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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图书变配角
实体书店开始跨界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开分店、西西弗

书店开进来福士、PAGE ONE 24小时

书店试运营……近些年，不只是在北京，

一家又一家的书店开了起来，其中，很多

店融合餐饮、文化沙龙等在内的“混合型

业态”还颇为吸粉，这似乎与此前“书店

寒冬”的说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说

明实体书店开始“回暖”。那么，这种说

法准确吗？在互联网时代，新开的书店

呈现何种形态？未来，实体书店的出路

又在哪里？

□ 李 韵

每个博物馆推荐3件镇馆之宝，

交予民众甄选。

每件宝贝都拥有一位与之绑定

的“国宝守护人”，他们将与各种不同

的守护者一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倾情讲述国宝们的前世今生，解读中

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随着九家著名博物馆的大门一

一推开，27件“国宝重器”的传奇将

一一揭晓……精心谋划，一眼千年，

用时尚打开传统，《国家宝藏》“让国

宝活起来”。

全新表达让国宝“亲和”起来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

的桥梁。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记载

民族血脉的基因密码;每一座博物

馆，都是一座守护中华文明的基因宝

库。《国家宝藏》不仅是对文物的展

览、文化的展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

的意义，就是唤起大众对文物保护、

文明守护的重视和自发进入博物馆

的兴趣，从而让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与

博物馆建立起联系。然而，如何才能

获得这样的表达效果和传播效果，并

非易事。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博

物馆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

金时期，藏品不断汇聚、展览不断丰

富，不愁观众，仅有这些够了吗?不够。

一个博物馆是不是真正对经济、社会

的发展作出贡献，就看你用你的资源

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数据显示，尽管我国文博资源丰

富，使用率却不算高，国人平均每两

年才进一次博物馆，而在欧美国家，

居民平均每年要走进博物馆三到五

次。一方面，日益浮躁的社会心态让

人难以沉浸其中感受文物魅力;另一

方面，陈旧呆板的展陈方式和深奥晦

涩的讲解让人难以心生亲近。

如何打开博物馆里的“奇妙”，让

它真正“鲜活”起来、“亲和”起来，《国

家宝藏》正是借助电视综艺这一全民

引领级别的传播载体，进行一种破题

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国家宝藏》由央视和故宫联

手，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

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

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

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国家级重点博

物馆(院)鼎力加盟，在文博领域进行

深入挖掘。

制片人、总导演于蕾将节目形态

定义为“大型文博探索节目”，“我们

这次把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

融合应用，属于全新创制的纪录式综

艺，它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

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

不难看出，《国家宝藏》试图通过一系

列努力，打破文物的“静”，带来生动、

流动和撼动。央视综艺频道总监

郎昆表示：“《国家宝藏》从全新切口

进入文化节目，汇集了领域内顶级的

资源，加上我们多年创新积累的经

验，我们有信心打造出一个新的文化

节目标杆。”

《国家宝藏》将分两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由九大博物馆每家推荐三

件国宝，节目展示后交由公众甄选，

最终每家选出一件;第二阶段，以《国

家宝藏》为题举办一场盛大特展，展

品即为甄选出的九件国宝。文化学

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

示，《国家宝藏》真实、全面、立体地展

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跳出“文学样态”格局更宏大

“我们这个节目有多年轻?也就

上下五千年。”《国家宝藏》001号讲

解员张国立开场的这句话，打动了很

多人。

电视屏幕上，继“诗词热”和“朗

读热”之后，蜂拥而至的文化综艺节

目出现了严重的雷同趋势。

“在文学等细分题材被集体消费

的时候，我们要着眼未来，探索新的

方向。”央视副总编辑朱彤承诺，央视

将持续在原创文化节目上发力，从创

作源头上秉持高品质与大格局，精益

求精、精雕细磨，让央视文化节目品

牌再创新高度。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浩瀚如银

河，璀璨如繁星，如此极大丰富的文

化宝藏，为内容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泉。电视工作者在幸

福的同时，也感到了惶恐——如何在

珍视与呵护中去继承和发扬？

如今盛行的诗词歌赋和阅读赏

析终究没有跳出“文学样态”，或许这

正是《国家宝藏》立意的高远和深邃

之处。然而，作为承载信息极大丰富

的民族基因宝库，文物并非扁平的、冰

冷的物件，其所涉及的学科门类堪称

包罗万象。它们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

化信息，不仅可以让我们触摸到那些

或神采飞扬，或荡气回肠，或屈辱苦

难的记忆，而且可以让今人回溯过去、

找到认识自我的坐标;不仅蕴含有博

大精深的智慧、巧夺天工的技艺，而且

有领先世界的成就。这是一个厚重而

广博的领域，也就注定了节目的格局

更加宏大，视野也更为开阔。

从“诗词文化”到“国宝重器”，央

视在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以创新思维

把握时代脉搏，融入观众喜闻乐见的

内容。“《国家宝藏》正是央视肩负国

家媒体责任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的创

新尝试。”朱彤如是说。

观照当下树立文化自信

同一件文物，用不同的方式来

讲，传播的效果差异很大。身处互联

网时代，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正在发

生变化。作为电视产品，历史文化类

栏目不能是阳春白雪的学术派，而应

放下身段。《国家宝藏》力求通过电视

呈现的手段让文物“活起来”，通过具

有艺术观赏性的设计来为观众展出

“国宝”，并对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

事、历史进行充分解读。让观众在懂

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也了解

文物所承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延续

的精神内核。就像主题曲唱的：“一

眼千年，沉默也胜万语千言，只有你

有幸能描述这光明似箭。”

让那些珍藏于博物馆的宝贝走

到聚光灯下，走进最大众化的“客厅

文化”，国家级博物馆与国家级电

视台联手把传统文化推向前台，也

是让优质资源与文化担当相得益

彰。正如央视综艺频道节目部主

任吕逸涛所说：“每一件文物都记

载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基因，我们

希望通过这种传播方式，让更多的

人了解我们的文化，热爱我们的文

化，传播我们的文化，从而更好地保

护我们的文化。”

据悉，九家博物馆馆长将组成

“国宝守护联盟”，亲笔签名的99套9

张签名纪念门票套装将送给幸运的

热心观众。这组套票堪称“绝版”，早

已全部启用电子门票的南京博物院

专程为《国家宝藏》重制纸质门票，一

周前新馆刚刚开放的湖南省博物馆

为《国家宝藏》提前印制了新馆门票，

节目以满满的诚意为观众准备了这

份特别的礼物。其实“签名套票”只

是一个符号和代表，旨在希望更多人

士走进博物馆。

除此之外，伴随《国家宝藏》的正

式启动，一系列丰富有趣的主题互动

将在线上线下同时开展，在体验和交

互的润物无声中建立情感的链接和

时代的共鸣，让博物馆融入寻常百姓

的生活日常，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

中，去发现、去呵护、去激活传统文明

的生机与活力。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

司巡视员罗静说：“《国家宝藏》节目

立意高、形式新，国家文物局将给予

大力的支持，我们也期待通过此次

电视国家队和博物馆国家队的合

作，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场精彩的

文化盛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作出贡献。”

观照当下，才是让文物活起来的

真正意义所在。正如于蕾所说：“希

望观众能够感知文物背后的人文精

神、与自己的血脉相连，从而树立起

真正的民族文化自信。”

□ 刘长欣

12月 3日，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在央视综艺频道首次与

观众见面。这档讲述27件国宝故

事的纪录式综艺节目播出后迅速走

红，很多年轻观众都自发宣传这档

文化综艺节目。借此势头，央视继

续深耕文化节目领域。12月5日，

由 中 央 电 视 台 中 文 国 际 频 道

（CCTV-4）打造的全球华人家庭文

化传承节目《谢谢了，我的家》在北

京宣布启动，节目将从2018年1月

6日起，每周六19时30分在央视四

套播出。据悉，节目将为观众展现

不同的中国人家庭故事，为中华家风

“代言”。

广邀嘉宾讲述家风故事

家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

有重要地位，个人的发展也与家庭文

化有着深切联系。央视中文国际频

道总监李欣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

绍，《谢谢了，我的家》将以家风为展

示主体，以家族人物为承载对象，旨

在通过家风文化价值的发现，对民俗

文化寻根，重塑家庭观念。

在节目形式上，《谢谢了，我的

家》将以访谈为基本形态，广邀形形

色色的嘉宾人物在节目中讲述的真

实家庭故事，折射华人群体的心灵

世界。李欣雁透露，节目组从几百

位候选人中挑选出了近 50 位嘉

宾，他们中既有取得重大成就、作

出突出贡献的名人或他们的后代，

也有闪耀着道德的力量、带给我们

平凡感动的普通人。而部分嘉宾所

代表的，则是孔子、鲁迅、齐白石、

徐志摩、钱学森等一串具有深刻文化

记忆的名字。

启动仪式当天，节目主持人敬一丹

与倪萍、鲁健与孔子第77代孙孔德墉、

鲁迅长孙周令飞、徐志摩长孙徐善曾、

齐白石孙女齐慧娟等节目嘉宾，一同

分享了各自有关家风的故事。今年

91岁高龄的孔德墉老先生，精神矍

铄地笑称自己是90后，给大家分享

了孔家传世千年的家风“诗礼传家”

的由来。

敬一丹有关家风印象最深的

细节来自于自己的母亲。“母亲从

未和我说大道理，但是身教胜于

言传。”

敬一丹说，每个家庭其实都有故

事，都有老话，都有规矩，这些东西就

是我们不断传承的宝贝，就是每个家

庭的家风。《谢谢了，我的家》节目正

是选取家风传承中最朴素真实的方

式：以长辈的言传身教作为切入点，

展开每一位嘉宾的“家风传承”。此

外，还将用“时光瓶”这一独创的概念

载体，喻意家庭文化可以穿越时光，

影响到世代家人。

让观众产生“与生俱来”的共鸣

日前，在北京发布的《2017腾讯

视频年度指数》报告指出，2017年

的综艺节目，一大特点是“慢综艺”

类型节目的崛起。而“慢综艺”的

概念中，就包含了以《中国诗词大

会》为代表的文化类综艺。腾讯视

频综艺运营中心总监李杨分析：“游

戏类节目太多，让观众失去了新鲜

感，‘慢综艺’所呈现的正是大家所

缺失的情感部分。”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院长范周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

“慢综艺”通过节目本身的情感交流

和人文内涵打动人心，从文化或生活

的角度出发，带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治

愈感。他举例说，江苏卫视的《阅读

阅美》选取的文章并非名家之作，而

是阅读量众多的普通网文，并伴随郑

重的仪式感去阅读，更能让观众产生

“与生俱来”的共鸣。

与此同时，范周指出，文化节目

的制作仍处于摸索节目，目前面临着

后劲不足、同质化严重的困境。“从节

目设计来说，文化节目形式简单、不

刻意制造戏剧冲突吸引眼球，主要通

过节目的人情味儿打动观众，策划难

度很高，更面临观众审美的日渐提

升、版权的限制等瓶颈。”范周认为，

以文化节目为首的“慢综艺”，要提升

原创能力，进行更新升级，丰富节目

模式，从而延长节目的生命周期，避

免“昙花一现”。

某种程度上，《国家宝藏》的走

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创新采取了

“纪录式综艺”的模式，让“国宝”以更

为鲜活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而

《谢谢了，我的家》则用“感恩”唤起大

众的情感共鸣，在众多文化节目中形

成一股独特的“暖流”。

“真正能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

求的精品节目，应该关照人们心

灵、反映人们生活。”范周说，例如

《我在故宫修文物》聚焦大背景下的

人物和文物的故事，这些内容更加

强调触及真实生活的内核。“生活体

验和人文素养类的电视节目，是符

合行业生态和观众需求的，期待更

多的内容创造者多一些对人文关怀

的关照。”

让沉默的国宝说话
给孤独的匠人点赞

□ 李泓冰

让明星担纲“国宝守护人”，以小剧

场形式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有着向国

宝鞠躬、向匠人礼敬的谦卑姿态，有着

贯通古今、求索国魂的虔敬气场。近

日，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型文博探索节目

《国家宝藏》，古今交响、凝魂聚气，引发

社会关注。

不久前的故宫“特展”，万人争睹宋

代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即便

是幸运的观众，也往往需要排队5个小

时，才能看上匆匆5分钟。而电视片《国

家宝藏》将你看不到的故事细细还原，一

下子让国宝“活”了起来、“近”了起来。

浩荡图卷背后，隐藏着18岁画家王希孟

的锦绣才华和生命迷踪，缥缈着“不会为

君、什么都会”的宋徽宗对江山永固的一

厢情愿，游移着媚上嫉贤、蠹食国运的

佞臣蔡京才高品低的闪烁眼神……我

们不但从山重水复的缝隙张望到先人

背影，更目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

制作唯一传人仇庆年荒野寻石、陋室研

磨，探索朱砂、石青、石黄等目迷五色、

“千年不腐”的秘诀，还可见证中央美术

学院的冯海涛经年累月、耐住寂寞，一

重重上色复制1/10的《千里江山图》……

还有那面勒于战国、乱世流离而治

世重光的乍原石鼓，重温司马光父子以

生命研求石鼓文字、历史源流之“真”，

还原“五代故宫人”的梁氏家族参与抗

战文物南迁、与国宝生死相随，让人深

信国之重器就是先人魂魄所依、皇皇汉

字就是国人信仰所系；还有围绕清代

“各种釉彩大瓶”，乾隆的海纳百川心胸

与“问不倒”的“海归”故宫志愿者，勾连

起几许神奇的默契。随着一件件国宝

的故事徐徐展开，观众纷纷留言：“忍不

住泪目”“向文化传承者致敬”“为自己

是中国人自信、骄傲”。

今日之中国，已经鲜有为果腹、为

物质欲望而排起长队的场景；人们能以

坚忍的毅力守候数小时，常常只为片刻

精神享受。从中国馆蜿蜒的“世博长

龙”到争睹国宝的“故宫跑”，观者的热

情令人感动。衣食足而知礼仪，该怎么

填平公众文化需求旺盛与精神产品供

给相对贫乏形成的鸿沟？文化领域的

耕耘，又该如何对得住绵延五千年的先

人遗泽，配得上纵横九万里创造经济奇

迹的大国气象？

不久前，“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

的世界史”让京沪观众惊艳。而这一策

展源头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现

在，中国媒体人也在精心谋划打开历史、

打开传统的独特方式，让沉默的国宝说

话，给孤独的匠人点赞。事实上，唯有通

过更多这样的努力，才能“让收藏在禁宫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一眼千

年”，让人们与文化长谈，何尝不是我们

这代人对文明的守候？

我们的先人顽强如石，坚韧如丝，

绚烂如画，优雅如瓷，中华文化的薪火

相传，就从我们眼前渐次“活”起来一

石、一丝、一画、一瓷开始吧——铺陈的

是传奇，激荡的是国魂。

一眼千年 用时尚打开传统
《国家宝藏》不仅是对文物的展览、文化的展现，更唤起了大众对文物保护、

文明守护的重视和自发进入博物馆的兴趣

“走心”综艺 用情感交流和人文内涵打动人

坐落于故宫西侧院墙内的故宫文物医院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功能门类最完备、科研设施最齐全、专业

人员数量最多的文物科技保护机构，也是服务于“平安故宫”工程子项目“院藏文物抢救性科技修复保护”的

重要工程，故宫博物院为这座全新的文物修复中心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物“诊疗”设备。图为故宫文物

医院内工作人员正在悉心工作。 杨可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