱进

在电视剧领域，反映青年人人生态度的作品
呈现多元化趋势——自主创业、行业励志、脱贫
攻坚、感情生活，特别是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对女
性主义的观照，以及红色革命题材中反映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青春时期的佳作不断涌现。北京
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梁振华认为，无论
讲哪一段历史时期的故事，都要找到与当下青年
观众思想情感相契合的最大公约数，问题就在
于，找到公约数之后，现阶段我们对于故事的表
达还同今天年轻观众的审美有断层。“今天的电
视剧需要拓展内容，提升审美。年轻观众通过新
媒体接触到许多外国优秀影视作品。观众的整体
审美水准在迅速提升，如果眼光与审美依旧停留
在5年、10年、甚至20年前，今天的年轻观众肯
定不会满意。”

“二次元”“ACGN”“弹幕”“玩梗”……这些令
年长人一知半解或全然不知的新的文化领域，却
的确和当下年轻人的思维范式、审美取向紧密相
关。梁振华认为，电视剧制作者需要了解不同文化
背景下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回到这代人的目的，
不是让我们变成你们，而是让我们懂得你们现在
思考、表达的方法，找到破壁、调和的方式。”

热门综艺独辟蹊径
心怀使命向光前行

热衷于选秀、竞技的“快综艺”长期占据荧
屏，一档反其道而行之的“慢综艺”《向往的生活》
却已陪伴观众悄然走过四年四季。像这样的综N
代很容易被观众指责“吃老本、没新意”，如何才
能让节目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湖南卫视《向往的
生活》总制片人章碧珍谈到，节目在“国情调研、
文旅扶贫”“综艺直播、助农带货”“关注民情、感
恩医护”等方面做出创新突破，不仅为观众带来
乡间生活的自由感与幸福感，同时也在尽一己
之力为他人带来帮助和改变，正如黄磊在节目
中说过的，“让别人过上‘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
《向往的生活》”。在“国情调研、文旅扶贫”方面，
节目在第三季中就进行了尝试，将湘西古丈县
翁草村作为节目的“研究对象”和“记录目标”，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
媒研究中心和广播影视中心的专家学者组成田
野调查小组，前往田间地头、深入普通农户，最
终形成了系统的国情调研报告，把推动乡村发
展落到实处。2019年翁草村得益于文旅，集体
收入增加14万元。在“综艺直播、助农带货”方
面，受疫情影响，西双版纳大量水果及农副产品
面临滞销，电商主播薇娅来到西双版纳蘑菇屋，
首次将线上直播销售搬上了电视综艺节目，产
品一个小时就卖光了。在“关注民情、感恩医护”
方面，当节目组得知湖北省中医院抗疫护士刘

凯“好想吃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里做的美
食”的愿望，节目组专程坐飞机跨越1000多公
里，将这份红烧肉送到了她的手中。在章碧珍看
来，有趣的形式、真诚的内容与一定的社会责任
担当，是综艺节目保持生命力、与观众互通情感
的重要维度。提及年轻人喜欢的综艺内容，章碧
珍认为“造梦”机制、多样的垂类触达与内容精
品化是未来综艺节目的发展趋势。

彼时，传统民族音乐被认为是鲜有问津的冷
门题材，综艺节目往往在炙手可热的流行音乐上
大做文章，然而，2018年一档由广东卫视、山西
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竞演综艺节目《国乐大典》
横空出世，引发年轻人对民族音乐的广泛关注。
《国乐大典》总制片人何伟谈到，节目主要围绕
“传承”与“发展”两方面展开。在传承方面，节目
介绍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民族乐器，挖掘了在该领
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乐人故事，让经典民乐乐章重
焕光芒；在发展方面，所有乐曲都进行了重新编
曲，节目中，民族乐器不仅可以演奏当代流行音
乐，甚至可以演奏国外音乐，民族乐器与西洋乐
器同台竞技，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据何
伟透露，如果说之前两季还是对民乐的吸引和普
及，第三季《国乐大典》将举起传承的大旗，节目
组在各行各业、世界各地选拔64位外形和才干
俱佳的乐手，以年轻化的审美标准挖掘民乐黑
马，培养民乐新秀。

纪录片人在历史的第一现场
讲“值得讲”且“愿意听”的好故事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80后”青年记者、
导演葛云飞奔赴武汉报道新闻并拍摄制作了33
分钟英文纪录片《武汉战疫纪》和90分钟英文纪
录片《中国战疫纪》。其中，《武汉战疫纪》被全球
16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和新媒体机构采用，
被欧美和亚洲多个电视台主动完整播放。葛云飞
谈到，《武汉战疫记》的制作周期只有10天左右，
如何才能做一部不辜负当时在武汉所有人努力的

纪录片，向世界展现真实的武汉？我们需要找到一
套与世界对接的话语体系：在人物塑造方面，重视
人性化、人情味，实现人物的立体化表达，拒绝标
签，拒绝拔高，增强人物的可信度；在视觉呈现方
面，两极化追求明显，要么追求精致化的影感，要
么追求真实性的粗粝；在情节叙事方面，用事实说
话，恰到好处地表达情绪，拒绝煽情。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导
演张建珍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医生》于春节期间
大年初三临时调整上线，与彼时新冠疫情暴发的
社会背景产生强烈共振，片中刻画的中国医护人
员群像深入人心，真实的影像记录使观众得以重
新审视医患关系，并思考生死教育这一长期被忽
视的议题。张建珍谈到，“《中国医生》受到欢迎，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塑造了普通人眼中的英
雄，他们具有普通人的真实个性以及自身局限
性，但都会为了拯救他人生命而付出最大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全国四万两千余名医护
人员抵达武汉和湖北，记录下这一时刻，我们责
无旁贷，于是便有了《中国医生·战疫版》。”张建
珍坦言，拍摄《中国医生·战疫版》的过程充满艰
辛。“由于是我们自己要去拍摄，当时武汉交通管
制，吃穿住行都是问题，我们的摄影师没有通行
证，只能自己从宾馆走到医院。拍摄期间，我们得
到了之前拍摄《中国医生》时，西安交大一附院、
南京鼓楼医院、华西医院等派出医疗队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这使得我们能够直接深入到抗疫的最
前线，深入到危重症病人病房，拍摄到重症病人
的抢救，包括插管、上ECMO等等，观众才有机
会看到惊心动魄的真实抢救过程。”

深度跟踪拍摄武汉4家医院，8个医疗队，30
多名医护，20余名病人，启动8个摄制组，45天
不间断的记录，《中国医生·战疫版》将镜头对准
这群生于平凡而注定不凡的普通人。张建珍说，

“我们拍摄到武汉红十字会做CT的普通合同工，
他也有害怕，但他依旧坚守自己的岗位，不停地
给一位又一位病人做CT。抗疫的胜利，有赖于无
数这样的普通人的共同努力。”

近些年，纪录片愈发成为年轻观众的“新
宠”，在创作、传播、欣赏等各个环节都有年轻人
参与进来，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助推了纪录片
年轻化样态的发展，B站走红的纪录片《我在故
宫修文物》就是很好的例证。在中国纪录片研究
中心主任何苏六看来，“真诚、平和、信任”是纪录
片制作的不二法门，纪录片年轻化样态并不只是
拍摄青春题材，而在于表现年轻人敢于冒险、心
怀好奇、充满活力、个性四射的人生态度，这样的
作品也会有年长的人观看，这也正是打破年龄圈
层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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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档青春合伙人经营体验的慢综
艺，《中餐厅4》改变了以往走出国门、固定
地址营业的形式，第一次选择回国录制，在
长江游轮上开了一家“移动的中餐厅”。黄
晓明连任餐厅店长，赵丽颖担任财务总监，
张亮、林述巍共同掌管厨房，还有李浩菲的
加入，5位嘉宾组成青春合伙人团队，以

“绿水青山中国味”为主题，开启了五站六
地的长江之旅。节目组从巴东乘船出发，途
径三峡人家、宜昌、荆州、岳阳，最终到达武
汉。航行在长江之上，节目从细节之处打捞
长江两岸城市中居民生活的烟火气息，通
过以家人为单位的揽客模式强调“家”的意
义，通过深情款待长江沿岸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感
受“国”之伟大。节目不仅借移动视角看遍长江美
景，还在集体的劳动经营中，讲述了一则则饱含家
国情怀的“中国故事”。

国之重器守护者。在《中餐厅4》第一期节目
中，合伙人乘船从巴东出发来到三峡，在这里感
受到了三峡升船机的雄伟壮观。《中餐厅4》迎来
的第一桌特殊客人正是三峡通航管理局升船机
管理处高级工程师李然一家。作为“国之重器”守
护者，李然曾经参与起草3项行业标准，主持研发
20多项新装备、新技术，获15项国家发明专利，
每年节省维护资金数千万元，创造社会价值数亿
元，守护三峡五级船闸安全运行16年，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凡的工作业绩。节目中李然
一家做客中餐厅，当被问及工作是否很辛苦，有
没有时间陪伴家人时，李然表示母亲和妻子的支
持，会化作自己工作的动力。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家，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家庭的助力推动。
生态公益践行者。本季《中餐厅4》选择在船上

经营，以移动视角看遍长江两岸，景色优美，令人
向往。层峦叠嶂的山峰，自带朦胧的白色雾气，浩
浩荡荡的长江向远方奔涌而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节目不仅将长江美景和盘托出，更将镜
头对准守护这份美丽的生态公益践行者“三峡蚁
工”。2016年10月，“三峡蚁工”志愿者组织正式成
立，发起人李年邦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喜哥”，他们
以“保护长江母亲河”为口号，每逢周末和法定节
假日都会自发组织在江岸边捡拾垃圾。节目中，

“三峡蚁工”志愿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在成立5年
的时间里，他们累计捡拾长江岸边的垃圾上千吨，
节目有效引发了大众对环境保护的关注。

脱贫攻坚助力者。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之年，《中餐厅4》积极响应号召，共同助力
脱贫攻坚。在宜昌站，合伙人们迎来了两位“网红”

县长：湖北省远安县副县长彭立明和湖北
省秭归县副县长宋翀。疫情期间，湖北大量
农产品面临滞销困境，两位县长紧跟时代
发展，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成功为当地农
产品打通了一条销路，切实增加了百姓的
收入。节目中，县长们将特产带来“中餐厅
号”，赵丽颖现场品尝过即食橙皮后表示

“感觉吃过之后不光是开胃，还很开心”。利
用“互联网+农业”的形式，宋副县长借助
一批秭归县当地的互联网电商，将本地特
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中餐厅4》通过
镜头，让观众们看到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
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正在于“想百姓之所

想，急百姓之所急”。
文物修复传承者。荆州作为全国首批 24座历

史文化名城之一，先后有6个朝代，34位帝王建
都，是我国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三国文化的中心。
《中餐厅4》来到荆州与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荆楚
匠人”们共同经历了一次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进
行对话，他们用巧夺天工的双手，将数以万计的文
物残片清理、拼接、修复成形。“荆楚匠人”们用他
们的“匠心”和持之以恒的信念为国家修复着一件
件出土文物，用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态度，肩负
起历史延续和文化传承的重任。

在本季节目的终点站武汉，黄晓明还代表《中
餐厅4》合伙人，向武汉市防汛指挥部捐赠了防汛
物资，向数百位医护人员和消防战士送去亲手制
作的爱心餐，为坚守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平民英
雄们加油鼓劲。此次《中餐厅4》回归本土，以青山
绿水为伴，更有人间烟火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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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廊坊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影视家协会
出品，河北亚神影视艺术有限公司、河北平
凡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承制的4集“非遗”电视
纪录片《八卦掌的故事》将于9月22日到25
日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卫视（CETV1）频道
21:30播出，每天一集。

该片历经5年拍摄完成，全面、系统讲述
了产生于河北廊坊市文安县的“八卦掌”拳
派创始人、一代宗师董海川及其传承人的故

事。纪录片采用纪实手法，以现有的八卦掌
传人为线索，着意寻觅八卦掌的产生、承传
及发展的踪迹，通过人物及事件的延展，呈
现出八卦掌传人的风采。据相关资料的统
计，目前在国内，八卦掌的习练人数已达500
万人之多。在海外，八卦掌早已广泛传播到
了世界各地，国际武术组织更将八卦拳作为
主要推广项目之一。

（河 闻）

电视纪录片《八卦掌的故事》即将开播

《《中餐厅中餐厅44》》到来的到来的““特殊客人特殊客人””
□□喻诗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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