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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 依 托 新 技 术 、 新 场
景、新业态，一批以文旅融合为特
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听
作品走进大众视野，生动展现了大
视听时代文化与旅游双向奔赴的火
热场景。关于文旅融合，视听文艺
作品如何巧妙破题？从“相遇”到“相
融”，“以文塑旅”如何融入大视听创
作？“以旅彰文”，主创应该具备哪些
产业思维？这些成为大视听时代文
旅融合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8月3日，2023中国 （北京） 国
际视听大会特设的“北京大视听创新
论坛”举办。论坛邀请多位一线创作
者、专家学者，对以文旅融合和文化
传承为特色的大视听创作进行深度
探讨。论坛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指
导，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同主办。

文旅融合 传承文化

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视听大数
据”日前发布的 2023 年二季度收视
季报显示，视听文艺节目结合诗
赋、文旅等多种元素占据文艺荧屏
主流，精耕细作彰显中华文化丰富
内涵，带领观众驰骋古今中外。对
此，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杨明品分析认为，当前文化类
综艺节目持续变革和迭代，选题呈
现多样化、丰富性，普遍强化思想
内涵，注重人文知识含量，着力表
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
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5 个突出特
性，不断拓宽艺术与技术融合边
界，在制作上达到新高度。

文旅融合与文化传承如何巧妙
破题？《登场了！北京中轴线》制片
人何冀兵表示，深刻理解传统文化
是破题的关键。影视与文旅的关系
十分密切，做文化节目往往也是一
场文旅策划，比如该节目设计的“中
轴时空列车”，既代表穿越古今的旅
行，也体现历史与现实的连接。文
艺创作的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
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我在岛
屿读书》制片人颜小可对此深有感
触。他介绍，节目创作初期，他们
做了两轮以文化类节目为主的群众
调研，发现“阅读和旅行是观众喜
欢又向往的事情”，由此形成节目
的创意来源。《2023 端午奇妙游》
总导演钱林林认为，立足文旅融
合，对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和转化起重要作用，“要突破审美

疲劳，就不能仅做中国传统文化的
搬运工，应该更关注当今热点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以文塑旅 双向奔赴

近来，暑期档电影《长安三万
里》用动画形式呈现盛世大唐流光
溢彩的长安城，进一步带火了西安
旅游，许多景区一票难求，地铁站外
大排长龙。此类“影视+文旅”带火
城市旅游的案例并不鲜见。文化节
目 《2021 七夕奇妙游》，曾让河南
地标龙门石窟进一步名声大噪，旅
游持续升温，景区内的沉浸式旅
游、研学活动、文创产品使青年游
客群体全方位感受、了解到石窟艺
术。网络综艺 《登场吧！洛阳》 和
网剧 《风起洛阳》 的热播，助力洛
阳登上人民文旅研究院发布的《全
国重点旅游城市文旅政务新媒体传
播影响力》榜单第一位。今年 4 月，
以《风起洛阳》为主题的“剧本杀”线
下体验活动在洛阳举办，超过万人
参与。何冀兵认为，在影视与取景
地的双向奔赴中，“影视 IP 带动城
市旅游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取景地如何承接和消化影视作
品带来的流量，并将其转化为持续
拉动城市旅游的新动力？钱林林
说，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
列节目播出 3 年来，在与各地文旅
部门的合作中，主创尝试过围绕茶
文化给信阳定制系列 IP、挖掘五指
山文化为海南打造实景演出等，将

文旅资源从线上宣传演变为线下体
验，形式多种多样。她认为：“文旅
深度融合要走的路还很长，需要更
多人勇往直前，进一步摸索。”

在这方面积累了十多年发展经
验的北京怀柔，已经形成一套相对
完善的发展模式。北京市怀柔区文
化产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王青俊
表示，怀柔区构建高质量发展的

“影视文化+”产业体系，积极推进
政策创新，拓展服务内容，加强创
业扶持，“怀柔不但是北京国际电影

节多年的举办地，而且通过打造
‘永不落幕的电影节’，吸引广大市
民来‘影都’过周末，激活区域发
展的内生动力”。

以旅彰文 多元发展

如何把抽象的“文”与具体的
“旅”有机融合？不同创作者有不
同看法。导演肖麓西在创作以司乘
人员视角观察生活的轻喜剧微短剧

《亲 爱 的 乘 客 ， 你 好》 前 ， 感 到
“代驾这个与旅行相关的选题很新
鲜”，这鼓舞她完成了这部作品。

颜小可认为，读书是“立体的文
旅”，翻开一本书就是一次旅行，“很
多读者会在读书的过程中，对书里
呈现的世界以及作家的家乡产生向
往”。他表示，接下来节目组计划
与实体书店、线下读书场景合作，
探索基于节目 IP 的出版物，充分
挖掘旅行带给节目的附加值。

央视网阅读频道负责人、文旅
探访节目 《跟着李白看中国》 总制
片人白玉清认为，“视听作品从历史
名人的角度传承文化，需要创新表
达”。他介绍，节目组在李白故里四
川江油采风的时候，发现实地看到
的和从课本中学到的有所不同，由
此转换创作思路，让了解风土人情
的本地专家、导游带领观众寻访李
白生活和旅居过的代表性地点，了
解诗人创作背后的时代背景，感受
祖国的大好河山。

在何冀兵看来，制作文旅节目
需要有 IP 开发的产业思维。他表
示，《登场吧！北京中轴线》接下来

要做一个数百平方米的 VR 体验馆，
“这样的体验馆落成后，将为文旅产
业提供另一种商业模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文旅融合与文化传承是大视听创作
的重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冷凇
指出，大视听精品创作需要有融合
思维、技术赋能、传播助力，更重
要的是创作者需要扎根人民，创作
出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推动影视
创作攀向高峰。

2014 年我担任中国美
术馆馆长后，首要工作就
是梳理馆里还缺什么。我
们认为，馆藏作品中有几
个方面相对薄弱：国际当
代作品、书法以及表现重
大 历 史 事 件 的 主 题 性 作
品，这些都是重点收藏目
标。如何收藏？要用真诚
之心打动艺术家，让他们
认 识 到 中 国 美 术 馆 的 价
值，不仅是在中国、在当
代的价值，还有对世界、
对未来的价值。在动员高
二 适 先 生 家 属 捐 赠 作 品
时，我说，作品挂在客厅
里，只有亲朋好友看，挂
在中国美术馆，全中国人
民都能欣赏，惠泽后世，
家属欣然同意并捐献精品
给中国美术馆。法兰西艺
术院全体院士捐赠项目、
熊秉明捐赠项目、老舍和
胡絜青藏画项目、靳尚谊
捐赠项目等，都是一段段
国家收藏佳话。

——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为山谈如何充实美术馆

“家底”

当下中小学的戏剧演
出相当活跃，有些学校的
戏剧演出已经走出校园，
进入城市的大剧院，甚至
登上了海内外戏剧节的舞
台。这些演出堪称校园戏
剧教育成果的集中展示，
蕴含着国家民族认同、传
统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
护、青少年成长等多样内
容与主题。戏剧教育不仅
能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
而且能让学生获得文化知
识，助力他们塑造健全人
格，树立社会责任感、使
命感。当下的中小学戏剧
演出不仅充分展现了新时
代中小学生的精神风貌，
还在校园探索着有价值的
文化表达和文化传播，为
戏剧舞台提供了令人耳目
一新的校园实践。

——首都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胡谱忠谈当下的
中小学戏剧演出

当 今 ， 以 虚 拟 交 互 、
沉浸体验为核心的红色文
化应用场景日渐增多。凭
借数字化采集加工、三维
模拟、虚拟仿真、实时传
感等技术手段，红色文化
场景将革命史实及精神宗
旨以可视、可听、可感、
可触的样态呈现给大众，
为红色文化传承传播增添
了新的活力。增设开放可
塑的场景体验空间，打造
基于人际交往活动的场景
体验模式，推动红色文化
场景的线上转移，是促进
红色文化更好更有效传播
的重要手段。

——中国政法大学法
治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祖
昊谈用好场景资源，助力
红色文化传承

如何为青年武戏演员
提供更多锻炼和展现的机
会？一要加强武戏剧目储
备。一出戏能救活一个院
团，一出群体武戏能调动
一 个 院 团 的 整 个 武 戏 群
体 。 要 通 过 复 排 经 典 剧
目、创作新编剧目，让武
戏不只停留在折子戏、垫
场戏，让越来越多的“大
武戏”、经典传统武戏、新
编创排武戏登台亮相，确
保 更 多 年 轻 演 员 从 练 功
房、排练场走上舞台，达
到以戏带功、以功促戏的
效果。二要让武戏演员有
用“武”之地。通过戏曲
展演等大型舞台和戏曲进
校园、戏曲进乡村等惠民
活动，充分调动武戏演员
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与观
众的对话中建立自信，找
到自我价值，逐渐成长为
德艺双馨、可堪大任的文
艺工作者。

——沈阳师范大学副
教授钟英谈如何推动武戏
演员更快成长

（苗 春整理）

给电视节目增加更多营养
陈 辰

给电视节目增加更多营养
陈 辰

从主持人到制片人，我在电
视行业深耕了 20 年，见证了它的
辉煌，也亲历了它的挑战。我一
直在思考：“大众究竟需要什么样
的节目？”当代年轻人喜欢用“电
子榨菜”形容视听文艺节目，即
够咸、够辣、够下饭，对于它的
营养没有太高要求。但恰恰是这
些“电子榨菜”，正通过控制人们
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塑
造年轻人的思想和性格。因此，
我萌发了做一档科学思想谈话节
目的想法，希望这档节目不仅受

到年轻人喜欢，还能有丰富营
养，给观众带来启迪。这就是

《未来中国》节目的由来。
业 内 公 认 科 学 类 节 目 有 门

槛，易枯燥，不好做。但这条少
有人走的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

创新空间。如何破除认知门槛，
让科学类节目易懂、好看？我们在
节目模式上进行了反复推敲，最终
决定引入“科学青年团”，通过脱口
秀式的科普竞演与沉浸式的探访
外拍，围绕“深空探测”“商用飞机”

“生殖与干细胞”等主题展开生动
有趣的知识分享和大脑碰撞。节
目中的“科学青年团”不仅拥有高
颜值，而且专业背景也足够“硬
核”：天才科学发明家、B 站知名
科普UP主、理工科博士、隐藏在唱
跳歌手中的学霸……他们在自己
的专业领域里发光发热，真正“有
颜又有脑”。

“科学青年团”是年轻人追随
的偶像，更值得关注的是，来到
节目中的还有偶像之上的偶像，
他们既是各领域的顶尖科学家，
又极具性格魅力。如国产大型喷
气式民用飞机 C919总设计师吴光
辉院士，54 岁时和年轻人一起考
取飞行执照；中国月球探测器嫦

娥三号、嫦娥四号、火星探测器
天问一号副总设计师贾阳是一个
浪漫的诗人……《未来中国》 就
在塑造着这样的新时代新偶像。

第一季播出后，节目被评为
国家广电总局 2022 年广播电视创
新创优节目。第二季筹备之初，
我们又确立了新的目标：在保持
科学前沿性的同时，展现和每一
个人密切相关的未来生活图景。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
通过实地考察大熊猫国家公园，
打卡上海金海湿地公园，让大家
意识到动物保护从我做起；倡导

“节能减排”，我们深入中石化二
氧化碳驱油先导示范基地、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探
究“双碳”背景下绿色能源的应
用等，让观众切身感受到科学家
用“看不见的努力”为我们带来
的“看得见的美好”。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
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

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
置。科学传播向来是重点和难点，
第二季我们与长三角区域合作办
公室进行了深度合作，东方、江苏、
浙江、安徽四家卫视联动播出，期
望通过这次思想风暴，让长三角的
科研新硕果对未来的影响更大，
更贴近生活。

有科学家说过，科学的社会
功能有两个，一个是生产力的功
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生产工具
转化为生产力；另外一个是它的
教育功能，作用于人类心灵。在

《未来中国》中，科学家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也在启发观众重新理解
人生、世界、未来。蒲慕明院士
提到“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科学公
民的素养”；潘建伟院士谈到，他
去奥地利的一个小村庄时，一位
老奶奶坐着轮椅来听他的讲座，
告诉他“我看过您写的文章”，从
中受到很大启发。我还记得节目
中贾阳的提问：未来的人类最希
望现在的人保存下来什么东西？
现在就是未来的开端，有了当下
无数青年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
地去创造、探索，中国的未来将
更加光辉灿烂。

（作者为东方卫视 《未来中
国》节目制片人、主持人）

▲陈辰（前右一）、包信和院士（前右二）和“科学青年
团”合影。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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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跟着李白
看中国》节目海报。

图②：《我在岛屿
读书2》节目海报。

图③：《登场了！
北京中轴线》 节目
海报。

图④：《2023端午
奇妙游》节目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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