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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過文化年 牛年精氣神
逛故宮看國博「唐宮夜宴」爆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到故宮、國博看大

展；上網欣賞國寶文物、聆聽傳統文化故事、參與博物館線上遊

戲；為「唐宮夜宴」等精緻古風節目點讚……這個春節假期，把

新年過得更有文化味道，成為不少人的選擇。觀眾紛紛表示，今

年春節多間博物館的展覽和一些受熱捧的文藝節目因東方氣韻而

打動人心，讓人自覺熱愛傳統文化。有專家表示，節假日博物館

「打卡熱」折射出的是民眾對文物、史料的求知慾望和對中華文

化的越發自信。

春節期間，中國各大博物館紛紛舉辦新春
系列特展和主題展覽，推出豐富多彩的

活動，觀眾也是十分「買賬」，故宮、國博
春節期間的門票早早被「搶光」。
紫禁城裏過大年，吉祥如意兩相歡。為迎

接春節，故宮博物院在神武門展廳舉辦「吉
祥如意——故宮博物院典藏如意展」，期待
觀眾通過觀賞富有吉祥含義的如意（「握
君」「談柄」，由古代搔杖演變而來，取材
骨、角、竹、木等，因最初被做成長柄指爪
狀，用於搔撓解痒，盡如人意，故稱「如
意」），深入了解中國傳統的節慶文化。
故宮還在永和宮推出常設展「誠慎仁

術——清宮醫藥文物展」，觀眾可以一探神
秘的清宮太醫院、御藥房。「為了如意展而
來，預約故宮門票時要加約展覽。一把癢癢
撓，能昇華為如意，文化內涵太深厚了，需
要認真品。」大年初三去參觀故宮的陳小姐
說。

國博25個展覽瀏覽古代文明
在國博，春節期間有25個展覽帶觀眾瀏

覽古代文明的輝煌燦爛。「牛事如意——
辛丑牛年迎春文化展」呈現160餘件（套）
與牛有關的文物和藝術品，為觀眾講述中
國傳統文化中「牛」精神。在中國古代服
飾展上觀眾可以領略從先秦到清代的各種
華服美飾魅力。另外，還有古代樂器展、

古代錢幣展、古代陶瓷海上貿易展、紅山
文化考古成就展、明清肖像畫展等一系列
展覽開放。北京某藝術院校的老師張先生
說，「大年初二帶孩子去國博逛了一天，
這裏是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最佳去處之
一。在古代服飾展上，我們被古人精緻的
頭髮造型、髮飾、妝容、服裝吸引，也學
到了不少知識，可以給一些『奇葩』古裝
劇挑『刺』了。」

「故宮紅」文化專題線上展示
線上活動同樣精彩，春節假期，配合疫情

防控，各文博機構推出諸多線上文化活動，
讓網友們幸福地患上「選擇困難症」。其
中，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欄目發布1.5
萬件文物影像，並推出「牛主題文物專

題」。正月初一至初七，「故宮紅」系列文
化專題以故宮建築、藏品中的紅色為切入
點，用圖文、遊戲、線上展覽等形式，串聯
建築歷史、非遺傳承、文創產品等文化資
源。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單

霽翔表示，博物館裏過大年、慶節日已成為
一種新風尚。文化自信在一次次參觀遊覽中
不斷堅定，文化認同通過一件件文物及其背
後故事不斷增強。

《唐宮夜宴》彩繪陶俑活現
另外，一些優質的傳統文化節目也受到了

觀眾熱捧。今年河南衛視春晚舞蹈節目《唐
宮夜宴》被網友讚為「唐朝少女的博物館奇
妙夜」。節目中，一群彩繪陶俑逐漸從博物

館中「走出來」，幻化成了唐宮少女，如同
在古畫中穿梭行走，將大唐盛世的繁華景象
展現得淋漓盡致。在這個節目中，觀眾還能
看到「婦好鴞尊」（一件商代後期的青銅
器，婦好為商王武丁的配偶）、春秋時期的
「蓮鶴方壺」、中國最早的樂器實物「賈湖
骨笛」、《簪花仕女圖》、《搗練圖》等中
國古代名畫。
河南博物院院長馬蕭林表示，這個節目真

正做到了讓靜靜地陳列在博物館展櫃中的文
物「活」起來，把文物背後的文化魅力、人
文情懷和藝術神韻真真切切地傳播到了社會
公眾心中，並滋養着人們的精神世界。河南
春晚總導演陳雷表示，希望類似《唐宮夜
宴》的作品越來越多，讓年輕人感受到一種
自豪感，一種文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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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衛視春晚舞蹈節目《唐宮
夜宴》被網友讚為「唐朝少女的
博物館奇妙夜」。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
道）「往年我都會回香港過春節，但今年
受疫情影響，不得不投靠福建的親戚留在
內地過年。」山東大學大一港生白梓涵1
月12日放假後便買了去福建的車票。他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初次在大陸過春節
最大的感受是年味更濃，這一點從春運上
就能體會到。「內地春運規模震撼到了
我，國家的交通運輸能力震撼到了我。大
批大批的返鄉人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臉
上掛着回家的欣喜。」
白梓涵在內地的第一個春節可謂忙碌而

充實。1月27日和2月2日，福建安溪縣
共青團舉辦了兩場大學生寒假宣講活動，
邀請高校學生為40餘所縣重點高中高三
學生講述大學生活。在放假之前，白梓涵
就開始了宣講活動的籌備工作，前期推
廣、現場直播、後期宣傳等皆由他負責完
成。
活動上，白梓涵也為學弟學妹們分享了

一些大學生活及學習經驗。活動後還收到
了不少聽講學生的反饋，他們稱，從中學
到了高三總複習的方法，進一步明確了目
標大學和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令白梓涵十
分欣慰，「雖然今年春節沒有回香港，但
對我來說，在內地宣講，十分有意義。」
北京大學碩士二年級學生陳小健完成期

末考試後，於1月27日來到廣東親戚家
中，隨即向社區報備並且進行了7天居家
健康檢測。此後一段時間，他與親戚們一
起大掃除、採購年貨、貼春聯，為春節做
準備工作。
每年春節最令他期待的家庭活動就是一起

欣賞「春晚」。「『春晚』之於我不僅僅是
一台藝術作品，更是一場載有家國情懷的體
驗之旅：小品《陽台》重現武漢解封那一幕，
特別節目《向祖國報告》中見識了全國脫貧
攻堅獎獲得者的成果，這些抗疫史詩的書寫、
脫貧奇跡的創造，作為一名香港青年，我有
着至深的感悟。」陳小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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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牛年大年初一（2月12日）晚8點，大型文化節目《典籍裏的中國》在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綜合頻道（CCTV-1）正式首播。古今

兩位讀書人撒貝寧和伏生跨越九個朝代識讀《尚書》，讓觀眾連呼震撼，「又見神仙節目！不愧是央視出品！」「這才是穿越的正確打開方

式」「新年新氣象，牛年多讀書」之類的留言比比皆是。節目播出當晚，中華書局就在《尚書》的推薦語上加上了「《典籍裏的中國》首期

講解《尚書》」，意猶未盡的年輕網友們在微博、知乎、豆瓣、B站等社交平台上對節目展開熱烈討論，紛紛獻上小作文表達內心的瑞斯拜

（Respect）！《典籍裏的中國》作為總台精心策劃、傾力打造的新年力作，作為國家電視台旗艦頻道在大年初一晚黃金檔這樣一個「年度強

檔」亮出的創新成果，飽含着帶領觀眾向着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的文化熱望。 ■微信公眾號 CMG觀察

古今穿越，對話先賢，《尚書》「活」起來
了！

典籍還能這樣讀？
《典籍裏的中國》正式開播之前，相當數量的

觀眾對《尚書》只聞其名、不知其詳。在「拈輕
怕重」的讀書之法盛行的今天，厚重嚴肅的大部
頭往往被束之高閣，以《尚書》為代表的古籍經
典，更是令人望而卻步。
以「讓書寫在古籍裏的文字活起來」為破題

點，《典籍裏的中國》從電視節目的表達優勢出
發，在「歷史空間」和「現實空間」中分別展開
戲劇演繹和專家解讀，並採取了演繹為主、解讀
為輔的表現方式。節目最大的創新點，就是「當
代讀書人」和「古代讀書人」在歷史空間裏跨越
時空的古今對話。
節目創新設計270度立體舞台，營造出多空

間、沉浸式的「故事講述場」。在《尚書》這
一期，倪大紅飾演的「古代讀書人」伏生，是
講述書中故事、解讀書中思想要義的串聯人
物，撒貝寧則以「當代讀書人」的身份與伏生
對談。
本期節目有兩條有機融合的表述線：第一條線

以《尚書》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理念為核
心，生動闡釋《書》到底好在哪裏，並通過重點
呈現大禹治水安民定九州、周武王為民伐紂兩則
故事，帶領觀眾走進《尚書》裏的歷史情境，感
受其「知先賢治政之本，知朝代興廢之由，知個
人修身之要」的思想精髓，照應「以人民為中
心」這一當代主題；第二條線講述《尚書》的守
護與流傳，從伏生幼年學《尚書》、家中藏
《書》、一生護《書》、晚年講《書》，到看到
2021年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裏展示《尚書》，兩位
讀書人在時光的守望與接力之間，詮釋「前人守

護，後人傳承」的脈絡。
節目通過引人入勝、感人至深的方式，讓《尚

書》在觀眾的眼前「活」了起來，它有歷史的呼
吸、文脈的躍動，還有一代代以個體命運接續文
化傳承的赤子們的火熱心跳。它讓觀眾強烈感受
到，現在這個時代更需要《尚書》裏的精神、力
量振奮我們，激勵我們，華夏文明為何生生不
息？就是因為我們代代傳承經典中的精神。如
今，我們更需要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
發思想之先聲，在對歷史進行深入思考的過程
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節目還能這麼做？
在電視上，看了一場電影級別的穿越題材頂尖

戲劇。
由央視綜合頻道聯合央視創造傳媒、中國國家

話劇院全新原創的《典籍裏的中國》，展開了更
上一層樓的藝術創新，節目將融合表達方式升級
為「戲劇+影視+文化訪談」，並由中國國家話劇
院院長田沁鑫擔任藝術總監。
每期節目選取一部典籍，圍繞一個人物，講述

一個跨越時空的大故事。「伏生」就是從《尚
書》流轉上千年的歷史當中，遴選出來的一個特
別適合戲劇表現的核心人物。
因為戲劇比重極高，以及肉眼可見的在舞美、

服裝、道具尤其是表演上的電影級質感，觀眾大
有在電視上看了一場電影級的頂尖話劇的酣暢體
驗。它秉持嚴肅文化節目的學術嚴謹性，在尊敬
歷史和考究細節的基礎上，展開大膽的藝術想
像——最讓年輕觀眾感到驚喜的是，節目裏撒貝
寧穿梭於上古時期、商朝、春秋、戰國、漢代、
唐代等九個朝代，和古人進行思想的碰撞和對
話，更有「今穿古」「古穿今」雙向穿越。
值得說道的是，撒貝寧這次不是主持人，全新

身份「當代讀書人」更像是一個劇中人，需要調
動充沛的共情能力，代入當今觀眾的視角，這也
是他時隔二十多年再登戲劇舞台。儘管一開始還
有些忐忑，但真正和倪大紅老師對上戲的那一
刻，他只覺眼前的白髮老人就是伏生，所有的細
節都讓他感覺到彷彿真的是穿越千年。聽到秦末
動亂時伏生與家人捨命護《書》的故事，他的眼
淚一下子就奪眶而出了。
不僅是撒貝寧，倪大紅老師飾演的伏生驚艷到

了無數觀眾，「從眼神，就能看出倪大紅老師他
一直在情緒裏啊」「連皺紋都像在表達着什麼」
「老年妝太到位了，百歲老人的歷史滄桑感完全
出來了」「短短時間裏，老師就演出了伏生的愛
書如命，他一開口我就要哭了」……
堪稱神來之筆的，是在伏生發問「兩千多年後

的人還讀《書》嗎」後，撒貝寧帶他穿越到了
2021 年。伏生滿目好奇地打量着現代的圖書
館、明亮的電燈、豐富的藏書，當得知兩千年後
的人們已經可以把一車車的書簡全部上傳到雲
端，隨時隨地就能打開像小鏡子一樣的手機讀
書，他露出了一絲欣慰的笑。尤其是伏生最後的
回眸，在一眼千年之間，道出了此時無聲勝有聲
的無限希冀。他彷彿在問今天的每一個人——當
《書》的命運不用再流離失所，當讀已經如此觸
手可及，你們珍惜當下了嗎？《書》的未來還會
更好嗎？

春節還能這麼過？
讓心靈來一次遠行，在思想遨遊中收穫成長。
牛年春節，在「就地過年」的倡議下，許多人

沒有歸鄉也沒有遠行，讀書不失為一種值得提倡
的方式。《典籍裏的中國》在農曆牛年大年初一
亮相，不僅給了熱鬧的電視熒屏一些新的選擇，
也給那些想要了解典籍又感覺閱讀困難的人們提

供了新的路徑。同時，讓人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可
能——未來，我們會在熒屏上看到更為豐富、更
加融合的藝術品類嗎？
節目中的伏生說「《書》的文字不易懂，所以

要講，所以我講了一輩子」，撒貝寧在聽了他的
講解之後熱血沸騰。《典籍裏的中國》帶給觀眾
的感受也是足夠有興奮度的。節目播出後，從正
片裏提及的「禹敷土 隨山刊木 奠高山大川」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
明 協和萬邦」「稱爾戈 比爾干 立爾矛 予其
誓」，到片尾字幕上的「克勤於邦 克儉於家」
「滿招損謙受益」等經典名句，觀眾們看懂了，
記住了，而且這些精闢有力、耐人尋味的句子能
在腦海中反覆迴盪；從「華夏自古一體」的文化
溯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傳承發展，思
想的珍珠被串聯成「文化之鏈」，努力構建着文
明的脈絡和歷史的圖譜。
《典籍裏的中國》的意義，更像是典籍的導

讀，如果你從高格雅宗、古風習習的舞台上體會
到了文化的集結和延續，對典籍中蘊含的豐富寶
藏有了知微知彰的好奇與熱切，如果更多的人因
為它更加珍視典籍、親近典籍，那應該就是節目
所樂見其成的快事了。
關於文藝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曾提出殷殷希

望：「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
藝術價值作為追求，讓目光再廣大一些、再深
遠一些，向着人類最先進的方面注目，向着人
類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探尋。」《典籍裏的中
國》作為總台的最新文化力作，彰顯着對自身
文化理想、文化價值的高度信心，保持着對自
身文化生命力、創造力的高度信心。如此有骨
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值得期待它將為
我們展示更多的詩情和意境，貢獻更多的色彩
和迴響。

●大型文化節目《典籍裡的中國》創新設計270度立體舞台，營造出多空間、沉浸式的「故事講述場」。
網上圖片

●倪大紅老師飾演的伏生驚艷了無數觀眾。
網上圖片

●撒貝寧聽到秦末動亂時伏生與家人捨命護《書》
的故事時，眼淚奪眶而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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