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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人工全合成结晶

牛胰岛素成功的消息公布后，

引起世界关注。这是人类有史

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生命的

蛋白质，是生命科学发展史上

的 一 个 里 程 碑 。 在 近 60 年 后

的今天，铁流报告文学新作《天

工》带领读者走进那段峥嵘岁

月，讲述科技工作者为民造福、

为国建功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

业奋起直追世界先进水平，科

学研究尤其如此。在科研条件

不发达的年代，人工合成胰岛

素的实现，存在今人难以想象

的曲折艰难。全面钩沉并不容

易 ，这 也 构 成 写 作 的 巨 大 挑

战。同时，这一科研项目又是

集体攻关的成果，光是涉及的

主要科研单位就至少有 3 家，

还 有 各 领 域 的 研 究 者 数 以 百

计。为了全面准确记录，作者

下 足“ 笨 功 夫 ”，搜 集 详 实 资

料 ，走 访 大 量 亲 历 者 及 其 后

人 ，又 经 过 梳 理 思 考 ，以 实 事

求 是 的 态 度 将 中 国 科 技 史 上

这 一 创 举 有 声 有 色 地 描 绘 出

来。细细品读作品，故事中的

人 物 描 摹 和 细 节 描 写 令 人 感

动并有所收获。

作者没有从相关科技史写

起，而是以“一个大胆的想法”

起笔。当年，各科研单位都怀

揣着为祖国作贡献的愿望，提

出自己的宏伟设想。有的希望

创制新型能源，有的希望在农

业领域根除病害，还有的希望

在 制 造 业 领 域 发 明 革 命 性 产

品。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

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提出的“合

成 一 个 蛋 白 质 ”，获 得 一 致 认

可，这便是人工合成胰岛素立

项的由来。接着，作品细致描

写大家为什么支持“合成一个

蛋白质”的提议，并重点呈现科

学家怎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对项目进行充分可行性评估的

过程。这些史实的钩沉，清楚

交代了时代背景，为故事的讲述和人物的勾勒作了较好铺垫。

作品塑造了一批个性突出的科学家形象。作者以人物小

传的方式，细腻书写了王应睐、邹承鲁、曹天钦、钮经义等优秀

科学家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既有饱满的科学热情，又有冷

静的专业态度，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又有报效祖国的赤诚信

念，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性格耿直的邹承鲁，常常直言不

讳，被有些人认为不懂人情世故。但也是他，研制出天然胰岛

素、亚硫酸钠和四硫酸钠的共同保温法，提出了合成路线，对

人工合成胰岛素起到关键作用。作者抓住邹承鲁不甘人后的

性格，展现科学家成就事业所需要的执着品质。在作品中，科

学家千人千面，个性突出，读者通过了解他们在科研道路上的

成长，收获诸多启示。

写科学家故事，是为了展现科学家精神。在一众科学家

中，作者对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着墨

颇多。他不仅是整个项目的主帅，主导着科研路径，也是协调

合作单位、凝聚科研力量的关键人物。王应睐攀登科技高峰

的曲折经历，展现了一位科学家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

神。他专注于科研工作，也时常会因为疏于照顾家人而深深

自责。当曹天钦和邹承鲁加入项目时，他主动把自己的得力

助手让给二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更令人敬佩的是，继人

工合成胰岛素成功后，中国科学家又首次成功合成了酵母

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但这两项享誉世界的成果论文，都没

有王应睐的名字。多年后，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

是王应睐自己把名字划掉。透过这些细节，科学家精神更

加生动可感。

创作一部优秀报告文学，需要倾注作者大量的文化积累

和心思精力，得来非一日之功。《天工》的字里行间，浸润着作

者对科技人才培养的思考。作品在叙述方式上，若能建立更

加清晰的时间线索，阅读体验可能会更好。期待更多创作者

扎根科研一线，书写更多勇攀科技高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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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关注“意公子”，是看到我在短视频

平台上重读语文课本，分享苏东坡、庄子等古

人的故事。其实，我不是文化领域的专家学

者，只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因

为短视频有幸被大家认识。我一直认为，文化

艺术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滋养人心。因此我

也想把自己从中获得的滋养分享给大家。11
年从事大众传播经历，如果要我总结创作经

验，其实就 6 个字：深入、浅出、共情。

以传播量最广的苏东坡相关视频为例，我

们在创作时不仅会纵向研究苏东坡的生平经

历、家族历史，还会横向探究他所处的时代，最

后再跳出这个时空，通过《庄子》等哲学经典去

接近他的心境。在创作初期，团队也会去关注

“术”，包括拍摄技巧和呈现方式，比如怎么在

前 5 秒留住用户，如何设计特效画面让观众目

不暇接……时间一久就会发现，只追求“术”容

易丢失内容的“魂”。当我们去迎合市场，也许

能够带来一时的爆款，却很难让一个账号获得

持久的生命力。

于是，我们不去外在地调控时长和节奏，

而是回到内心叩问自己，这件作品、这个人物

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共情”，

“共”的就是情绪。在我看来，情绪其实就是一

种能量振频，可以把人与人相连。我没有和你

一样的遭遇，但我和你的情绪同频，那一刻，我

与你同在。作为创作者，必须要让自己活得更

饱满一些，阅历更厚重一些，才有能力去共情

他人。

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的另一个感受是：

文化传播，传播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生命体

验。因此，应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如果说，

我们之前讲的文化故事更多是从卷帙浩繁的

书本里来，是无数前人生命经验的总结，那么

当我走进历史现场才发现，生命不是读出来

的，生命是活出来的。如果只是读诗却完全没

有生活的体验，我们无法读出苏东坡的人生境

界。当我们真正去到眉山，才能明白到底是怎

样一片土地，生养出苏东坡。所以我会循着文

献的记载，跟着人物一起去体验。

在四川眉山的青神县，我们在岷江上乘船

行进。900 多年前，苏东坡就是从这里坐船离

开故乡进京赶考的。清晨薄雾，群山渐渐消失

在身后，眼前是一片广阔。建筑会变，但山水

还是千年前的山水。而我们在这一刻和苏东

坡共享了同一片山水。我才明白为什么中国

文学史上有这么多经典的怀古之词。当你站

在历史的现场，你有澎湃的情感想要抒发。那

个时候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唯有歌咏。当你

走过苏东坡当年走过的路，看见他当年看过的

山河人家……我想，在这个历史的现场，他或

许从未离开。

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小时

候全文背诵的那些篇章，都是诗人过尽千帆、经

历人生大起大落之后写下的。一个孩子，又怎

么可能完全读得懂五六十岁人的心境？但那些

词句，会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当我们的人

生有了相似的经历，或者有相同的喜怒哀乐时，

那些相似的生命情感被调动出来，我们才会懂

得原来当时读的那首诗是这样的味道。于是，

少年时的种子，在此刻终于开出了花。

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重读语文课本，走进

历史的现场。只有当我们去到古人曾去过的

地方，体验他们曾经历的人生况味，才会明白，

时空虽隔千年，那些曾滋养他们的，也会滋养

如今的我们，延展我们的生命情感。

我们今天在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这

件 事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也 是 在 弥 合 时 空 界

限。它需要你了解当时的语境，也了解当下

的 语 境 。 你 在 生 活 当 中 势 必 会 经 历 风 风 雨

雨，需要有更强的觉察心，才能看见风雨背后

的“礼物”。

所以，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那些感动我们

的灵魂，跟我们的精神世界有着相当的重合。

我们为什么会跟他共情，或许正是因为他点亮

了我们，激发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一种人格。

于是，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得以照见自己。

我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仅在

于它的璀璨夺目，还在于我们如何用它照亮当

下的生活。我们都曾有过因为一部电影、一本

小说、一篇文章，甚至是一句歌词、一句话而在

某一刻被治愈。它们成为照进你我生命的一

束光，那就够了。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

用璀璨文化照亮我们的生活
吴敏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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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推广普及，短视频发挥

了显著作用。尤其很多年轻人

加入短视频的制作和传播，让

传统文化生动起来、鲜活起来、

时尚起来，融入我们的生活日

常。从这些成功实践中，我们

希望总结出一些经验，使传统

文化与数字媒介碰撞出更璀璨

的火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编 者

为了全面准确记录，作者下足“笨
功夫”，搜集详实资料，走访大量亲历
者及其后人，又经过梳理思考，以实事
求是的态度将中国科技史上这一创举
有声有色地描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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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中 国 网 络 视 听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24）》，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听用

户 规 模 达 10.74 亿 ，全 网 短 视 频 账 号 总 数 达

15.5 亿个，主要短视频平台日均短视频更新量

近 8000 万。在庞大的内容库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关短视频深受广大网友喜爱。据统

计 ，近 一 年 时 间 ，仅 在 一 家 平 台 上 就 有 将 近

1500 万网友分享自己的传统文化体验，漆扇、

簪花、马面裙打卡视频分别实现 318 倍、55 倍、

15 倍 增 长 ，购 买 非 遗 相 关 产 品 用 户 数 增 长

328%。

短视频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这离不开用

户生产内容的新型创作方式。海量的用户创

作开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表现空间。

从创作源头看，短视频吸纳了更广泛的创

作者。非遗传承人、高校教师、传统文化爱好

者……他们在各自领域持续深耕，看待传统文

化视角独特，呈现内容更有深度、更加新颖。

遂溪醒狮和狮头彩扎传承人记录舞狮日常，分

享狮头彩扎制作技艺；语文老师将课堂内容以

切条方式呈现，生动有趣、文采斐然；美食博主

参照古籍中的食谱，展示中华美食文化的博大

精深。短视频将个体的经验、知识、技能挖掘

出来，充分展现了人们的智慧、才华以及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顾名思义，短视频最重要的特点是“短”，

这意味着要淋漓尽致展现传统文化之美，在几

秒之内就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但与此同时，视

觉冲击也容易引起审美疲劳，要想让作品打动

人心，需精巧的情节编排、精准的情绪表达，由

此在观众心中泛起更持久的涟漪。

很多短视频创作者将自己学习传统技艺

的经历记录下来。其中，一则向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杨建军学习确山打铁花的作品播放量过

亿，点赞量超过 700 万。作品有两条线索：一

条是博主如何经过刻苦训练，最后克服恐惧成

功表演打铁花的经历，一条是杨建军历经 13
年寻访各地，努力复原早已失传百年的打铁花

仪式的故事。航拍视角下广袤的沙漠远景，落

日余晖映照漫漫黄沙，仪式中的重要道具花棚

显得渺小而孤独。表演开始后，黑凝如墨的夜

空下，滚烫的铁水如银河倾泻，划破宁静。霎

时间，铁花仿佛万点星辰爆裂开来，绚烂如烟

花却又别具刚劲与力量。特写镜头转向传承

人，火光映衬着他眼中的泪光，是自豪，是感

慨，是欣慰……古今交汇中传递出的传承坚

守，也令小屏前的观众为之动容。

艺术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唤起情感共鸣。

短视频创作者深谙其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实生活交相映射，构造出一个文化共享、

情感共通的体验空间，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

离。在“剧情+国风变装”短视频中，创作者会

先讲述一段遭受挫折的当代故事，让观众更有

代入感的同时铺垫情绪。紧接着，行云流水的

武打动作搭配流光溢彩的特效，古装扮相的英

雄横空出世，惊艳亮相。这些拥有完整情节的

短视频，将主人公与其扮演的孙悟空、关羽、赵

云等角色有机连接，带来的不仅是国风变装的

视觉震撼，更激发了人们的英雄情节，传递出

匡扶正义、重义轻利等传统美德。

当前，人们更加追求具有参与感的文化体

验。借助新技术的短视频可以把传统文化符号

进行有效提炼、聚焦放大，打造出雅俗共赏的互

动空间，提升文化的感召力。许多年轻人喜欢

使用平台中的创作模板，比如#梦回大唐#创作

模板中，在陕西西安钟楼下手持团扇，随着背

景音乐节奏摇身一变，成了身着精美古装、化

着精致妆容的古代人。这样的短视频容易上

手、好玩有趣、视觉冲击力强，人们竞相打卡

模仿，相关话题参与人数高达百万。相同的

背景音乐、相似的拍摄手法，在降低创作门槛

的同时也形成传播合力，有效扩大相关内容

的影响力。

短视频平台上，上传一则作品并不意味着

创作的结束，话题、标签、评论、弹幕等也成为

不可或缺的“看点”，因此优秀的作品拥有持久

的长尾效应，在互联网众创中衍生出更多内容

产品。一名博主在大年三十到国外博物馆游

览，感慨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一名网友在这则

短视频下留言，建议“拍一部动画把文物拟人

化，让他们回家过年”。这给了另外一名创作

者以灵感，他拍摄了讲述文物回家故事的微短

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从纪实视频到评论文

字，再到叙事短片，不同类型的创作在短视频

平台传播、交互，激发出更广泛的情感共振。

短视频的巨大流量不仅让一些濒临失传

的传统技艺被重新看见，也让相关从业者获得

市场关注，并把关注度进一步转化为购买力。

抖音发布的《2024 非遗数据报告》显示，平台上

生活服务非遗类商家数同比增长 215%，团购

订单量同比增长 356%，购买者多是年轻人。

年轻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背后

是平视世界的文化自信。

在一些优质传统文化短视频的评论中常

常可以看到“产量极低，质量极高”的留言。尽

管很多博主数月未能更新，但网友们“丝毫不

敢催更”，这是对传统文化的珍视，也是对精品

创作的敬重。用户生产内容的短视频降低了

创作门槛，同时也存在表述不准确、逻辑不周

严等短板。如何用好短视频这样的年轻态传

播载体，让优质文化内容滋养当代人心灵，值

得更多从业者思考。

传统文化的青春面孔
任飞帆

制图：蔡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