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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广电近几年推出了
《人民领袖毛泽东》《沈从文
与湘西》《中国》《岳麓书
院》 等多部题材多元的优秀
纪录片。此番，湖南广电与
担纲 《中国》 三部曲的伯璟
文化再度携手，以马王堆为
题，抽丝剥茧，解剖一只麻
雀，呈现了一个王朝背后的
市井繁华，也由此呈现了中
国人自古以来的丰盈精神。

马王堆作为中国重要的
考古发现，不是第一次被拍
成纪录片，要创新需要大破
大立。纪录片《马王堆·岁月
不朽》 开篇就很具创新味
道，湖南博物院作为马王堆
的主场，这次成为纪录片的

“影棚”；博物馆解说员的讲
解取代了常规的专家访谈，
成为文物背景知识介绍；参
观游客七嘴八舌的附和感叹，
看似闲笔花絮，实则成为观
影的注脚，由此有了一种别
开生面的纪录片打开方式。

随着镜头推进，观众仿
佛穿越时空隧道，沉浸式地
亲历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过
程，见证了辛追夫人棺椁被
层层打开的惊心动魄瞬间，
惊叹于一个华丽家族的日常。

我想，所有考古纪录片
的终极使命，不仅是为了探
寻古物的前世，更为了照亮
世人的今生，让人幡然找到
时间的坐标。在历史长河
中，今人不是孤立的存在，
而是踩着来路的无数历史碎
片的叠加。

烟 火 气 是 本 片 别 具 一
格、独具匠心的内容。

8集纪录片，除了后2集
的现代延伸内容，全片用了
相当大篇幅去展现马王堆墓
主人的生活日常：从竹简上
的菜肴品类，到漆盘漆耳杯
上的“君幸食”“君幸酒”，
再到出土的众多漆器、饰
品、锦衣、狸猫纹饰、木
梳、帛书……每一件文物不
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连
接古今的桥梁。它们反映了
古人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更
折射出古代社会的世界观和
文化气质。

汉代亲土地重农耕，轻
徭役重休养，在外来宗教还
没有进入中国之前，汉代人
对现世生活投射出最朴素的
追求与向往，表现在各地出
土的汉代陶俑上，皆是一派养
猪、烧柴、生火、做饭的气象，
体现在汉乐府诗里，是大量民
间劳作的欢快调子，这就是烟
火气，是汉代人的普通日常。

《马王堆·岁月不朽》 就
营造出了跨越千年的烟火气
息。烹饪、出游、欢会，一
个生机勃勃的汉代贵族生活
场景被重现在世人眼前，养
宠、健身、相马、哲思，一
个兴趣宽广、爱好多元的汉
朝中国人的面目日渐清晰。
这是本部纪录片解读角度之
精巧所在。王侯将相才子佳
人，大多淹没在历史的洪流
中，而一箪食一瓢饮、一件
罗衣、一盏漆盘，那些承载
日常烟火的器物，留存在民
族记忆的基因里。

第六集 《黄老》 让人眼
前一亮，这是古人超越物质
生活的精神世界，隔着千年
的时光，祖先的养生、相
马、经脉、巫医、占卜、星
相、黄老哲学、对天地自然
的思考等跃然帛上。《马王
堆·岁月不朽》带着嘈杂的参
观人流，一步步走进古代中
国人精致而滚烫的生活，进

而走进古人纯粹而热烈的精
神世界，隔空共鸣，产生强
大的文化认同感。

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
朽》 在影调追求上也凸显品
格。明暗对比、动静对比、
古今对比，把反差做到极
致：一方是博物馆里的人潮
涌动，一方是墓中文物的安
卧千年；一方是解说观众的
嘈嘈杂杂，一方是文物的静
谧无声，此时与彼时，流转
与不朽……这样的反差让人
产生了恍惚感，通过这种时
空交错与虚实结合的手法，
将观众缓缓牵引至汉初的繁
华世界，使现代与古代在视
觉上形成了巧妙的交融。

考古一直是纪录片题材
的富矿。考古纪录片要出圈
出新，除了题材硬、角度
新，也需要手段新、技术
新。技术手段已成为纪录片
主题呈现的硬核手段。《马王
堆·岁月不朽》也是一次“科
技+文化”的创新，通过纪
实拍摄、绘画加 CG 特效相
结合的拍摄手法，充分放大
文物的细节与美感，大大增
强了观感体验。在高清镜头
下，辛追夫人四层棺椁的流
云纹路和色彩细节生动浮
现，瑞兽和神仙的动作清晰
可辨，栩栩如生，纪录片还
真实还原了辛追家族端坐宴
饮的盛况和一件件精致漆器
背后的雅致生活，真切地还
原了西汉时期的生活风貌与
美学追求，为观众呈现了一
场视觉与知识的盛宴。

科技感还体现在作品与
观众的互联网交互体验中，

《马王堆·岁月不朽》 创新性
地利用三维重建等技术，延
展了历史文化的呈现维度。
观众可以通过扫描纪录片中
的专属二维码，查看对应文
物的3D版本，从各个角度观
察文物细节，还可以根据自
己的喜好从文物中提取元素
进行二次创作。这种“科
技+文化”的形式打破了传统
纪录片与观众之间的无形界
限，让历史文化以更加生动、
多元的形式被传承和发扬。

好的纪录片像是打开一
扇窗，透出一缕光，斑驳的
光影让人无限遐想，也吸引
更多同路人借此踏上探索的
旅程。《马王堆·岁月不朽》
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
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深
刻诠释。从古人的生活观到
生死观，《马王堆·岁月不朽》
揭示了“不朽”的深意，是文
物的不朽，是华彩岁月的不
朽，更是中国人思想与文化
的不朽。

（作者系中国电视艺术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视协纪录
片学术委员会会长）

校园里的青春时光

校园题材影视作品给人直观的感
受是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以青年
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创作
者以青葱岁月的时态、少男少女的心
态和青春昂扬的语态为叙事基调，展
现校园里的青春时光。电视剧《最好
的我们》 从进入高中的军训到 10 年
后的职场，完成了青春叙事中的重要
阶段。剧中耿耿、余淮、路星河等角
色充满熟悉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
玩闹，一起惆怅……在点滴细节中复
刻无数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电视
剧《大考》讲述金和县一中高三年级
的师生克服种种困难，以优异成绩完
成高考的故事。剧中田雯雯、周博文、
吴家俊、高铭宇等高中生，以 00后特
有的自信、坚韧和松弛感，主动应对
困难挑战，印证了“少年强则国强”。

学习之余，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成为青春叙事的重头戏。主题班会、
社团活动、文艺汇演、体育比赛……
校园生活舒缓了紧张的课业压力，也
是张扬青春个性的舞台。电视剧《你
好，旧时光》里，振华中学一年一度
的校园艺术节让同学们兴奋不已。米
乔和余周周带领动漫社排练了一出

“历史典故+动漫+器乐伴奏”的创意

表演，收获了老师和同学的热烈掌
声。电视剧 《鸣龙少年》 里 11 班的
同学不乏校园活动达人。李燃是机器
人设计高手，边晓晓的课堂直播走红
网络，江晴朗的说唱表演在学校出尽
风头……他们把兴趣爱好与学习结合
在一起，逐渐确定了高考目标和人生
方向。

没有“出糗”的青春或许是不完
整的。回首过往，往往会有一个或莽
撞冒失或无奈尴尬的瞬间闯进记忆，
在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成为谈资，然
后大笑释怀。那是《最好的我们》里
为了捡东西、身体被卡在防护栏里的
耿耿，是《你好，旧时光》里辛锐阴

差阳错地与林杨、余周周坐在一起看
电影时的尴尬，是《鸣龙少年》里上
课搞怪、被老师教育的江晴朗；是《大
考》里在宿舍区骑电动车、被老师责
罚的潘小宣。这些属于少年少女特有
的幼稚举动和莽撞行为，让青春和校
园多了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回忆。

逐梦路上的人生考场

在校园题材影视作品中，学习和
考试始终是创作的主题主线，无奋
斗不青春。学生的主业是学习，而考
试则是检验学习成果的主要手段。正
因如此，高考成为许多校园题材影视
作品聚焦的主题，也是铺排故事情
节、展现戏剧冲突，与观众产生共情
的重要内容。

《鸣龙少年》《大考》《你好，旧
时光》等作品，都围绕高考展开剧情
的起承转合，用高考推动剧情走向高
潮。《你好，旧时光》 里高中分班考
试、高考誓师大会、模拟考试、志愿
填报等剧情，复刻了万千学子的旧时
光。《鸣龙少年》 里那个不被看好又
充满争议的 11 班，在备战高考的路
上逆风翻盘，成为所在中学引以为傲
的励志榜样。《大考》 里的莘莘学子
克服种种困难，在逆境中奋发图强，
用知识和努力赢得未来。

某种意义上说，人生路上的每个
阶段都面临着选择和考验，求学、深
造、就业、成家……都对应着各种各
样的“考试”。要写好人生答卷，学
校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基于这一
点，创作者需要在校园题材影视创作
中倾注更富有深意的生命哲思，在充
满稚气、朝气和锐气的青春叙事中循
循善诱，春风化雨，让观众尤其是青
少年观众收获人生启迪。可以看到，

《鸣龙少年》《大考》《你好，旧时
光》《最好的我们》 等作品在叙事中
并没有“为了高考而高考”，而是从
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塑造具有独立人
格、身心健康的青少年形象。

一路向阳的成人礼

校园题材影视作品聚焦一个人初
期的成长，从牙牙学语到亭亭玉立，
从懵懂无知到风华正茂，校园生活和

家庭生活共同完成一个人人格、体格
与性格最初的塑形，并在高中毕业前
后完成 18 岁成人礼。《你好，旧时
光》 从高二年级文理分班到高考结
束，把青春的成长融入人生的重要分
水岭。同时，作品不吝笔墨地讲述了
余周周、林杨等角色从幼儿园相识，
到经历家庭变故产生隔阂，再到高中
又一次相遇的过程，把人物的成长轨
迹和心路历程剖析到位，让角色成长
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

青春难免迷茫。成长的烦恼、学
业的压力、身体的发育、青春期的叛
逆，对于懵懂情感的内心悸动，对于
未知人生的不确定性……成为一代又
一代青少年的生命印记。他们是《鸣
龙少年》 里天生“逆鳞”、恣肆洒脱
的 11 班；是 《你好，旧时光》 里古
灵精怪、天马行空的动漫社；是《大
考》 里逆风翻盘、逐梦而歌的网课

“搭子”。他们的青春热情和赤子之心
令人羡慕和感动。

好的校园题材影视作品往往会塑
造性格鲜活、颇具辨识度的教师形
象。《大考》 里的一中校长王本中，

“面有粗相、心头嘹亮”，他刀子嘴、
豆腐心，对学生非常严格也足够关
爱，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学校。《鸣龙
少年》里的英语教师雷鸣和心理教师
桑夏，用不走寻常路的方法，激活了
学生的学习潜力，他们与同学之间亦
师亦友的相处模式令人称道。校园题
材作品往往会强调原生家庭的典型
性，以期为角色的成长轨迹和性格形
成找到更合理的答案。《鸣龙少年》
里稍显孤傲又有着强烈自尊心的李
燃，缺乏安全感又自我保护意识极强
的程雨杉，都有一些来自家庭的伤
痛，也都在学校和老师的关心教育下
走出阴霾，向阳而生。

人生就像扣扣子。青春期是人的
心理与生理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是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步确立的
重要节点。校园题材影视作品需引导
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在剧情中展现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塑造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青少年形象。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报电（鲁文） 2024第二届泰山动
漫节日前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举办。
活动包括品牌展览、非遗展演、文创展
示、互动体验、动漫演出等内容，共吸
引游客及动漫爱好者约 54.96 万人次，
拉动地方消费超2270万元。

本届动漫节由泰安市文化和旅游
局、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支持，中国
动漫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以节促消，打
造“动漫+”文旅消费新场景，开展了
沉浸式数字文化馆、优秀动漫游戏品牌
展、泰山区文旅文创成果展、“共和国
不会忘记”连环画艺术巡展、二次元城
市嘉年华、动漫巡游和“中国动漫 漫
话泰山”动漫促进城市发展沙龙七大板
块、40余项活动。

动漫 IP 形象“泰山小子”“泰山大
妮”以泰山文化为载体，融入“泰山石
敢当”精神内涵，在活动中与观众热情
互动；国内首个 《山海经》 题材 VR 沉
浸体验让游客在数字世界踏上奇幻的神
话之旅；“共和国不会忘记”连环画艺
术巡展，通过现场借阅、数字体验、讲

座交流，唤起读者儿时的记忆；泰山金
属编艺、遇石记、逸致文创等文创产
品，融合了非遗与游戏、动漫主题。文
化和旅游部组织设计开发的2024年“欢
乐春节”吉祥物——“吉祥龙”也亮相
中国动漫集团展位，吸引很多游客驻足
打卡。

中国动漫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史
自文说，本届泰山动漫节守正创新，力
图呈现“文旅融合，动漫标杆；创新应
用，数智赋能；全民节日，文化盛宴”
三方面特色。

泰安市副市长冯能斌认为，悠久厚
重的泰山文化与时尚新潮的动漫文化深
度融合，可以进一步增强泰山文化的影
响力和传播力，将泰安打造成动漫文化
引领地和动漫文创产业发展新高地。

“2023 年，泰山动漫节首次走进泰
山区并永久落户，两年来，动漫节已成
长为具有影响力的文旅 IP。”泰山区委
副书记、区长周鹏飞介绍，泰山区将继
续以此为契机，持续用活丰厚资源，推
动动漫赋能文旅周边产业发展。

本报电 （记者赖睿）“致·
红色华诞 敬·岁月华章”经典
剧目文艺演出日前在北京中央
歌剧院举办。文化和旅游部 10
家直属艺术院团参加演出，通
过演绎经典舞台剧目，共贺新
中国75周年华诞。

演出分为“红色华诞”“致
敬经典”“岁月如歌”“时代华
章”4个篇章，通过老艺术家讲
述 自 己 的 艺 术 经 历 和 创 作 历
程，并结合青年演员在舞台上
的表演展示，串联起不同艺术
形式的经典节目，体现了老中
青三代艺术家的传承。

“红色华诞”篇章以气势磅
礴的 《黄河大合唱》 开场。曾
在延安演唱过 《黄河大合唱》
的女高音歌唱家孟于，今年已
经102岁高龄。她深情回顾了自
己演绎第一代“喜儿”和参加
开国大典的难忘经历。随后，
中 国 歌 剧 舞 剧 院 带 来 《白 毛
女》经典唱段《北风吹·扎红头
绳》 以 及 《江 姐》 经 典 唱 段

《红梅赞》。
“致敬经典”篇章上演了中

国 儿 童 艺 术 剧 院 的 建 院 剧 目
《马兰花》片段，剧中的经典台
词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童谣，
成为一代代人的共同回忆。国
家京剧院带来京剧 《红灯记》
选段。曾在 《红灯记》 中饰演

“李铁梅”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
长瑜说，看到如今祖国强大、
科 技 进 步 ， 自 己 感 到 非 常 幸

福。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是中国芭蕾史上的里程碑，中
央芭蕾舞团演出了剧中的经典
选段《军民联欢》。舞蹈家、中
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表示，中
央芭蕾舞团一代代艺术家以敬
畏之心，让这部作品在舞台上
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岁月如歌”篇章开场由
琵 琶 演 奏 家 赵 聪 领 衔 ， 带 来
琵琶、钢琴与弦乐四重奏 《红
旗·升》。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男
子群舞 《刻骨铭心》、老艺术
家文化志愿服务工程民乐团的
特色乐器演奏 《多彩的旋律》
等节目，形式 多 样 、 风 格 各
异 ， 演 绎 出 对 祖 国 的 歌 颂 与
热爱。

“时代华章”篇章聚焦近年
来广受欢迎的新作品。中国东
方 演 艺 集 团 的 男 女 声 二 重 唱

《春风十万里》、舞蹈诗剧 《只
此青绿》 片段等再现了中国如
诗如画的山河。中央歌剧院歌
唱 家 么 红 的 独 唱 《我 爱 你 中
国》 将气氛推至高潮，观众情
不自禁跟唱。演出在老艺术家
演唱的 《艺术家的奉献》 中落
下帷幕。

本次演出由文化和旅游部
离退休人员服务中心等主办。
现场观众表示，演出汇集了经
典舞台作品，非常过瘾，观看
演出不仅能感受到新中国的发
展脉搏，也能看到中国文化艺
术事业的传承发展。

纪录片《马王堆·岁月不朽》——

跨越千年的烟火相望
范宗钗

《马王堆·岁月不朽》海报。

《马王堆·岁月不朽》剧照。 （本文配图由出品方提供）《马王堆·岁月不朽》剧照。 （本文配图由出品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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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开学季。青春
与校园是一个人成长中难忘
的时光。青春意味着无限的
可能、无穷的力量和充满希
望的未来。近年来，《鸣龙少
年》《大考》《你好，旧时
光》《最好的我们》等影视作
品聚焦校园题材，定格青葱
岁月，致敬青春之歌，把青
春风景镌刻在光影里。

泰山动漫节：

打造“动漫+”文旅消费新场景

▶ 《山 海
经》 题材 VR 沉
浸体验。

主办方供图

以经典剧目致敬岁月华章

电视剧《大考》剧照。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电视剧《鸣龙少年》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