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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文博探秘类文化互动真人秀节目《博物馆之
城（第二季）》在北京卫视热播。本季节目以“中华文明探
源”为主题，将博物馆和文化遗产地作为主要探访对象，从
多元视角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开展溯源而
上的文明求索，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进行生动阐
释。8月28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
《博物馆之城（第二季）》创作研讨会上，专家们围绕节目的
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及如何更好地传承、传
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认为，《博物
馆之城》从第一季的探秘北京范围的博物馆，升级到“溯
源”全国范围的博物馆，不仅增加了地域的丰富性，还深度
展现了博物馆、国宝文物、历史文化等多重维度，让观众对
文博有了更进一步的参与感。

在多维碰撞中探源感悟中华文明

研讨会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单霁翔介绍了该节目的创作历程，这一季节目从北
京走向全国，不断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联
系，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架起了文博同观众尤其是
青年观众间的沟通桥梁。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
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
专家王巍介绍了该节目的创作初衷，他认为中华文明是一
个延续至今、绵延不断的文明，对于它的一些发明创造进
行“溯源”，会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旅程。这档节目用通俗易
懂的表达方式让观众明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正体现在绵
延五千年不断流的历史长河中。

强揭秘性打开了神奇的奥秘世界，这样的探源正是年
轻人最喜欢的地方。与会专家认为，节目将不同博物馆之
间的文物相连通，再通过巧妙的后期包装和特效素材，把

“隐和显”的关系做了协调，使得节目主线和隐线相得益
彰，也令揭秘的层次更加丰富。比如“酒见文明”篇从酒的
起源出发，将酒与礼仪、酒与诗人、酒的社会化和市井化巧
妙连接，最直接地探秘酒文化的发展，通过酒的不同方面
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以触达更多青年观众。

如何将抽象的文化符号转化为生动可感的试听形象？
如何通过具象的节目来表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是电
视工作者一直以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博物馆之城（第
二季）》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大胆尝试。专家认为，本季
节目对中华文明的源头和源流进行实地探寻，用当代视角
进行文化科普，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深度观察。节目在中
华文明探源的宏大主题下层层展开，全新的文物和新奇的
考古知识满足了当下观众的精神需求，创新性真人秀的表

现方法突破了常规节目类型的样态，再加上视听方面别致
的感受，增加了节目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
台长余俊生建议，未来不论是年轻的文物爱好者、文物收
藏者还是某个领域的专家，都可以作为观众或嘉宾参与进

来，增加节目的生动性、趣味性、互动性、可视性。更重要的
是，节目要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
和平性的阐释上下工夫，不断扩大传播范围，触及更多受
众，产生更大的文化影响力。对已经制作播出的两季《博物
馆之城》节目，要在新媒体上对内容、内涵做更深的挖掘拓
展。同时要积极与海外传播效果更好的平台合作，让世界各
国了解我国的历史与文明，让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让文化类综艺节目“活起来”

近期，《登场了！北京中轴线》《戏宇宙（第二季）》《还有
诗和远方·非遗篇》《跳进地理书的旅行》等多档文化类综
艺节目的热播，为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气
韵。相较于选秀类和游戏类等综艺形式，文化类综艺以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支撑，借助电视节目形式和现代传播
手段，不断探寻当下生活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新路径，逐渐
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承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

专家认为，好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是去静态化和去陌生
化的，能够拉近远处的文化，透视近处的文化，让人们感知
到中华文明的璀璨和饱满。从勾连古今的探访中，刻画出
有生机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讲述，把那些看起来遥不可及
厚重的历史讲得生动鲜活，从而让大家看到历史不是封闭
的、静止的，从中感受到穿越时空的震撼。

文化类综艺节目从“清流”变成“潮流”，又因“潮流”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这个暑假，全国各地多家博物馆
的火爆就是客流量增长的体现。有专家谈到，当下多档文
化类综艺节目通过沉浸式、代入式和数字化的呈现，让束
之高阁的文物藏品同当下观众发生链接。从抽象到具象，
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契合了当代人的审美喜好，更好地展现
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文化类综艺作为电视综艺节
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已步入全新的3.0发展阶段。相
较于早期侧重“讲什么”和“怎么讲”，当下文化类节目呈现
出更为多元的叙述视角和差异化的解读方式。一些节目开
始注重回应时代需求，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家、民
族和当代社会的密切连接，以贴近生活的题材和内容增强
对年轻人的吸引。与会专家认为，文化类综艺节目并非只
是一种娱乐大众的形式，同时也是培根铸魂的有效手段，
有着精神引领的作用。这类节目的意义在于带领观众回到
文明源头，看懂我们是谁，我们从哪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要达到这个诉求就必须消除文物、古籍、遗存和现代人之
间的隔阂，用当下人们能够理解的表现手法来讲述中华文
明的动人故事。

（杨茹涵）

从“解密”到“探源”，生动讲述璀璨的中华文明
——《博物馆之城（第二季）》研讨会侧记

关 注

文物是文明的印记，它们的最佳归属是回到故土。近
日，网络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凭借独特的创意与浓厚
的文化底蕴在互联网上迅速走红，有关文物保护及追索话
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逃出大英博物馆》是由短视频
博主“煎饼果仔”和“夏天妹妹”联合拍摄制作的系列微短
剧，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了一盏从大英博物馆出逃的中华缠
枝纹薄胎玉壶，偶遇一名在海外工作的中国记者张永安，携
手踏上归家之路的故事。该剧从“一人一壶的回归”这一微
视角切入，打通了中华儿女与文物之间的情感连接，实现了
集体记忆的建构与认同。

归家路上的乡愁，是来自灵魂里的赤诚。《逃出大英博
物馆》短短三集内容，处处透露着创作者的用心。短剧用“文
物拟人”的方式，将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化作一个活泼可
爱、灵动的女孩，在赋予其鲜活生命的同时，也传递出漂泊
在外的文物的浓浓思乡、归家之情。面对黄皮肤、黑眼睛的
中国记者张永安，小玉壶在紧紧拥抱的同时高呼“亲人”，实
现了情感共鸣。身在异乡漂泊的张永安与小玉壶逐渐有了
亲人间的熟悉情感，正如小玉壶所说，“家人是血脉相连的
同胞，就像唐大马和唐小马，或者壶身和壶盖”，呈现出国人
血脉里家国情怀的自觉。短剧的结尾，漂泊在外的文物用拟
人化的口吻，展开了一段段跨越时空的文物对话，深深打动

了大批网友。“夫爱国之士，不惧九重之
渊，我虽身在万里，仍不坠爱国之心”“如
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里”“愿山河
无恙、家国永安”等字字铿锵，诉说着华夏
大地五千年来的动人故事，传递着国人对
故乡永恒的思念，也彰显出中华儿女血脉
里的爱国情怀。

互联网时代，网络微短剧迎来了创作
高峰，从长、短视频平台到自媒体博主，网
络微短剧也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逐渐走出一条守正创新的
精品之路，尤其是呈现中华传统美学、致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的微短剧收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逃出大英博物
馆》在微短剧市场的火爆，也从侧面证明了以中华文化为创
作根基的作品，在承载丰富时代内涵的同时更能走进年轻
大众的内心。

不可否认，《逃出大英博物馆》的走红，契合了“文物流
失与回归”的热点话题，作品中体现的思乡之情与家国情怀
更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集体共鸣，在强大情感凝聚力的助
推下实现了“破圈”传播。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龙耳虎足、
朝冠耳炉、永安石枕、唐三彩马等中国传统文物在短剧中逐
一呈现，借由“小玉壶”跨越时空的对话，也将远在大英博物

馆的中国文物与中华儿女紧紧勾连
在了一起。《逃离大英博物馆》的创
作融合历史、诗歌、艺术等主题，将
抽象化的事件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故
事，将定格在展示柜上的无生命个
体转变为有生命的讲述者，借助影
像语言讲述中国历史，引发人们的
文化和情感共鸣。网友们在观看作
品时发表的弹幕、留言以及点赞后
的转发，也实现了媒介领域里最大
范围的传播活动，实现了中华文化
的情感传递与历史对话。

小玉壶的故事虽然落下了帷
幕，但对文化的传承却成为触动人
心最温暖的力量。《逃出大英博物

馆》在网上的热播启示微短剧创作者应肩负责任意识与社
会担当，在坚持以质取胜的基础上创新表现手法、丰富故事
内容、塑造典型人物，着力打造精品力作。如今，网络微短剧
创作如火如荼，在垂直品类、细分赛道上出现了多部微短剧

“破圈”之作。尤其是今年暑期以来，网络微短剧市场向精品
化发力，例如反特悬疑微短剧《追捕者》入选国家广电总局

“网络视听精品工程”，并获微短剧发证第一部001号。该剧
以“反特”为主题，以强大的演员阵容和高燃的剧情，表现了
反特英雄的使命与信仰，进一步拓宽了受众对微短剧题材
的认知边界。我们有理由相信，“微而精、短而美”才是引领
微短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方向。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评 点

微短剧也有大情怀微短剧也有大情怀
□□岳宗胜岳宗胜

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
紧跟时代步伐，从时代的脉搏中感悟艺术
的脉动，把艺术创造向着亿万人民的伟大
奋斗敞开，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
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
题、萃取题材。那么，针对重大时间节点的
主题电视剧创作，我们从哪里开始“破题”？

找准选题，强调观照时代
性、人民性的精准的“那一个”

在创作时代报告剧《我们这十年》时，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带领我们的主创团
队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确定围绕“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从13个方面广泛收集200
多个选题，最终确定了11个单元故事。这
11 个单元全部以小人物、平凡人为主人
公，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放进新时代十年
发展的宏大背景里，以小切口反映大主
题、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实现了大主题的
精准“落地”。有一句话，选择比努力更重
要。找准选题，怎样才能选到最准确的“那
一个”？从《我们这十年》的创作中体会，我
们要强调选题的时代性、人民性和社会价
值。任何选题挖掘下去一定要观照大时代，
关切人民。

强调时代性，还要着眼大时代的当下。
比如同样是聚焦女性题材，从前几年《我的
前半生》《流金岁月》关注女性个性自由，到
去年的《幸福到万家》关注农村女性奋斗，
再到今年的《去有风的地方》关注都市女性
的温暖治愈，只有紧贴观众当下的心理和
关切，才有可能脱颖而出。

强调时代性，还要关注不断迭代的新
时代年轻观众的审美趣味。比如《大明风
华》《梦华录》《星汉灿烂》《显微镜下的大
明》《唐朝诡事录》这样的新的选题方向，都
赢得了当今年轻观众的关注和喜爱。

讲好故事，要向“故事里的人”求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
好故事的能力。具体到电视剧创作，我想，能不能讲好故事，
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要问观众，求问“故事里的人”。

《外交风云》在创作之初，我们与编剧马继红讨论，要拍
出伟大领袖普通人的一面，让历史和时代的伟人，伟大的事
件、故事，走进人民群众的情感，获得观众的喜爱。再大的题
材和人物，都要说人话、讲人事、有人情，去接地气和烟火气。

《我们这十年》以身边人为主角，要怎样让观众点头信
服，讲好身边人的故事？这部剧的艺术总监毛卫宁说，观众都
是新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永远对烟火气和生活质感
拥有绝对的发言权。

在这样的共识下，《我们这十年》创作团队深入田间地
头、车间班组、军队学校，与人物原型生活在一起，进行了扎
实的调研采风，足迹遍布全国10多个省份和部门。《理想生
活》剧组在疫情期间到义乌体验生活、创作剧本，《心之所向》
编剧、导演李昂在浙江建德生活了两个半月，《砺剑》编剧刘
戈建为全身心投入剧本写作特别推迟手术，《一日三餐》的编
剧郝岩大年初一到广州街巷深入生活并五易其稿……这样
的反复打磨，让《我们这十年》得到了观众的喜爱，更得到了

“故事里的人”的高度评价和认可。
再比如我们在厦门拍摄的以中国民航业为故事背景的

电视剧《向风而行》，主创团队跟踪访谈了50余位民航从业
人员，对飞行教员、飞行员、空乘等多个工种进行调研，采访
整理超过27万字。除了主创深入体验航司生活4个月之外，
还有多位国家C类教员、驾龄10年的在职机长长期提供剧
本顾问指导。最终做到了让剧中角色真能“说民航人的话、办
民航人的事、想民航人所想、忧民航人所忧”，消除悬浮，真正
为“故事里的人”代言。

拍出精品，品质品相之外还有什么？

华策在生产最初的作品《子夜》《绍兴师爷》的时候，打出
的第一个口号就是：年年有好戏，部部是精品。发展到今天，
我们的行业从业者，普遍都对内容有敬畏。我的从业心得是，
在人人都能看见的品质品相之外，精品还应该拥有更深层次
的几个关键字：

一是真。现实题材，要特别真实可感可信才能让观众代
入。历史题材和科幻题材，艺术的真实才能带来逻辑推动力，
带来与观众共鸣的情感力量。真实是精品创作的基础，否则
作品就会变得悬浮、浮夸。

二是魂。没有灵魂的作品，就算服化道再精致，也没有精
气神。马继红在创作《外交风云》之后总结，作品成功的关键，
是看你能不能给受众传递一种精神。《外交风云》的魂，就是
中国精神，体现在外交上，就是国家利益、民族魂魄。正是作
品的魂引发了年轻人的共鸣。

三是情。文艺作品寄托人类的情感。改革开放以来有创
业精神，新时代有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情。抒发释放情感，是
不同时期的电视剧承担的重要内在社会功用。比如《觉醒年
代》《功勋》，因为与年轻观众共情，让信仰的力量流淌进了观
众内心。

四是风。最近有三部剧的剧名都与“风”有关：《向风而
行》《去有风的地方》《风起洛阳》。风，看不见抓不到摸不着，
为什么这些作品里还都要有风？我想这就是精品电视剧捕捉
到的当下社会特有的气质和风格。仔细思索，热播剧集《人世
间》《漫长的季节》《狂飙》，甚至是科幻剧《三体》，这些剧里都
有独特的风韵、风气、风格、风味。

五是新。对精品创作，华策多年来有大数据评估体系，有
专业维度的评估研究解读。我们对拍出精品有不成文的内部
想法，但总越不过这个“新”字。当下，我们成立AIGC应用研
究院，正在开发垂类模型，探索AIGC能为行业带来怎样新的
赋能。

（作者系华策影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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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代楷模张玉滚为原型以时代楷模张玉滚为原型 献礼第三十九个教师节献礼第三十九个教师节

电影电影《《芳草满天涯芳草满天涯》》献映礼在京举行献映礼在京举行
本报讯 9月10日，第39个教师节到

来之际，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剧本规划策
划中心策划，国家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华
全国总工会、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教育
厅、陕西省总工会指导，西咸新区传朗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出品摄制的电影《芳草
满天涯》在京举办献映礼。该片根据时代楷
模、全国优秀教师张玉滚先进事迹改编，真
实讲述了乡村教育守望者张玉滚扎根深山
二十余载，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不
求回报，帮助山村孩子走出大山的故事，展
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翁波表示，
电影真实反映了乡村教育工作者不忘初
心、潜心教学、精心育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影片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感染

力。教育部联合全国总工会，把《芳草满天
涯》作为我国第39个教师节展演的影视作
品之一，引导广大教师崇德尚美、立德树
人、培根铸魂。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
张阿利认为，该片回归人性本身，采用近乎
白描的方式直观呈现了乡土空间景观。影
片以情动人，展示出以张玉滚为代表的一
批乡村教师爱岗敬业、立德树人、砥砺奋
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教
师的新作为、新担当和新形象。

据该片导演肖齐介绍，出品方传朗影视
与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达成合作，该片的每
一张电影票将捐赠1元钱，设立专项公益基
金，希望通过电影《芳草满天涯》让更多人关
注、关心山村少年儿童、乡村教师以及乡村
教育的发展。 （许 莹）

本报讯 正值《红色恋人》上映25周
年之际，由叶缨（叶大鹰）执导，张国荣、梅
婷、陶泽如主演的电影《红色恋人》于9月
12日即主演张国荣生日当天在全国艺联
专线上映。本次复映由北京紫禁城影业
有限责任公司出品，北京聪聪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发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
司、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上海淘票票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多家联合发行，人民
放映APP特别支持。《红色恋人》讲述了在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以靳和秋秋为代
表的共产党员，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
奋斗的故事。该片在1998年上映时不仅
成为年度票房第三名，更获得了中国电影
金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等多项国内大奖
和提名，并荣获开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
奖等。

9月11日晚，电影《红色恋人》在中国

电影资料馆举办复映首映礼。此次首映
礼上所放映的版本为胶片原版，观众得以
感受到原汁原味的“老胶片”影像的魅
力。首映礼现场，电影《红色恋人》导演叶
大鹰携主创团队莅临现场，与观众分享影
片拍摄背后的故事。叶大鹰谈到，片中张
国荣饰演的靳念秋秋留信的一场戏令其
印象深刻。拍摄这场戏时张国荣问导演
如何把握这一角色心理，叶大鹰回复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眼泪要能够夺眶而出
还要能收回去，张国荣做到了，那个镜头
他演了三遍，每一遍都非常精彩。”在作曲
家张千一的精心创作下，《红色恋人》电影
配乐与影片主题完美融为一体。据张千
一回忆，他在为该片配乐过程中使用了多
种音色群，比如弦乐队、长笛乐队、无伴奏
合唱、小提琴独奏、铜管乐队等等，它们都
具有丰富的情感表现力。 （许 莹）

电影电影《《红色恋人红色恋人》》迎来经典复映迎来经典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