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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雕塑为媒，架起文明互鉴的桥梁
——记与电视节目《美美与共》的“神遇”

□吴为山

2019年冬天，希腊文化与体育部部长门佐尼
女士来到中国美术馆，她提出一个想法，希望我创
作一个能深刻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雕塑作品，雕塑
《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由此诞生。
2023年，正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
际，很高兴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
联合摄制的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的
邀请，以这组雕像为见证，讲述中国与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之一的希腊的深厚情谊。中希文明的璀璨
辉映、繁荣交流随着《美美与共》在总台央视综合频
道的播出再次展现给广大观众。

在《美美与共》的外拍短片中可以看到，在希腊
爱琴海的阳光下、在雅典阿戈拉广场上，苏格拉底
与孔子形神相遇，两尊沉甸甸的青铜塑像分立西
东，面向彼此，向世人讲述作为东、西方文明发祥地
的两个古老国家——中国和希腊之间的思想碰撞
与深厚友谊，两位圣哲以同声相应的默契，超越时
空，对话互鉴。

中国与希腊同为文明古国，交往历史久长且深
厚。什么样的主题最能准确承载两国文化特点呢？
我认为，中西方文明的两大哲圣：孔子与苏格拉底
最能代表。所以，我首先创作了一组小稿。2020年1
月我去了希腊，当时中国驻希腊大使章启月女士与
我不谋而合，她也建议我创作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组
雕，这一个想法也深得希腊方面的赞同。中国学者
杨少波先生长期研究中希交流史，对这个选题击掌
称赞。孔子与苏格拉底毕生以天下大同为理想，也
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中希两国人民的思想共性，我
们对极致、勇敢、正义、德行的崇高追求是无比吻合
的。我想正是这样相同的思想、相似的信仰铸就了
中国与希腊跨越千年的深厚情谊。正如受邀来到节
目的希腊共和国驻华大使埃夫耶尼奥斯·卡尔佩里
斯所说：“我们两国的文明，比你我想象的都要早很
多。经过科学验证的时期，就已经早于公元前四世
纪。中希文明的自古相知，他们不止照亮了两个地
区，全球都闪烁着这两个文明的光辉。希腊文明几
乎影响了整个欧洲文明，而中国文明则影响了整个
亚洲。近百年，我们两个文明，终于能够相遇，就像
当时的孔子和苏格拉底一样。”我愿为时代塑像，用
中国雕塑写意之风，讲好中外先哲对话的故事。

我将这组青铜组雕命名为《神遇——孔子与苏
格拉底的对话》。神遇就是精神上的相遇，“神遇”
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的事情。在创作过程
中，我将神柱意象与苏格拉底的形象巧妙叠化，与
古希腊审美中单纯静穆的理想化写实之风相融，让
一位孔武有力、气宇轩昂，正侃侃而谈的苏格拉底

跃然眼前，以传达其思想中的理性品格和科学精
神。这组作品中的孔子像和纪念碑式的孔子像也
不一样，他是周游列国的孔子，所以他充满了动感
与飘逸感，他也以谦逊、谦和、谦虚的态度向世界学
习，这也体现了今天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之下，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中国人的态度。我们用一
张中国文化的脸，用一颗平和的心，也用一个爱好
世界和平的魂，讲述今天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与
人类的故事、与世界的故事、与未来的故事是相通
的。所以，孔子不仅仅是古代人文的一个象征，更
是今天向人类发出构建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符号。

惊喜的是，在《美美与共》的节目中，我遇到了
与我有着共同追求的希腊作家、学者赫里斯托斯·
卡夫德拉尼斯，他曾出版过一本相同主题的文学作
品。文字可以把时间写在里面，它会通过故事的方
式，把每一个情节细腻地描述出来，而雕塑是一个
空间的艺术，它通过表现一瞬间来表现无限。这两
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都各有特色，希腊作家写出的
《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希腊和中国思想家的跨
时空对话》，与我的雕塑《神遇——孔子与苏格拉底
的对话》，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理想追求，这个追求

也跟孔子与苏格拉底的追求是一样的，希望世界大
同、人类和平、未来发展。而《美美与共》以音乐诗剧
的形式，通过中希两国演员的演绎呈现孔子与苏格
拉底的跨时空对话，中希文明的相似、相知、相亲被
具象化、生动化地展现在了广大观众眼前。

两千多年前，东西方就开始了形神相遇，产生
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并一举打造了闻名遐迩的丝绸
之路。几百年前，古代的希腊哲学、科学被翻译介绍
到中国，影响了无数有识之士。古希腊的艺术，更是
早就通过印度的犍陀罗风格传到东土，融入华夏文
脉。今天，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
我们对文明互鉴的渴求一如既往，但人类生存的广
度、深度和错综性却已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大
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以中外交融的艺
术作品为桥梁，来促进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优秀的
艺术作品既是桥梁，也是彩虹，在雨后灿烂的天空
中，它会焕发出特殊的迷人光彩。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
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
第一个蓬勃十年，正值风华正茂，务当昂扬奋进，奔
向下一个金色十年！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馆长）

微短剧作为剧集生态的微叙事形态，对整个剧集内容生态的
建构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种影响一方面指向剧集创作的质量
高低，一方面指向剧集内容的价值引导。在电视剧、网络剧、微短
剧所建构的三足鼎立的剧集全媒体生产与传播的文化格局中，如
果微短剧以媚俗、粗俗、低俗、庸俗乃至“擦边球”的姿态横行市场，
则必然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局面，严重影响中国剧集产业的
健康发展。

微短剧有多“火”

这一波微短剧的兴起至少要追溯到2019年，受短视频平台竖
屏微短剧的冲击，传统影视制作公司、MCN公司、IP内容版权商、
营销商乃至长视频平台等纷纷入局微短剧市场，大量资本涌入了
深不可测的短剧流量池。

据国家广电总局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显示，2022年
全年微短剧备案数量从2021年的398部上升至2775部，同比增
长接近600%。2023年初，广电总局首次公布了全国重点网络微
短剧拍摄备案，正式将微短剧拍摄制作纳入监管流程。2023年微
短剧市场储备量持续增长，截至目前，2023年网络微短剧备案数
量已达2725部，预计2023全年备案数量将超3000部。据艾媒咨
询数据，2023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373.9亿元，同比上升
267.65%，预计2027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1000亿元。

甚至，国产微短剧带动了新一波的剧集出海热，比如，微短剧
海外运营机构中文在线，其不再满足国产微短剧在海外的简单播
出，为了精准锁定用户，直接启用外国当地演员，拍摄题材也从“霸
道总裁爱上我”之类的微短剧转向当地“狼人”“吸血鬼”系列的热
门叙事。据统计，中文在线旗下微短剧应用ReelShort走红海外，
11月下载量登顶美国Appstore榜。

人声鼎沸背后潜藏的危机

微短剧的市场真的那么红火吗？在我看来，貌似人声鼎沸的
微短剧市场，暗藏着血本无归的危机：投资拍摄多，优质短剧少；投流折损多，真正获
益少。虽然男频微短剧《无双》上线48小时投放消耗破5500万，上线8天投放消耗
破1亿，女频微短剧《闪婚后，傅先生的马甲藏不住了》上线24小时充值破2000万等
现象级作品不断涌现，但是，短剧80%的收益都消耗在投流上了，制作方真正获益的
空间一般只有20%左右。比如，小程序剧《回到古代当太监》在上线24小时后票房破
千万，片方分账60万，微短剧真正的赢家不言而喻。

微短剧的无序竞争也引起不良审美的频繁发生，以丑为美、哗众取宠、涉黄涉暴
的小程序剧泛滥成灾。当微短剧行业资源被某些无良视听商贩占据，那么，微短剧必
然沦为资本的奴隶。一些消解意义深层解读的爽剧，过度渲染了情绪压力，情感标签
沦为金融工具，甚至在智能算法的推送下，加剧用户陷入信息与情绪茧房。劣质微短
剧的负面作用相当于文化毒品，愈上瘾就愈想看，愈看就又会愈上瘾，以至于形成恶
性循环。

创作者的盲目跟风导致题材类型单一，从业者素质不高导致畸形价值观满天飞，
劣质微短剧严重危害了我国的文艺建设。针对部分网络微短剧内容低劣、制作粗糙、
运营模式混乱的现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持续开展治理工作，在微短剧行业展开大刀
阔斧的整顿治理，各平台也相继清查处置了一批违规作品及相关账号。从2022年
11月下旬开始，国家广电总局从七个方面组织开展了“小程序”类网络微短剧专项整
治工作。截至2023年2月28日，共下线含有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调低下、审美恶
俗等内容的微短剧25300多部、计1365004集，下架含有违规内容的“小程序”2420
个，尽力遏制网络微短剧野蛮混乱的生长态势。

垂类与圈层决定微短剧吸引力大小

笔者认为微短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形态：一种是依托于短视频平台进行生
产与传播的微短剧，它们往往有着明显的商业属性，其中包括问题频出的小程序剧；
另一种是以传统网络视听平台为载体的微短剧，它是传统剧集的微短叙事矩阵。可
以说，这两种不同播出平台孕育下的微短剧，在艺术观念和叙事形态上都有着本质性
区别。前者脱胎于短视频平台，它是短视频虚构性叙事的故事呈现，其遵循短视频视
听创作与传播的规律进行生产，注重故事的垂类开发与价值圈层的搭建，它是短视频
虚构性叙事的高阶形态。后者似乎从发轫之初，就带有与竖屏短剧争夺用户的决心，
以至于在还没有探索到短剧盈利模式的基础上就匆匆赤膊上阵，试图探索一种短剧
高品质发展的新路径。

竖屏短剧市场呈现出险中取胜的刺激感，这种自带“爽感”的微短剧成就了小人
物的白日梦，这倒是也契合了短视频场景下的受众消费心理与即时满足感。对这种
创作倾向的探索要追溯到早期的短剧《长公主在上》《我叫毛小旭》《柳叶熙》等，它们
都带有极强的短视频叙事特征，即人设大于情节、话题大于故事，在叙事上通常采用
话题、问题、标题单刀直入的叙事技巧。比如，2021年抖音播出了首款跨屏短剧《做
梦吧！晶晶》，就是短剧创作的有效探索，它以横屏和竖屏两种方式在滴滴车载和短
视频平台同播，剧中的年轻女孩晶晶遇到了20款盲盒男友，这种假设满足了女性对
爱情的想象，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被演绎成如梦似真的视听景观。景观幻象吸引了众
多粉丝形成价值圈层，而微短剧的功能与所有短视频功能是一致的，通过视听内容形
成催眠效果，最终建立虚拟社群，这正是微短剧的吸引力法则。

以此类推，当下热播的微短剧《二十九》《东栏雪》《无双》《大妈的世界》《别惹白
鸽》《念念无明》等都是通过内容垂类来锁定价值圈层，进而建构稳定社群，形成线上
线下的营销开发。也就是说，微短剧中所有的人设、情节的设置都是为了在话题引导
下进行破圈传播。

如果说传统长剧集更偏重叙事的连贯性、故事性和思想性，优秀剧集更关注人性
的深度和叙事的创新，那么，微短剧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大众消费之间有着深层而隐秘
的勾连。微短剧更像是消费主义盛行下的视听文化符号商品，其中热点人设、热议话
题、热门剧情的相互配合都是为了实现微短剧有效价值变现途径下的关键节点。

探索微短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建立优质微短剧创作引导机制势在必行，相关管理部门和播出平台对于微短剧
的创作不应仅停留在监管层面，更需建立评估体系和奖励机制，乃至对优质剧目进行
流量扶持，管理方、制作方、平台方形成合力，促进微短剧健康生态体系的建构。

微短剧高质量发展，是整个剧集产业实现良性循环的必经之路。建立有效的微
短剧奖励引导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将有利于发挥微短剧创作者的艺术潜力，使得微
短剧成为UGC、PGC和AIGC多元视听生产主体的创新场域，成为剧集跨媒介传播
的驱动器。比如，近日登陆湖南卫视跨屏联播的《风月变》，就是微短剧创新发展的有
力探索。全媒体传播时代，艺技融合已经触发剧集形态的转变，可以预见，今后会有
更多长短不一、各美其美的微短剧实现跨屏生产与传播。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北京社科重点项
目《融媒时代剧集内容创意新格局建构与发展路径》（22YTA005）研究成果】

文艺深一度

12月10日至13日，古装微短剧《风月变》在湖南卫视播出。该剧总时

长392分钟，连续4天播完，也是我国首部在上星卫视播出的微短剧。近

年来，微短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盈利模式逐渐显现，成为各大视听平台

赛道布局和群众密切关注的焦点。作为时下热门影视行业新兴产物，微

短剧对影视业态带来哪些影响？存在哪些危机与隐忧，又该如何解决？本

报特刊发该文，以期更好助力建设现代视听行业发展新格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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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送鹤》是拉华加导演继《旺扎的雨靴》之后
第二部以儿童视角凸显藏地生活的影片，该片由万
玛才旦监制，于2023年入围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百
花奖最佳儿童影片。《千里送鹤》选取藏地作为主要
的拍摄场景，以藏族少年为受伤的黑颈鹤和自己内
心寻找栖息地为故事主线，串联起由亲情、送别、关
爱等构成的生命之旅。影片聚焦藏族人民与自然生
态的密切关系，将整个故事划分为“送鹤前”与“送鹤
后”两部分，并用黑白和彩色作为主体画面加以切
分。黑白返照出受伤的小男孩多杰与黑鹤共有的迷
茫，而彩色铺垫了人助小鹤完成的迁徙之旅。两种不
同色调共同承接了影片的现实与浪漫风格。相比其
他儿童影片，该片所表现的儿童生活逻辑更趋合理。
片中两个孩子对小鹤的关爱是纯真的，因为他们在
成长中缺失了母爱，他们把对母爱的渴盼延续到了
一只小黑颈鹤的悲剧遭遇中。鹤群迁徙时，小鹤“父
母”被藏獒吞食，留下了孤独受伤的小鹤，后来小鹤
又被两个孩子收养，但鹤有它独特的生活习性。冬季
将至，没有亲鸟的带领，小鹤无法完成迁徙，这是两
个孩子必须面对的现实，在父亲“放回去”的责令声
中，在孩子对鹤的喂养和认知中，小鹤显然是要完成
迁徙的，它应迁徙到哪里？当小鹤丢失落入黑贩之
手，在父亲与商贩的打斗中，孩子们不断认知着动物
生命的意义。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影片自然要接通“相信科
学”的知识命题。此时，有文化、懂音乐的达热自然就
成了两位孩子的精神导师，通过他的讲解，孩子们懂
得了救治小鹤最科学的方式——那就是帮助小鹤完
成迁徙，这也成为小主人公多杰的纯真梦想。孩子们
产生了送小鹤去云南的坚定信念。两个孩子知道，他
们的父亲去云南卖虫草，他们想象中的云南可能就
在不远的前方。两个天真的孩子、遥远的云南、生命
的救赎、虔诚的梦想被无条件地被串联在一起，孩子

们给奶奶写下留言条，骑上摩托车坚定地向云南驶
去，观众紧紧为孩子们捏一把汗。

在他们发自内心关爱小鹤的背后，另有一重更
深沉、无条件的爱牵挂着他们。这时镜头又切换到大
人的生活场景，当远在云南准备出售虫草的父亲得
知两个孩子骑着摩托车千里送鹤时，他放弃了即将
谈成的生意，不顾一切开车南下寻找孩子。

影片中由非职业演员尕斗扎西扮演的父亲形象
十分生动。亲情如翼，心系千里。后来父子共同开启
了送鹤旅途，一路上孩子们不断与父亲和解。小鹤安
全地回归大自然后，画面切换成一片金黄色，为观众
呈现了自然万物相和谐的美学图景。

影片中的鹤不但给两个孩子带来快乐，主创更
是有意将其与藏地文化相关联。传说中，鹤是格萨尔
王的牧马人、是藏族人民的守护者。在千里送鹤的路
上，孩子们遇到了格萨尔王的说唱艺人，可见影片想
要完成的普及知识的意旨。

影片采用单一叙事场景以凸显影片的地域特
色，而在电影语言的使用方面，不仅有藏语，也有汉
语翻译，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影片的传播领域。需要特
别强调的是，影片中个体生命离不开群体的故事讲
述，对进一步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

新作点评

《千里送鹤》的生命归途与亲情之路
□朱永明

本报讯 12月19日，由中国电视艺委会、中共贵
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广播电视局主办的电视剧《丁
宝桢》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剧由围绕“一道菜（宫保
鸡丁）、一座城（贵州毕节）、一代臣（热血廉吏）、一段
史（奉公为民）、一种情（家国情怀）”五个维度展开，讲
述了清末民初的名臣丁宝桢斩杀安德海、两度治理黄
河、惩治贪腐、兴办机器局、改革盐政等故事。

该剧以人带史，塑造了光彩夺目的丁宝桢形象。
剧中丁宝桢的扮演者马少骅在会上分享了自己向人
民学习的创作心态，获得阵阵掌声。年近七旬的马少
骅表示，剧本中丁宝桢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好

官形象打动了自己。因为塑造了丁宝桢，马少骅常在
公园晨练时遇到老同志评价说：这戏不错，因为今天
我们的国家也需要丁宝桢这样的好官。马少骅觉得
这正是自己想要的。他谈到，拍摄《觉醒年代》之后，
就悟到了自己为什么要拍戏。“主旋律是‘高尚’”的，

‘高贵的人格’和‘真实的品质’是人所共同追求的。”
马少骅说。

与会专家认为，该剧脱离了典型历史人物的脸谱
化塑造，增添了烟火气。本剧中，丁宝桢一方面清廉、
刚直、富有谋略，另一方面又大胆革新，力争为民而有
作为。全剧在此基础上大力展现了丁宝桢的仁爱、义

气、友善、容让、宽恕等个体德行修为，活化出一位君
子式的好官形象。剧中，丁宝桢是“清流文化”的突出
演绎，恩承则是与之相对应的浊流，清浊两派构成的
矛盾为戏剧化提供了天然基础。专家认为，这种矛盾
冲突也在启发当下，下一步历史题材和古装题材创作
该如何寻找时代化的人？又该怎么融入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建设？专家认为，电视剧《丁宝桢》的重要贡献，正
在于它回答了什么叫新时代历史剧的“以史为鉴”。用
今天的观点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要坚持
去粗取精的立场，把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像拧麻花一样紧紧拧在一起。 （许 莹）

专家研讨电视剧《丁宝桢》：一代廉吏风骨不朽

电影《千里送鹤》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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