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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独特，让观众感受传统文化的
“言有尽而意无穷”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中华文明为世界贡献了什
么？”《国家宝藏》第三季提出的这个问题，由观众和九
个历史文化遗产一起“解题”。从博物馆里的文物出
发，《国家宝藏》 第三季聚焦遗址和遗存，通过国宝的
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让观众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的中
华文明。

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从中原大地到古蜀国，
《如果国宝会说话》 以每集 5 分钟讲述一件文物的方
式，跨越 8000 年历史文化，走遍祖国大好河山，借历
史讲文物，用文物追溯文明，用文明演绎传承，让文物

“活”起来，见证华夏辉煌。
近年来，《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

节目进入大众视野，成功助推文物热，将原本“高冷”
的文物送入寻常百姓家。相关数据显示，《国家宝藏》
吸引了很多高学历人群和年轻人群。第三季播出以来，
大学以上学历观众增长 69%，4—14 岁观众增长 67%，
15—24岁观众增长85%，25—34岁观众增长49%。

《国家宝藏》 制片人、总导演于蕾说，我们有幸与

国宝、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缘。在制作中，我们始终
心怀敬畏。“希望用一己之力为大家走进国宝、解读历
史提供一个契机，让观众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些节目的成功，一方面源于深入挖掘博大精深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则与博物馆文化的创新性
发展、创造性转化分不开。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
院教授周星指出，此类节目有着文化呈现的眼光、艺术
创意的根底、大胆创新的艺术品位，构思灵动、细节穿
插精妙。

用考古成果诠释中华文明，或带动新
一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

围绕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中的重大考古发现、文化
遗存、遗址文物等，将考古发掘研究与史海钩沉融合，
将历史与当代结合，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
络……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推出 《中国考古大
会》节目，致敬中国考古，探寻中华文明。

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
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
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为此，相关文博类节目以大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解读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发展脉
络和贡献，将考古成果和价值传递给更多人。

《国家宝藏》 第三季关注了殷墟博物馆、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机构的考古成
果，将严谨扎实的成果与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秦兵马
俑坑发现于1974年3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史上的伟
大发现之一”。在跪射武士俑的前世传奇中，演员沈腾
演绎了咸阳御手老赵假扮朝父被拆穿的故事。在国宝的
今生故事中，来自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文物摄影师赵震
分享了为近 8000 尊兵马俑办“身份证”的故事。他将
兵马俑的文物总账比作户口簿，将文物总账的撰写和更
改比喻成人口普查。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出土的“青铜
仙鹤”，富大龙等演员演绎了昔日同为质子的嬴政与燕
丹，在 21 年后命运截然相反的传奇故事。而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科研规划部主任、2009 年至 2019 年秦始皇帝
陵园考古发掘工作主持者张卫星，则分享了秦陵考古队

如何靠着一把铲、一条绳，发掘出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坑、百戏俑坑、石铠甲坑、水禽坑等的故事，秦陵又如
何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考古人。

通过大众传媒手段，考古不再是枯燥的事业，不再
是冷冰冰的报告，而是能够被更多人理解，能够为社会
和公众服务，从而更生动地述说过去，影响未来。湖北
博物馆馆长方勤认为，此类文博类节目用考古成果诠释
中华文明，或将带动新一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

技术和艺术结合，拓展想象空间，增
加了文艺创造创新的可能

当下，VR、5G等技术快速发展，给文艺创作插上
了全新的翅膀。技术与艺术结合，不仅拓展了想象的空
间，也增加了文艺创造创新的可能。

文博类节目同样善于运用高科技，用新技术赋能节
目编排和舞美效果，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国宝
会说话》 团队采用了多种技术创新手段，或以 8K 技术
呈现文物的艺术细节，或以沉浸式体验回归历史现场，
或以大数据算法模拟书法真迹，让观众成为历史的

“参与者”。
《国家宝藏》 的舞美、灯光设计在延续风格的基础

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打造大型沉浸式视觉体验。舞
美设计不仅延续了原来国宝盒子的概念，还增加了虚
拟技术的使用，让盒子的呈现形式为戏剧表演拓展了
更大的表达空间，创造更具文化场景的时空穿梭体
验。特别是介绍敦煌博物馆的一期节目，借用虚拟技
术复活了九色鹿，邀来配音老师丁建华重现动画片中
九色鹿的声音，并创造性地让“九色鹿”和已故敦煌
研究院原院长常书鸿的影像“同台”，给观众带来跨越
时空的体验。

借助内容的创新、技术的助力，文博类节目让历史
文化遗产“活”起来，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
民族精神，在展现中华文明无穷魅力的过程中，呼吁全
社会更多地关注和支持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只有
保护和探寻历史，才能真正地拥有未来。”正如 《国家
宝藏》的主创所说，以年轻之心对待文化传承，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的时代生机。

纯数字形态的展览和公教活动，将成为
未来博物馆的发展方向。为做好“云端”服
务，博物馆一方面要加大数字资源生产力
度，另一方面要了解、探索观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产品形式，形成与社会公众需求的良性
互动，同时也要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更大发展
空间。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谈博物馆数
字化

我们尝试在电视节目里用戏剧的形式讲
述、进而讲好中国故事。像科学家做实验一
样，我们在其中加入 60%的影视化表演，再
加上 40%的戏剧化表演，从而发生表情反
应，产生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电视节目，也不
同于现场舞台作品的表演气质。

——国家话剧院院长、话剧导演田沁鑫
谈戏剧和电视节目的跨界

任何生活都是有意义的。就像相机里的
感光元件那样，作家要学会“感光”——紧
紧抓住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上的那些特别场域
的丰富体悟，成就你不同于他人的独到表达。

——中国戏剧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作家
陈彦谈创作

对于电影来说，要通过电影品牌的建构
形成市场号召力和虹吸效应，吸引更多的观
众，获得更多的排片场次和更长的市场生命
力。当这种基于原作电影和“续集式”电影
不断积累，建立在观众信任和情感上的电影
品牌形成后，观众会对此电影品牌中的电影
有着包容和信任。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谈中
国系列电影品牌效应的构建

个别舞剧的“破圈”，不意味着舞剧艺术
的整体“出圈”。要持续增强舞剧艺术的传播
能力，需要在舞剧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上持
续创新，实现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平衡，
回应大众的现实情感和精神向往，提升人文
温度。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慕羽谈舞剧传播
（本报记者赖睿整理）

《孔雀来兮》 是一首赞美云南医疗队驰援湖北咸
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歌曲。作者为本土音乐人陈
亮、赵万里。这首歌的词曲既空灵又深情，由4位女歌
手用 4 个声部演唱。歌声仿佛从天外飘来，干净、真
挚、甜美中略带淡淡的忧伤。“穿过彩云的天际，南方
飞来了孔雀，一双、一群、一跃千里，驱散了冬的凛
冽……”听着听着，一幕幕“武汉加油”的画面又一
次浮现在眼前，不由得泪眼婆娑。

孔雀是神鸟、吉祥鸟。云南是孔雀的故乡，孔雀
是云南的符号之一。看似随意的一句“孔雀来兮”，尽
显作者新颖的构思角度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这样
的依托，写起“情”来，就能入木三分。“展开七彩的
屏叶，呵护我们的家园。倾你所有，帮我脱险，只为
了爱的诺言”。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情景交融。

至此，情绪已经有了一定的铺垫，歌曲接着由虚
转实，“你是彩云的孩子，我是荆楚的儿女，山川相连
相携，真情永结永结”，把云南与湖北咸宁远隔千山万
水的心心相连、人间大爱写得淋漓尽致，让听者真切
地感受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深情。

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部音乐文学作品，兼具音乐性
和文学性，有角度、有意境、有节奏感，找准了信息
和情感的集结点，最重要的是有真情，让听者记忆深
刻。在这些方面，歌曲 《孔雀来兮》 开出了绚烂的艺
术之花。

2 月 21 日，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洋湖乡张杨村
村民正在抓紧排练鼓子秧歌节目，为元宵节演出比
赛做准备。据悉，鼓子秧歌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初宝瑞摄 （人民视觉）

2020年12月，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火了。“貌似
偶然，实则必然。”河南博物院文创办主任宋华表示，

“虽然增加了库存，但是等到每晚8时一开抢，1秒钟就
售空了。”河南博物院推出的“失传的宝物”考古盲
盒，分为“传说”“史诗”“传承”三个系列，还配备

“洛阳铲”，在“微缩文物”的外面包裹着北邙山土，一
定程度上还原了考古的实地状况。宋华介绍，考古盲盒
仅外观设计就改了12版，最新一版增加了考古地层表，今
年1月中下旬推出的“图鉴”说明书还运用科技手段，让消
费者通过扫码便能更加完整、立体地了解宝物。

随着盲盒经济的兴起，众多文化机构推出文创盲
盒，将有料内容与有趣形式进行创新组合，成为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新型文化消费形式。

早在 2017年，先锋书店就在线上推出了盲选图书，
当时品种比较单一，只是随机挑选精品图书作为盲选对
象。“后来，我们不断吸纳读者反馈，进行了三方面的
改进：一是减少畅销书，选取更小众的精品图书；二是
通过留言或问答增加互动环节，更符合读者个性化意
愿；三是不断将盲盒主题化，将图书归类，增强指向
性。”先锋书店品牌运营经理许黄缙说。

与普通文创产品相比，文创盲盒优势明显。“一是
符合年轻人求新求异的探索性和娱乐性的消费心理；二

是‘强IP性’和强设计感，符合年轻人个性化的审美趣
味，并且较好地平衡了性价比。”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
业管理学院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熊海峰表示，这是一
条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有机结合、让文化走进生活的
创新路径。

“我们对一个新领域的接触可能就是从一本陌生的
书开始。”许黄缙认为，当下纸质书和自媒体阅读存在
一个问题——阅读的同质化、知识的同质化。盲选可以
打破这种同质化，帮读者拓宽自己的阅读边界。“图书
盲盒的惊喜不仅在拆开礼物的瞬间，还在于阅读之后的
收获。因为书本身也像一个盲盒，只有真正阅读完了，
才能实现这本书的文化价值。”许黄缙说。

在宋华看来，文物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历史的见
证，要坚持一些纯粹的东西。通过文创产品一点点地浸
润消费者的心灵，让大众更加了解、喜爱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这是一种情怀、一种传承、一种期待，文创人
一定要有温情。”宋华说。

作为文创产品的一种，盲盒是有益的形式创新。熊
海峰认为，文创盲盒还需以“IP为王”，更专注于研发高
价值、独创性的 IP；同时，政府部门应强化监管，加强市
场规范、版权保护，减少同质化竞争，减少市场投机和
盲目炒作，防止消费欺诈，营造健康的产业发展生态。

本报太原电 （记者付明丽） 2 月 19 日，云冈
研究院在山西大同挂牌成立，旨在推进云冈石窟
保护和云冈学研究，推动云冈学走向世界。云冈
研究院院长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山西
大学副校长杭侃担任。

云冈研究院下设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
文化遗产艺术研究中心、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
心、考古研究所、数字化保护中心、文献资料中
心、文旅融合发展中心等 10个内设机构，具体承
担云冈石窟保护、监测、研究、展示，统筹云冈
学建设发展和区域性石窟保护等职责。据悉，云
冈研究院将坚持保护第一、统筹做好云冈石窟抢
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深化学术研究、积极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云冈学研究高地。

云 冈 石 窟 始 建 于 1500 多 年 前 ， 是 中 外 文
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
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山西
省围绕加强云冈文化遗产保护、创建云冈学和
加强文物保护、考古研究与展示利用出台专门
政策措施，统筹推进云冈文化遗产保护和云冈
学创建工作，部署并实施了组建云冈研究院、
推进云冈学学科学院建设、创办 《云冈研究》
学术期刊、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建设云
冈博物馆和大数据中心、加强云冈文物保护、
推动以云冈石窟为内核的文旅融合发展等七个
方面的工作。

以年轻之心对待文化传承

文博类节目助推文物热
本报记者 王 珏

2 月 17 日，《国家宝藏》 第

三季迎来收官，九大博物馆馆长

与观众一起回味国宝留下的精彩

故事，并推介九件国宝。节目在

豆瓣评分 9.5，微博热搜累计超

40 个，相关话题累计阅读量超

100亿，让博物馆再次成为热点。

近年来，《国家宝藏》《如果

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节目受到

观众欢迎，拉近了历史文化遗产

和观众的距离，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真切地“活”在当下。

云冈研究院在山西大同成立

《孔雀来兮》云动而飞
王晓霞

排练节目迎元宵

内容有料，形式有趣——

文创盲盒受欢迎
胡雪慧 张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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