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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 《山海情》 已经收官，但该剧引发
的热烈反响不但没有逐渐消失，在互联网和报刊上
甚至还一浪高过一浪。这部剧仅有 23 集的较短篇
幅，却收获了极高的口碑。截至 1 月 28 日，豆瓣上
已经有12万多人为该剧打出了平均9.4的高分，超越
了99%的国产剧。

高超的、接地气的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体现
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和感人故事，是这部剧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这部剧故事
脉络清晰饱满，扎实丰富，主创完全摈弃套路，人物和细节都是“从土里长出
来的”，富有生活质感。该剧时间跨度从1991年到2016年，分为几个篇章，描
写了政府让身处缺水山区的宁夏西海固百姓易地搬迁，从零开始创业以及福建
省对口支援宁夏，协助当地百姓建设新家园的故事。这个过程中，以马得福为
首的每一个人物都在成长变化，村民们不但逐步脱贫致富，行为方式和深层思
想意识也在转变。前行的每一步都艰难，都有矛盾冲突，但这部剧不刻意拔高
哪一个人物，也没有绝对的道德判断和随意褒贬，人们的分歧都来自不同的立
场，都有自己的合理性。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也使人
物形象更为丰满。剧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有生活质感，可谓“极致还原”，无论
上世纪90年代贫困地区人们的旧衣服、地窝子，还是他们的眼神、表情，都十
分具有年代感。

演员的表演使每个人物都深入人心，是这部剧吸引观众的另一个原因。这
部剧的题材、内容和出品方正午阳光在电视剧、网剧领域多年深耕、成功实践
打造的品牌效应，使其聚集了大量优秀演员出演该剧，甚至担任配角。他们的
表演具有说服力和可信性，使角色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牵动着观众的心。

恰到好处的方言为这部剧增添了韵味和风情，是这部剧的点睛之笔。这部
剧独出心裁地准备了原声方言版和普通话配音版两个版本，台词本来就十分精
炼又很有内容，辅以西北话和福建普通话，浓郁的地域文化感扑面而来，更真
实地烘托了时代和情境，也凭借方言独有的感染力，让人物更具有亲和力。同
时，西北方言和福建普通话的差异，也呈现了参与对口帮扶工作的福建人来到
宁夏后的第一道难关，甚至出现了因为语言交流问题导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桥
段，加强了戏剧冲突。

这部剧成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依托于我国脱贫攻坚尤其是东西部扶贫
协作的伟大实践。剧中的很多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剧中干沙滩变成金
沙滩震撼人心的故事，就是中国脱贫攻坚事业的缩影。这部剧为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献上了电视人的一份厚礼。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晨，中国月球探测
器嫦娥五号返回器如同一颗流星划破天际，
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的预
定区域安全着陆。至此，它成功闯过多个难
关，历经23天，完成了意义非凡的探月之旅。

自古以来，人们便对月亮充满向往。是
谁第一次揭开月亮的神秘面纱？是谁第一次
与月亮亲密接触？中国的探月之旅又有怎样
的历程和突破？日前，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社教节目中心科教频道推出的节目《解码科

技史：向月球出发》，为这些问题一一给出了
答案。

《解码科技史》 是全国唯一一档以科技
史为主题的节目，从 2019 年 10 月开播以
来，至今已经播出了 119期。节目在大众传
媒中第一次系统性地用中国人的视角，在全
人类智慧宝库中，寻找并聚焦科技史上的重
大发明、重要事件、重要科学家，以深入浅
出、娓娓道来的方式、详实准确的史实，挖
掘科技史上有趣、接地气的内容，用电视化

的方式给予生动呈现，让普通观众不再觉得
“科学家”这个词汇有门槛、“科学史”这个
领域枯燥难懂。如 《膳食纤维的逆袭之路》
呈现了膳食纤维如何从无用之物逆袭成为第
七大营养素；《钢铁传奇》 用一把把中国宝
刀、宝剑的锻造，记录我国钢铁工艺的进
阶，讲述了钢铁如何从血与火的武器到火与
歌的农具，使人类文明走向更为广阔的天
地；《千年鞋履》 着眼鞋子材料的变化：从
天然的草木、兽皮到合成的橡胶、塑料，展
现出背后蕴含的人类科技、社会、历史、文
化的变迁……

科学有温度，历史有态度。这档节目力
求使观众觉得有趣、有用、有启迪。观众通
过节目，能够感受人类在科技发展进程中的
所思所感，聆听科学故事，得知科学方法，
潜移默化地提高科学素养。

▶年画重回生活，既是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从生活出发的创
新。我们需要从传统的工艺、传统的意象、传统的文化精神中回溯
和沟通民族的生活文脉，延续和表达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也需要
立足今天的生活，感知当下的律动，以今天的生活创造力去发展年
画文化和年画艺术。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谈年画
的传承与创新

▶美术评论的对象是鲜活的创作实践和具体的美术作品，因此
理论分析的眼光更要紧密联系创作实际，尤其是在关注不同美术创
作个性的同时，观照创作的共性特征，力求梳理和概括实践中的优
秀经验，同时也要指出存在的不足，通过视觉之思，阐发理论思
辨，促进中国美术理论建设中的话语建构。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谈美术评论

▶勤学苦练是戏曲表演之根，也是演员创造之本。尽管我们的
戏体现为故事、人物或者思想，但这些内容的表现手段，无不源于
用戏曲特有的表现方式演绎成鲜活精彩的舞台效果。若要保证舞台
效果的精彩、优美、独特、引人，则离不开勤学苦练这个戏曲表演
之本。

——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伟谈戏曲表演

▶互联网时代，文化遗产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博物馆也要会
讲故事。坚持专业化与大众化、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紧跟时代
步伐，运用融合手段，古老文明才能吸引现代受众的注意力。

——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孙宝林谈博物馆如何发挥作用

▶文学发生变化的原因，不在文学当中，而是来自文学之外的
力量，如观念的改变、写作主体的改变以及媒介的改变。在三种外
部力量之中，媒介的变化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推动尤其大，许多作
家正在从文学以外汲取创作的养分和灵感。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汪政谈
文学的变化

▶要适应新的创作语境，电视剧创作可以用艺术手段从故事中
提炼具有独特价值的视角，并对其进行多层剖析和多面反映，让焦
虑有所舒缓，让痛点有所疗愈，让困惑有所反思，用温暖现实主义
温暖时代。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宣传部主任编辑储钰琦谈电视剧创作
（曹晓敏整理）

“极新”爱上“极旧”

2020 年 12 月 31 日晚，B 站的跨年
晚会上，青年演员裘继戎表演的 《惊·
鸿》，以舞蹈将6种优秀传统戏曲片段进
行了创意混搭和融合，在青年群体中收
获了极佳反响。他们纷纷通过弹幕、微
博、网页等留言：“太美了”“看哭”

“当晚最佳”“再刷亿遍”。
无独有偶，最近播出的《我在故宫

六百年》《国家宝藏 3》《衣尚中国》 等
包含传统文化元素的视频节目也受到青
年观众的追捧、热议，成为诸多长短视
频网络平台的“流量担当”。

这就是近年来网络文艺传播和接受
方面出现的“极新对极旧”现象：即在

“新新人类”聚集的视频平台被火爆观
看的作品，如 《我在故宫修文物》《国
家宝藏》《大秦帝国》《如果国宝会说
话》《上新了故宫》 等纪录片、综艺节
目、影视剧，常常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
色彩，青年人不仅热衷观看，还被其中
的人物、事件、情节、时间节点等引发
好奇心，推动他们去浏览传统艺术作
品，了解传统文化知识。

这让我们认识到，追逐新潮并非青
年人的唯一“天性”，他们对传统也不
会敬而远之。深层来看，这展示了新一
代青年人的文化选择和独特而强大的理
性，文化也有着维持其自身连续性发展
的密码。

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

青年人对传统文化视频的喜爱，说

明传统文化不是“陈芝麻”“烂谷子”，
可以进行当代化、新媒体化的改造，
通过赋予其青春气息、网感、当代性
等，进行转换和适度配比，从而爆发
出强大的观看号召力和传播效力。其
实，这里解决的就是文艺工作者曾苦
苦寻找答案的“传统文化如何进行当
代转换”的难题。

就传统文化视频而言，笔者认为，
转换的方法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内容选
择上善于萃取“亮眼”的元素，而不是
照搬原作，进行缓慢、冗长、封闭的铺
陈。也就是将传统文化艺术中精华部分
的“点”提炼出来，如将诗词、情怀、
意境等元素进行抽取，巧妙分插进当下
传媒艺术、网络文艺的适当环节，如主
题设定、人物性格、故事陈述等，与当
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融合
对接。《惊·鸿》 等舞台表演、《国家宝
藏》 等综艺节目、《大秦帝国》 等影视
剧均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在这一过程中，创作者往往创新性
地改变传统艺术“铺垫在前，高潮在
后”“起承转合”的传统叙事方式，而
是先呈现高潮，后补充铺垫，将传统文
化中有强烈吸引力的精彩部分前置，播
放时力求先声夺人，吸引并留住刷视频
时注意力很容易转移的青年观众。

此外，在叙事方式上，传统文化
短 视 频 的 创 作 者 往 往 特 别 注 重 故 事
性、悬念感、情节反转、人物的性格
设定和视觉奇观的营造，增强作品对
青年观众的吸引力和黏度。同时，加
强网感叙事也备受重视，如将传统作
品 与 二 次 元 式 表 达 相 结 合 ， 融 入 可
爱、萌、热血、昂扬、自嘲等元素。

《我在故宫修文物》 给人的切近感，
《我在故宫六百年》 给人的讲述感，
《雾山五行》 等传统故事动漫作品十分
讲究塑造人物个性，《长安十二时辰》
等传统题材影视剧非常讲求视觉效果
等，都是这种理念的体现。

在传播方式上，受青年受众追捧
的传统文化视频通常都进行了认真细
致的传播策划，通过引发青年人在网
络社交空间大量的、密集的分享，达

到高度渗透、刷屏传播的效果。毕竟
在这样一个媒介融合时代，当下的青年
人早已经习惯了“众乐而非独乐”“接受
而非寻找”的内容接触方式。

需要开放的心态

当代青年人是“数字原住民”一
代，经过互联网使用、新媒体生存的长
期培育，他们已经习惯于期待高创意、
有品质、能分享的网络视听文艺作品，
并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方式。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当下的青年
人在成长过程中便捷地接触了大量媒介
内容和传媒艺术，通常具备一定的媒介
素养和影视素养，对网络文艺作品的品
质要求很高，对品质粗糙低下的作品忍
耐度较低。在观看网络文艺作品，包括
传统文化视频等作品时，会积极地、习
惯性地通过弹幕区发送、留言区发言等
方式，互相提醒作品的“高光”段落或
者在从传统向当代的改编中有哪些不足
之处，有些“直言不讳”相当专业。

因此，提供更加有智慧、有水平的
传统文化视听产品，是对我国传媒艺术
创作者提出的时代性要求。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艺术审美接
受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行为习惯。青年
人的文化习惯和精神状态，对国家和社
会未来的发展程度、文明高度有着深远
影响。通过网络传媒，让青年人逐渐喜
爱传统文化，并自觉践行文化传承和文
化创新，无疑是让人乐见的。

我们的网络文艺创作者、传播者，
需要具有开放的心态，而不是僵化地硬
要把青年人“拉回”到所谓“纯粹的”
传统文化艺术中。同时，对青年文化中
不成熟的部分，也需要及时、正向、有
智慧、有成效地进行矫正。要认真思
考、积极面对、有效适应当下青年人的
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变化，创作出更
多“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视听
文艺作品，让传统文化艺术释放出强大
的当代活力。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研究员）

以传统文化为主题或带有传统元素的视听内容，常常受到青年受众群体
的追捧和热议，这是近年来网络视频传播中出现的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现象。
这一现象体现了新一代青年人的审美习惯和文化选择。

传统文化视频为何受青睐
刘 俊

展现跨越山海的深情
本报记者 苗 春

解码科技史
赵 亮

隆冬时节，河南省鄢陵
县造型各异的蜡梅花竞相绽
放。鄢陵县是“中国蜡梅文
化之乡”，为我国蜡梅的主
产区，种植蜡梅已经有 1000
多年历史，享有“鄢陵蜡梅冠
天下”的美誉。

图为 1 月 24 日，游客在
鄢陵新科梅园蜡梅种植基地
观赏蜡梅。

牛书培摄（人民图片）

黄轩主演《山海情》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