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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文化综艺节目的生命力和影响
力，远远超越了想象。

这个寒假，“米粒妈”将由B站、河南
卫视联合出品的《舞千年》作为寒假作业

“强加”给了女儿“小米粒”。 在“米粒
妈”看来，与其说是一档宣传传统舞蹈文
化的节目，《舞千年》更像是一堂大型文
史课。“各朝代的历史无疑是大语文考
点，但这还没完，文化相关的内容更是可
圈可点。”比如第一期中的《相和歌》，就
在叙述舞蹈背景的过程中详细地记载了
文化注解。在豆瓣和B站上，《舞千年》分
别取得了8.7、9.9的高评分。

以 2021 年春晚的《唐宫夜宴》为起
点，河南卫视一年多来仿佛解锁了传统

文化魅力的密码，在每一个隽永的传统
节日都掀起一场文化大狂欢，也造就了
我们对下一个传统节日的期待。直到
2022春晚，舞蹈《国色天香》再次惊艳观
众，仿佛瞬间梦回大唐盛世。

探究近期文化类综艺节目口碑和收
视齐飞的原因，主要在于创作者在深耕
传统文化资源沃土的基础上，为适应市
场环境的变化，不断转型升级，使作品质
量稳步提升，迸发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从立意到呈现，这些节目没有“你给我看”
的自顾倨傲，反而带着“邀你同赏”的自信
喜悦。这些节目的后续传播证明，其不仅
仅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消遣，更承载着传播
传统文化的使命。因此，《唐宫夜宴》及其

一众姊妹篇火得猝不及防又有据可循。
事实上，文化类综艺节目创新最难的，

就在于它不像娱乐类综艺节目那样有很多
国外成熟模式可以借鉴，另外，文化类综艺
节目对观众的文化和教育背景是有一定要
求的，不像娱乐类节目那样具有先天的亲
和力。

中国五千年文明是打造 IP 最好的文
化基础。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我们这个民
族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是现代人进行
文化创新的沃土。文化似水，流动则有生命
力，不断奔涌才能形成江河之势。

面对频出爆款的“中国系列”节目，河
南卫视的幕后团队动情说道，他们一直做
的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围绕

中国立足，通过汲取、借鉴新潮的视听与
编排方式，传播深厚的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节目不是靠流水线打造
出来的，眼花缭乱的舞台美术和惊叹的高
科技不过是华丽的外衣，能打动人心的内
里还是在于制作者如何解读、如何传达传
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如何采用恰当的方式
激发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如果只停留在
节目形式的突破，就算能博得首发流量，也
难以换来“回头观众”。毕竟，感人的情怀或
者“最强、最好”的噱头只能短暂维持公众
的注意力，并不能达到长久传播的目的。

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选
择，甚至可以主动参与到文化的建构中来。
这也证明，文化不是一味地迎合，更是在视
野、格局、深度上的引领。

悠悠华夏，文化流传在传承。传统文化
不是史册和壁画里静止的记忆，也不是流
行文化的“背景色”，而是舞台上独当一面
的大主角。

我们，为什么是今天的我们？找寻答
案，依旧任重道远，永无止境。

流淌着的生命力
王慧峰

让传统文化与年轻人“破圈”相拥

1月 26日，腊月廿四。凛冽寒风
中，北京地安门大街附近的玉河遗址公
园比往日多了几分嘈杂。

傍晚时分，随着导演大声喊出的最
后一句“Cut”，《万里走单骑——遗产
里的中国》第二季节目顺利杀青。夕阳
的余晖洒在肩头，单霁翔转头向众人拱
手道辛苦，让人觉得温暖了些许。

又是一个异常紧张的两天一夜。几
个月的时间里，年近七旬的单霁翔跟随
由他担任发起人和文化向导的世遗揭秘
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第二季节目
组走过河南、江西、福建等7个省份，录
制了殷墟、大运河、北京中轴线、明清故
宫等12处遗产地，其中既有1987年中
国最早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也有2021
年最新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还
有名列《世界遗产预备清单》正在争取
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

平均两天一期节目的录制周期即便
对于年轻人而言都倍觉辛劳，但单霁翔
踩着他那双标志性的黑布鞋走在队伍最
前面，永远是那样精神矍铄。在这些地
方，单霁翔带领“万里少年团”与遗产
地的研究者、保护者交流，体验甲骨拼
对、三维扫描、瓷器制作、造像雕刻、
考古发掘、非遗制作等项目，通过无人
机拍摄、森林音乐会、大型多米诺骨牌
等多种不同活动形式，向世界遗产所承
载的人类思想和精神致敬。

这不是单霁翔第一次参与文化综艺
节目的录制。

2017年初最火的电视节目《朗读
者》中，单霁翔作为第四期嘉宾讲述自
己一步一个脚印踏遍故宫9000多个房
间的故事，讲述紫禁城里隽永动人的四
季变换，令闻者如痴如醉；2017年底
火爆出圈的《国家宝藏》里，单霁翔是
重要发起人和参与者，他亮出故宫博物
院收藏的国宝《千里江山图》卷、各种
釉彩大瓶和先秦石鼓，震撼了屏幕内外
的观众。

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单霁翔
的身份由“故宫看门人”转变为“世界
遗产推广人”。回首在红墙内的岁月，
他直言感受最深的，就是年轻人越来越
喜欢古老的紫禁城，“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 《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
藏》《上新了，故宫》这些节目的助力
下，我们打开了和年轻人对话的通
道”。这也是他下决心通过《万里走单
骑》聚焦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因。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要适应年
轻人接收信息的变化和需求。”在第二
季节目的第一站洛阳，单霁翔带领“万
里少年团”从一碗热腾腾的牛肉汤里，
感受历史两端的交叠与传承，丝路两端
的交流与融合；在九池皇家御苑，他们
品尝精致的唐代下午茶，遥想唐代胡风
盛行之时古人在帐篷里烧烤的情景，还
跟随年轻的非遗传承人学习“唐代最强
甜品”唐菓子的制作过程；洛阳博物馆
里，节目举办“五都荟洛”装束复原
秀，向新时代的观众们展示大气磅礴的
悠悠古韵……一切无一不显示出这档节
目力求世界遗产在年轻人群中“破圈”

“相拥”的决心。
传统文化欢迎所有大胆新颖的综艺

玩法，欢迎一切深厚且生动的讲故事方
式。在单霁翔看来，在综艺里，我们能
找到传统文化密码，并由此往历史深处

走去。他当下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世界
遗产融入国人的现代生活，“让更多的
年轻人爱上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国的世
界遗产以鲜活的姿态走向世界”。

照见中华五千年不变的模样

《上新了·故宫》 三季稳扎稳打、
《国家宝藏·展演季》推陈出新……过
去几年，综艺市场的想象力得到空前激
发，更多潜在受众与新的领域被广泛发
掘出来，尤其是文化遗产类综艺节目大
爆发，让传统文化“破壁”，国风国潮
出圈。

文化类综艺在受众之间收获高人
气，约开始于2017年初的《中国诗词
大会》第二季和《朗读者》。其后随着
《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节目的
火爆播出，受关注度更上一层楼。

“政策调控为文化类节目的兴起创造
了非常有利的环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
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曾参与 《国家宝
藏》《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
《中国考古大会》等多档文化类综艺节目
的策划和录制，在他看来，这类节目在
2017年的大爆发不是没有原因的。

2017 年 1 月，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要求创作要“善于从中
华文化资源宝库中提炼题材、获取灵
感、汲取养分”；同年7月，广电总局
下发《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
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要
求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坚持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挖掘利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结合新
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制作播出更多
有思想深度、精神高度、文化厚度的文
化类节目”。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国内各大电
视台和视频网站推出的文化类综艺节目
数量超过50档，“文综”节目的勃兴亦成
为当年国内电视荧屏最大的亮点之一。

“文综”为电视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
之风，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当代化、大众
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古典意蕴与新潮表达
紧密融合下，不少年轻人纷纷表示了对于
此类节目的喜爱。我们可以看到，《国家
宝藏》、“中国节日”系列以及多档文化类
综艺的“出圈”，都是通过年轻人所在的
网络传播，以B站为代表的年轻人网络社
区甚至成为文化类综艺传播的“重镇”。

B站《舞千年》制作人、总导演姜小
巍在谈及节目缘起时表示，在过去一年，
B站国风类视频的观众数量已经达到1.36
亿，其中超过80%为18到24岁，这显然
不同于认为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喜欢传统
文化的固有认知。

“年轻人对于文化遗产的情感共鸣，
特别体现在弹幕文化上。”令全国政协委
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
院长郭媛媛动情的是，当节目进行到高潮
处，屏幕上的弹幕铺天盖地而来，“你会感
觉到一种涌动的时代精神呈现在面前，中
国的古代和现代不是割裂的，而是在精神
上、文化上甚至命运的根源处一脉相承”。

无论是 《唐宫夜宴》《典籍里的中
国》 的横空出世，还是 《最美中轴线》
《万里走单骑》的全新探索，这类文化综
艺越来越像一面镜子，照见中华五千年不
变的模样。我们，也越来越急迫地在其中
寻找答案，确认自我。

找到让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答案

唇、远山眉、山峰发髻、青绿长裙……
央视虎年春晚上，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一
段6分钟的片段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
舞者以绚丽之身，勾勒出如诗如幻的无垠
山河，将中国古典式传奇娓娓道来。有网友
说，“像一幅流动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而
你我皆是展卷人。”

“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的节目，必然
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对民族文化的
自信。”美妙的《只此青绿》仿佛还萦绕
在眼前，在郭媛媛看来，今年春晚舞台上

涌现出的传统文化类节目也说明了民族文
化自信心的高扬，市场的良性反馈，尤其
是年轻观众的认可更证明了传统文化具有
广阔的市场潜力。

社交媒体上，一位网友的评价引得点
赞无数：“《只此青绿》是对传统文化的
深耕和弘扬，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郭媛媛从社
会文化史的角度分析说，国风潮并不是突
然爆发的，意外“破圈”的背后是优秀传
统文化回归的必然趋势。近年来我国不断
推动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并将到
2025年全面复兴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大
国策提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趋势更是
时代使命。广大年轻观众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喜爱和关注，恰恰说明在这个文化复兴
的时代，中国人需要把自己的文化自信表
达出来。

2021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让文
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实
施意见》。会议指出，要开展创新服务，
使文物更好融入生活、服务人民，积极拓
展文物对外交流平台，多渠道提升中华文
化国际传播能力。

“技术的发展为传统文化活起来提供
了新的机遇。”在郭媛媛看来，当下媒介
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B站等社交平台
的媒介形态，和广播电视为主的大众传播
媒介形态是有差异的。平台是技术、社
会、文化的系统。她认为，传统文化的

“破圈”就是借助了这三个层面的系统。
但她同时也指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

“出圈”只是一个开始，如何让优秀传统
文化复兴走深、走实还需要更多的思考与
探索。媒体融合时代，文化类节目还应学
会整合大屏小屏的资源，打通线上线下任
督二脉，构建全媒体互动的传播框架。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可供参考和挖掘的宝藏不胜枚
举，随意追溯都是一本值得回味的书。让
我们在祖先的创造里，继续寻找让我们之
所以成为我们的答案吧。

让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答案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写意的服饰和道具、优美典雅的舞姿、精美绝伦的演绎……脱胎于宋代名画《千里江山图》的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在央视虎年春晚中火爆出圈，成为现象级热议话题。不少观众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国宝真的动
起来了！这才是中国文化！”

近年来，《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典籍里的中国》 等多档文化类综艺节目屡屡掀起“国风”“国
潮”。我们是谁？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我们？个人的、自我的认知，哲学的追问，往往伴随着成长、成熟和
自信。面对自身深厚文化传统的兴趣，则推动着群体的探索、回溯，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文化自信。在公众
尤其是年轻人中持续收获口碑与热度，让传统文化成功“破壁”出圈。在这些综艺节目里，一方面，文化遗
产更多地走进当代生活，为我们提供文化自信的底气；另一方面，我们也找到传统文化的密码，并由此往历
史的更深处走去。

不管是首期节目中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
汤开启洛阳之行的全新开篇方式，还是创新设
置兼具大众参与性与文化仪式感的“世遗唤醒
行动”，正在热播的首档世界遗产揭秘互动纪实
文化类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第
二季在文化解读方式上实现升级，用更为接地
气的方式展示世界遗产地最为鲜活的一面。

作为《万里走单骑》策划团队和专家团队的
核心，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
两三年前才第一次听说“文化综艺”这个词，然
而，就在短短的几年中，他不仅实现了一个学者
以积极参与综艺节目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的华
丽转身，还亲证了国内各大媒体积极探索和尝
试文化遗产类综艺节目创新表达方式、“文综”
节目从“出圈”进而“出棚”的历程。

“过去我们总在讨论综艺形式传播文化遗
产的‘四大天王’问题，即内容、价值、形式、创意
何者为王？事实上，这四者之间并不是对立关
系，而应当相互融合。”在高蒙河看来，“内容为
王”已经作为常识成为大家的共识，接下来就
要看价值引领、形式出新和创意制胜的综合效
应了。

在文化类综艺同质化严重的当下，《万里走
单骑》通过选材、角度等创新方式，将申遗文本
中的学术表述转化为电视语言，讲好“世界遗产
里的中国”，并生动而准确地传达给观众，开辟
了文化类综艺节目创作的新路径。

从创意雏形到执行落地，高蒙河领衔的专
家团队一直为《万里走单骑》节目组坚守着严谨
的模式设计、严肃的文化旅游观和考究的世遗
地选择，用传统文化碰撞当代年轻人的文化喜
好，让更多年轻受众感受到世界遗产的文化魅
力，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滋养。

我们后来看到，打着“让世界遗产‘破圈出
道’”口号的《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
中，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率领嘉宾用脚丈
量世界遗产地，与历史考古学者、遗产守护人以
及当地民众和游客的趣味性互动解读，将不可
移动文物中承载的厚重历史进行生动鲜活地呈
现，带领公众进行了一次次世界遗产“文化之
旅”，讲述了一个个“寻找与守望”的精彩故事。

在高蒙河看来，每一处世界遗产都有其特
殊的遗产要素和突出普遍价值，但节目又不局
限于展现其独特性，而是层层推进，通过流程设
置把专业系统的知识点，变成有趣易懂的情节，
当感官上的愉悦和无差别的文明印记在节目中相结合，既实现了节目的趣
味性渲染，也是对相应世界遗产通俗的概括与梳理，更是对遗产地精神内核
的展现与延伸。节目因为这种创新意识，才能让世界遗产的表达脱离传统单
纯的“讲解”桎梏，成就了新的价值内涵。

2021年一季度，《万里走单骑》第一季以高收视、高热度、高口碑在一众
文化综艺节目中脱颖而出，不仅各项数据亮眼，还获得了《中国视听创新创
业大会》金奖和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节目提名奖等荣誉。

在业界看来，《万里走单骑》为文化遗产传播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世界
遗产地如何才能在荧屏上脱颖而出；如何才能在风景之上开辟更为广阔的
文化实践。步履向前，高蒙河的思考更为深入：如何推动中国从文化遗产大
国到文化遗产传播大国？如何实现最大程度的共情和共鸣，实现真正的跨文
化传播？

“要真正做到老少皆宜、雅俗共赏。既要保证小众品味，又要顾及中众趣
味，更要满足大众口味，大家才能以自己喜爱的方式与文化遗产综艺节目共
情共生。”高蒙河和策划组的各位专家抱持着“专业上不能有硬伤、文化上不
能误读”的原则，整个节目则自上而下、一以贯之地对世界遗产、优秀文化和
广大受众释放着最大的尊重。

到了第二季，《万里走单骑》继续秉持接地气、暖人心、动心弦的创作基
调，不仅密集输出世界遗产的知识点，还走进有温度的生活，走近有故事的
人物，重建大众和世界遗产之间血脉相依的情感，更为深入且系统地回答了
世遗是什么、为什么是世遗、世遗能做些什么，以及整个申遗保护过程中的
启发与反思。在高蒙河看来，《万里走单骑》的独特之处在于，用平民化的方
式解读世界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意义，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满足
融媒体时代受众的观影需求，使世界遗产通过全新的文化综艺方式走进民
众的现实生活。

“综艺节目传播文化遗产既要有学术性做基础，又要有知识性为抓手，
还要有趣味性为调剂，更要有故事性为切口。如果遵循了故事性、趣味性、知
识性、学术性的传播逻辑，讲好文化遗产的中国故事，创新文化遗产传播大
国，也会水到渠成，愿景成真。”高蒙河说。

另一方面，将历史、当下与未来相连接，唤醒“民用而不知”的文化情怀，
实现“世遗”与“生活”真正联结是最难的。节目中，不管是置身隋唐洛阳城定
鼎门遗址，还是沉浸式探访丝路文明的发展，或是跟随守碓工匠制作瓷釉
果，嘉宾们穿梭其中，深度互动，带来了身临其境的感知与体验。令高蒙河欣
慰的是，节目播出后，洛阳、景德镇、泉州、安阳殷墟等地被年轻人列入了最
新旅游打卡地，更多观众跟随他们的脚步发现并爱上了世界遗产，想要继续
在市井烟火中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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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演绎水下飞天舞蹈《洛神水赋》（视频截图）。
从憨态可掬的“唐宫小姐姐”到“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从“元宵奇妙夜”“清明奇妙游”到“端午奇妙游”……

近来，河南不断从中华璀璨的历史文化中取材，打造出优秀文化产品。 新华社发（河南广播电视台供图）

虎年央视春晚的舞蹈节目《只此青绿》“火爆出圈”。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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