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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赓续传统以荧屏连接古今
——文化类节目“正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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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所到的每一处都播撒
了志向的种子”“您走完的路，值
得我们再走一遍”……《典籍里的
中国》自播出以来广受好评，近日
上线的第八期《徐霞客游记》同样
引发网友强烈共鸣。节目通过识
读这本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之
作，让观众感受到了徐霞客“朝碧
海而暮苍梧”的人生理想，以及追
根溯源、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
《典籍里的中国》《唐宫夜宴》《洛神
水赋》《龙门金刚》……近年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融入日常生活
的同时，也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陈出新的文
化类节目就是其中最大的亮点之
一。随着口碑和社会影响力不断走
高，文化类节目已然成为国内电视
荧屏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内涵挖掘
文化精华提供创作支撑

提到《徐霞客游记》，人们最先
想到的可能会是《游天台山日记》
《游雁宕山日记》等在语文课本中
的篇目。在看完最新一期《典籍里
的中国》后，许多观众表示“学到
了”——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
游日”，正是源于《徐霞客游记》的
开篇之作《游天台山日记》。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
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

态”。癸丑之三月晦，即是公元
1613年 5月 19日，以此为起点，
徐霞客“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
未知”，经三十余年考察写成《徐
霞客游记》。

徐霞客一生走入山水，考察
江河，不断纠正旧志书中的很多
错误。《尚书·禹贡》里记载着“岷
山导江”的说法，后人将其误解为
长江的源头是岷江。在没有现代
地理学测绘手段的年代，徐霞客
凭双脚行走、双眼观测，更正长江
的正源为金沙江。

“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
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
远”。徐霞客探寻长江源头的过
程，代表了所有中华儿女的寻根
溯源。

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生生不
息，始终充满文化创新的能量和
动力。“节目能够如此受欢迎，重
要原因正是挖掘出了典籍里蕴含
的思想精华，并让它穿透数千年
的历史时空，与当下观众形成精
神上的共振。”《典籍里的中国》艺
术总监田沁鑫说。

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
直是文化类节目用之不竭的源
泉，如何从源泉处取出一瓢贯通
古今、历久弥新的活水，并使其化
作滋润观众心田的清泉，是电视
文艺工作者们需要不断探索回答
的课题。

今年七夕，河南卫视推出晚

会《七夕奇妙游》。其中，舞蹈节目
《龙门金刚》延续了此前《唐宫夜
宴》和《洛神水赋》的风格，并非将
文化元素简单堆砌“原样呈现”，
也不是浅尝辄止的介绍和解说，
而是在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基
础上，用匠心将传统文化中的精
华进行现代化表达，受到了观众
的广泛好评。

现代表达
创新形式满足审美需求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
何在内容和形式创新上有所突
破，把“高冷”的传统文化更好地
融入当下生活，适应观众不断提
升的文化需求和审美品位，将直
接影响到文化类节目的成败。

田沁鑫认为，文艺工作者应
该深刻感受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
和中华艺术的精神风骨，在深入
传统文化宝库、探得“宝物”的基
础上，以现代人的视角提取精神
内涵。

“积极运用新的艺术表现手
段和技术手段，让传统题材作品
既葆有传统的独特韵味，又符合
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田沁鑫说。

观古今于须臾，抚沧海于一
瞬。《典籍里的中国》以“文化节
目+戏剧+影视化”的方式，讲述
典籍的成书、核心思想以及流转
中的闪亮故事，既突出了典籍的

思想性，又保留着“双手奉上”的
仪式感。

舞势随风散复收，歌声似磬
韵还幽。《唐宫夜宴》用舞蹈的形
式带观众领略大唐盛世风范，运
用现代科技编创传统形象，结合
当代人的审美习惯构建唐代风
貌，兼具厚重的历史感与现代的
科技感。

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
深。《如果国宝会说话》另辟蹊径，
跳脱出历史文物类纪录片“文物
展示+旁白解说”的常见模式，让
文物自己“开口”讲述它背后的精
彩故事。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典
藏品，也有了鲜活的“生命”。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
副主任闫伟认为，传统文化和电
视综艺的结合，正不断朝着纵深
性和创新性的方向发展，“这些优
秀的文化节目，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基因实现了与现代社会、
先进科技的交融，因而真正焕发
出文化的魅力与感染力，使得当
代观众产生心灵深处的民族认同
感，引发审美共鸣。”

薪火相传
古今辉映凸显文化自信

文化类节目的勃兴，不仅让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得
到了弘扬与传播，更激发了社会
大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

了浓厚的自豪感与满足感，更加
坚定文化自信。

“跨越时空的传承”，是《典籍
里的中国》的一大亮点。在节目
中，观众能看到宋应星和袁隆平
的握手，李时珍在中华医藏的资
料室里捧起了《本草纲目》，屈原
发出了“我把诗写在竹简上，他们
把诗写在宇宙中”的感慨，来到三
江源的徐霞客终于尝到了长江源
之水……节目中这些看似不可能
的“后世流转”环节，恰是节目最
能击中人心的场景。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
护中心副主任刘国忠表示，这样
的设置不仅体现了典籍的魅力永
不褪去、所蕴含的价值亘古永恒，

“同时，也显示出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绵延不断，是中华儿女特有
的精神纽带。”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从
文化类节目的流行可以看出，通
过新技术、新形式缩短优秀传统
文化与大众的距离，不仅可行，而
且具有强大生命力。当然，如何让
当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真正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化中华民
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仍需
文艺工作者久久为功。我们也期
待着，未来的文化类节目在形式
和内容上有更多探索与尝试，只
有这样，流淌着古老华夏文明之
血的节目才会历久弥新。

（人民网韦衍行）

岭南人的中秋赏月夜，有一
道美味一定不会缺席，那就是紫
苏炒田螺。

每年中秋节前，婆婆都会买
几斤新鲜的田螺，把它们养在清
水里。中秋节那天，婆婆一大早就
会用细毛刷把田螺清洗干净，用
钳子把螺尾一个个剪掉，然后去
楼顶花园摘一把散发着清香的紫
苏叶，开始炒制晚上赏月要吃的
田螺。炒田螺，紫苏是关键，加上
蒜蓉、姜蓉、沙茶酱和红辣椒圈一
起翻炒后，满室生香，那是中秋节
特有的味道。

待一轮明月挂上天空，我们
兴冲冲地把茶具、月饼、田螺、各
色水果，一样样端上楼顶花园，

在石桌上摆放停当。夜色如水，
桂花吐芳，我们围坐在石桌旁，
一边欣赏笑盈盈的月亮，一边品
尝美食。先抿一口清香的铁观
音，品一口传统的广式月饼，然
后目光径直越过桌上的水果，直
奔那碟紫苏炒田螺而去了。眼到
的同时，手也到了，拿起一只嘬
两下，螺肉进口，螺壳则被弃入
另一只空碟中。中秋赏月夜，就
在全家人此起彼伏的嘬螺声、谈
笑声中沸腾起来。

岭南人爱吃田螺，是有文化
传承的。据清咸丰年间的《顺德县
志》记载：“八月望日，尚芋食螺。”
民间认为，吃螺可以明目，中秋节
吃田螺可使眼睛“明如秋月”。而

粤语中，“螺”与“摞”（意为拿取）
同音，俗话说“无得食，问田螺
（摞）”，故中秋之夜吃田螺，还有
丰收之意。

吃田螺很需要些技巧。“老广
州”们从小耳濡目染，故技巧纯
熟，吃起螺来，手起、嘴嘬、螺壳
弃，用不了几秒，美味已入口中。
而“新广州”人，哪怕在广州已生
活多年，广州话都会说了，也未必
懂得吃田螺。

我嫁到广州十余年，此前一
直没学会吃螺，每次都要借助
牙签慢慢地把螺肉挑出来吃。
这样一来，吃的效率低了很多，
缺少了吸吮的步骤，味道也大
打折扣，无法享受酣畅淋漓的

嘬螺乐趣。
直到前一阵子，我终于学会

了嘬螺，同样“嗦嗦”两下，一只螺
肉就进入口中，螺肉肥美鲜香，汁
液香辣浓郁，好吃得让我停不了
口。我这才明白人们为什么如此
喜欢吃紫苏炒田螺，它不仅是广
府美食的味觉记忆，还是岭南文
化的滋味传承啊！八月十五，月圆
当户，亲友若干，一盘紫苏炒田
螺，一块月饼，一杯茶，一种团圆
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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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景点旅游，选择特色文创产品
作为伴手礼，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
择。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
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措
施》的出台，为进一步保护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挖掘文化文
物资源的精神内涵指明了方向。

早在 2016 年，原文化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文物局等4部
门印发《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
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对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做出顶层设计和全面
部署。《意见》发布5年来，我国文化
文物单位创意产品开发水平不断提
升，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试点
政策落实没有完全到位、激励机制
有待完善等问题。

此次《措施》的内容，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当前
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围绕基
层实际需求，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工
作措施。除了明确要落实文化文物
单位文创产品开发试点政策，更在
创新开发方式、优化试点管理、健全
收入分配机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
规定和探索。比如，鼓励多家试点单
位联合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企业；
鼓励试点单位结合自身情况，采取
合作、授权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创意产品研
发、生产、经营等；建立成效评估机
制，对试点单位实行“有进有出”的
动态管理……这些措施既利当前、
又利长远，既能增强文化创意产品
开发主体活力，又能推动文旅商品
提质升级，可谓是一举多得。

创意是文创产品的魅力所在。游
客在景区除了体验旅游乐趣之外，对
景区文化内涵和文化体验的需求也
在不断提升，而文创产品则是除了宣
传资料以外，当下最火的宣传方式。
从“文创冰箱贴”到“文创杯子”再到

“文创雪糕”，文创产品的颜值、内涵、
生命力、影响力都在持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文创产品
存在设计简陋、千篇一律、质量良莠
不齐等问题，也引来消费者吐槽。为
此，《措施》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
动，鼓励开发数字文化创意产品；支
持文化文物单位创新利用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全息成像、裸眼三维
图形显示（裸眼3D）等技术，增强文
化创意产品的文化承载力、展现力
和传播力。让虚拟世界展示真实的
文化文物魅力，让传统文化在当代
社会成功“穿越”，创新驱动，为文创
产品实现长红提供了不竭动力。

同时，《措施》强调，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保护为先，
合理利用文化文物资源，避免过度
商业化、娱乐化。《措施》在建章立
制上下功夫，在补齐短板上出实
招，为文化文物单位的文创产品的
开发定好了基调，建好了框架。

把《措施》的各项要求落实落
细、抓紧抓好，将促进文创产业资
源、创意、市场共享，我国文创产品
开发的局面也必将焕然一新。

文化创意产品如何才能实现长红？
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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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
月7日电（记者 白
瀛）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9月7日在北
京召开座谈会，要
求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文艺工作
者自觉遵守社会
公德、个人品德、
家庭美德，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 价 值 观 ，讲 品
位、讲格调、讲责
任 ，自 觉 摈 弃 低
俗、庸俗、媚俗的
低级趣味，自觉反
对拜金主义、享乐
主义、极端个人主
义的腐朽思想。

广 电 总 局 负
责人指出，广播电
视和网络视听文
艺工作者要守公
德、严私德，以高
尚品行树立良好
社会形象；要对自身道德建设有
更高的要求，心怀敬畏，严守底
线，不碰红线，追求高线；要加强
思想自律和行为约束，严格遵守
各项法律法规，诚信经营、诚信从
业，自尊自重、自珍自爱；要大力
弘扬文明道德风尚，做真善美的
实践者和传播者，把崇高的价值、
美好的情感融入作品，引导人们
向上向善。

电影暑期档
观众满意度创今年最高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
2021年暑期档调查结果显示，暑
期档观众满意度为今年截至目前
档期满意度最高分，居调查开始近
7年来暑期档的第二位。

今年电影暑期档保持多元的
内容供给，不同类型题材影片中均
不乏优质作品产出。从7月1日至
8月31日共有65部新创作的国产
影片上映，与2019年同期的67部
基本相当；在12部重点调查的国
产影片中，11部影片进入“满意”区
间。2021年暑期档两部建党100周
年献礼片《革命者》《1921》和抗疫
题材影片《中国医生》满意度领先，
3部影片悉数进入2021年单片满
意度前五名。

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由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
数据进行，满意度调查采用影院
现场抽样调查、一线从业者和专
家在线调查、大数据抓取分析等
方法，以观赏性、思想性和传播度
三大指数对国产电影进行综合评
价，并引入新鲜度指标评价影片
创新性。 （《人民日报》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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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传统医药专业
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为打造
中医药与川茶非遗保护发展平台
及中医与川茶非遗品牌，9月7日，
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传统医药专业委员会、川茶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在成都杜甫草堂博
物馆举行。

会议现场，传统医药专业委员
会会长柳长华做了题为“传统医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公
众健康的选择”的讲座。参会人员
参观了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协会与成都中医药大学主办
的“春风和煦——中医生活美学
展”，欣赏了茶道表演。活动主办方
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大会的成
功举办，搭建了传统医药与川茶文
化开放交流的平台。传统医药与川
茶专委会的成立不仅对弘扬传统
医药和川茶文化，培养传统医药和
川茶非遗传承人队伍具有重要意
义，更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源不
断的文化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