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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辽阔边疆到海上岛屿，再到田
间地头，《燃烧的月亮》《田间的少
年》《种地吧》《人不怕出名猪不怕
壮》《岛屿少年》《山水间的家》 等一
系列农业题材综艺用田园美景和自然
韵味拨动了广大观众的心弦。

在这些节目中，明星和素人嘉宾
们拿起锄头、镰刀，开起拖拉机，养
起牛羊，体验着从付出到收获的全过
程，这些场景仿佛一幅幅生动的田园
画卷，让观众感受到泥土的芬芳，发
现农耕文明的魅力。

讲好乡村故事

中国人对土地有着天然的热爱，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种地蕴
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朴素的情
感。农业题材综艺抓住了这一情感内
核，在展现乡村生产劳动的同时，融
入了对乡村文化、民俗民情、历史内
涵的深切关注，更聚焦当下中国乡村
的发展变迁，帮助观众全面了解乡村
现状。

央视农业农村频道 《出道吧！科
技小院》 将镜头对准扎根农村一线的
科技小院学生，探讨农业新技术落地
应用、农业农村发展等问题，为观众
展示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文化的
深度结合。节目中，青年学生和当地
村民之间的真诚互动带来了诸多笑点
与泪点，也让更多年轻观众增强了对
中国“三农”现状的了解。观众纷纷
评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他们做
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向投身农
业的科技工作者致敬”。

同时，农业题材综艺也可通过更
具互动性、体验感的创作方式，在乡
村全面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开启
一场富有活力的乡土育人实践。用
200 天时间在一百多亩土地上播种、
灌溉、施肥、收获，见证一粒粒麦子

变成麦田——在 《种地吧》 节目中，
年轻人走向真正的劳作现场，跟着麦
穗一起成长。

此外，农业题材综艺在四季流转
间，也重塑着中国人对土地的深厚情
感，无论是农民对土地的热爱与依
恋，还是土地对人类的滋养与回馈，
都以真挚的情感打动观众，激发他们
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丰富创作视角

随着农业题材综艺成为创作新热
点，一系列相关节目涌现出来，题材
深度和广度有明显提升和优化。一方
面，节目将农业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
融合，无论是“农业+美食”“农业+文

化”，还是“农业+科技”，都为观众带
来了独特的观看体验；另一方面，节
目选择特定群体作为表现对象，青
年、女性、都市白领等不同类型的群
体，以其独特经历激发观众的共情，
为农业题材综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
多元的视角。

由爱奇艺出品的 《燃烧的月亮》
作为一档全女性阵容节目，邀请了面
包店店主、广告经理、互联网大厂员
工、模特、音乐人、演员等 12 位不
同行业的女嘉宾。不同的人生故事、
不同的性格特点，呈现了丰富、立体
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在 1800 只羊、
120 头牛、6 匹马的陪伴下，12 个女
孩在 1 万多亩土地上开启了自己的成
长之路。150 天里，女孩们每天睡土
炕、打地铺、做大锅饭、放羊、剪羊
毛、喂马、喂牛，充分展现了她们的
生存能力和坚韧品质。

当然，农业题材综艺也不仅局限
于温馨美好的田园牧歌。优酷推出的
综艺节目 《岛屿少年》 将 13 位不同
背景的少年汇聚在福建福鼎嵛山岛，
他们为了建设岛屿不断进行实地调
研，通过向游客征求建议、与岛民深
度交流等方式，完善对岛屿文旅发展
的设想，提出相应提案。在此过程
中，少年们经历了挑战与迷茫，但他
们最终以青春力量冲破迷雾，让嵛山
岛焕发新貌。

提升品牌价值

农业题材综艺之所以能取得成
功，不仅在于它们展现了乡村的美丽
风光和悠久的农耕文化，更在于它们
提供了一种商业转化思路。《种地
吧》 播出期间，“十个勤天”（节目中

10 位嘉宾的组合名称） 同步进行直
播电商卖货，举行了线上售票的麦田
音乐会；《燃烧的月亮》 招募启事一
经发布，便收到上万封简历，引发巨
大关注。与此同时，节目创作者还通
过与当地政府、企业合作，共同打造
具有品牌价值的乡村综艺 IP，不仅
为观众提供了更多了解、关注乡村生
活的窗口，也为乡村带来了全新的发
展机遇。

《田间的少年 （第一季）》 中，
少年们完成承包收购站、柑橘采摘、
售卖等一系列任务，为当地果园农户
增收贡献力量；《田间的少年 （第二
季）》 里，他们学习茶叶知识，体验
茶民生活，推广信阳茶叶。

而《种地吧》则怀着“做大做强”的
目标，逐渐完善上下游产销链条，并推
出一系列周边节目、文创产品和落地
项目。去年，“十个勤天·种地星球”项
目发布，将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
墩镇建设总投资 3.8 亿元“农文旅”融
合的体验基地，通过建设高新农业示
范基地、特色非遗主题民宿、高端农业
品牌田野直播间等举措，深入推动当
地经济发展。此外，《种地吧》麦田音
乐会也已经连续举办两届。今年音乐
会期间，产自杭州市西湖区的多项产
品上线售卖，收入达到 53 万元，拓宽
了乡村发展的模式。

当前，农业题材综艺节目在传承
农业文化、弘扬传统技艺、激发环保
意识、促进城乡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不仅为观众带来了欢乐和思
考，也为乡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
益。期待这类节目继续拓展其内涵和
外 延 ， 为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注 入 更 多
活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聚焦乡村变迁  打造田园风尚

综艺节目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史哲宇  李怡霖

落日时分，《燃烧的月亮》 女嘉宾们集体赶羊回羊圈。        出品方供图  

《种地吧》 麦田音乐会现场。 出品方供图  

不囿于对历史题材、人物塑造
的程式性表演，积极对现实生活作
出艺术表达与回应，这是现代川剧
艺术生命力的重要来源。日前，现
代川剧 《马多福的金饭碗》 由四川
省达州市文化艺术中心、达州市艺
术剧院携手出演，讲述以“金饭
碗”为引、“播种稻谷”为由、发
生在 4位家庭成员间的故事。

该剧通过小家庭视角呈现粮食
安全这一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主题，
以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农事时令为
叙事脉络，通过“立春寿宴”“雨
水返乡”“惊蛰犁田”“谷雨插秧”

“大暑谷长”“秋分收获”6 场戏，
细腻描绘了稻谷从播种至收获的全
过程，其中人物设定与叙事线索并
行，剧情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该剧第一场“立春寿宴”，主要
人物一出场就牵连出一系列现实问
题引发的矛盾冲突：男主角马多福
公司资金遇到困难、夫妻猜疑、兄弟
反目、儿子生活不自立……这些矛
盾的根源在于金钱问题。剧中人物
都想不劳而获得到“金饭碗”，实现
自己的目的。于是引出了戏剧包
袱：“马大山的计划”让他们重返故
乡，辛勤劳动，亲自耕种粮食。

从煮米“满口都是夹生饭”到
“屋漏偏逢连夜雨”再到“惊蛰犁田”
“谷雨插秧”“大暑谷长”，伴随稻子
的成熟，各种波折的抛出使妻子、弟
弟、儿子屡次三番萌生退意。最终，
在马多福的坚持下，他们通过勤劳
的双手种出了粮食，家人之间的矛
盾也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切身体会中得到和解。

作为现代戏，《马多福的金饭
碗》在戏曲舞台融合创新上，展现出
川剧艺术的当代风采。演员与帮腔
的演唱字字清晰，余韵悠长。唱词
雅俗兼具，语言意蕴深远。马多福
拿到“金饭碗”后的唱段“朝思暮想
这金碗，如今得到已大悟坦然……
人生多经苦和难，豁达从容才天地
宽。前半生为发达执念，后半生为
顺遂心安”富含哲理，触动人心。

同时，“爪子、咋个、装莽、
惯司、板眼儿、淘神、焦人、甩火
腿”等方言词汇的巧妙运用，不仅
令本地观众倍感亲切，也让外地观
众领略到川剧幽默风趣的语言技
巧、贯通表里的乡土气息和“悲情
喜演”的独特艺术感染力。

该剧灵活运用不同表演程式，
在描绘角色内心活动时，采用超越
现实的表演手法，通过舞台调度、
灯光设计等巧思，展现角色的内在
情感，使观众沉浸在剧情之中。在
众人各怀鬼胎欲夺“金饭碗”的场
景中，4 人各具特色的步法形态揭

露了其心中贪欲。
此外，该剧还将生活化动作进

行艺术加工，转化为富有美感的舞
蹈小片段。如第四场兄弟插秧的场
景中，女舞者轻快的舞步与男舞者
插秧舞相映成趣，绘就了田间农作
美景；第五场暴雨里的“锄头舞”，通
过挥舞锄头泄洪的生活化动作与翻
身等技巧动作的结合，展现了村民
的团结英勇和泄洪的紧张艰辛。

“金饭碗”到底是什么，是该剧的
重要线索。随着剧情推进，谜底在马
多福一家思想的转变中被解开——
原来大家梦寐以求、象征财富的“金
饭碗”并不存在，只有代表勤俭节约、
拼搏奋斗精神的“土饭碗”。

从剧作开场时的铺张浪费，到
最后抬着箩筐进粮仓时，洒落的谷
粒也要小心翼翼地捡起；从刚返乡
时第一次煮米饭的窘迫、抱怨到最
后吃到自己辛勤劳动成果时的欣
喜、满足，马多福一家的蜕变，既
是对传统美德的重拾，也是对当代
人生活理念的思辨——真正的幸福
并非源自物质的堆砌，而是心灵深
处的满足与精神世界的丰盈。戏至
尾声，马多福决定投资家乡建厂助
力村民致富，主题再度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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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袁子茗） 日前，高校
教育建筑遗产传承与发展论坛暨京
津冀 20 世纪遗产高校联盟研讨会
举办，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位于天
津的第一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
产项目”之一——河北工业大学

（原北洋大学旧址），共话建筑遗产
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论坛上，10 余所高校单位联合
发起《京津冀 20 世纪遗产高校联盟
倡议书》，计划组建联盟并定期开展
国内外学术交流合作，举办建筑文
化活动，推动数字赋能，进一步提升
京津冀 20世纪建筑遗产影响力。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
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
霁翔表示：“在 900 项中国 20 世纪
建筑遗产项目中，109 项是高校教

育建筑遗产，它们是文化的‘金名
片’。”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认
为：“高校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
保护物质层面的建筑本身，也应总
结与保护其所代表的人文和精神内
涵。”中国工程院院士庄惟敏回顾
了北京协和建筑群的变迁历程，并
分析其作为经典的教育遗产如何指
导当今的高校建筑发展。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刘景樑对天津百年建
筑，尤其是 20 世纪高校遗产作建
言评述，强调历史建筑保护应以

“活化”为纲，从“修旧如旧”到
“修旧如故”。

该论坛由河北工业大学、河北
省教育厅科技处主办，中国文物学
会 20 世 纪 建 筑 遗 产 委 员 会 学 术
支持。

京津冀学者共话建筑遗产保护

近日，一堂“文化传承，欢乐学礼”室外活动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良庆区的一个山区小学举行。来自良庆区团委和中建八局广西分公司
的青年志愿者，精心准备了各类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游戏器具，与良庆区南
晓镇团城小学的小朋友们共同开展了投壶等非遗文化游戏。投壶是中国
古代士大夫宴饮时开展的一种投掷游戏，具有礼仪和娱乐的双重属性，在
战国时期较为盛行，尤其是在唐朝，得到了发扬光大。这堂别开生面的活
动课让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了解传统文化，学习谦让之礼。

图为志愿者与学生们正在进行投壶游戏。 金正飞摄  

广西广西：“：“欢乐学礼欢乐学礼””进山区小学进山区小学

民以食为天，一席家宴是中国
人记忆深处的乡愁。2023 年 9 月，
我们策划制作了文化节目 《中国家
宴》，以家宴为主题，再现古代人
真实生活场景；以饮食为线索，展
现中国人绵远悠长的待客之道。

《中国家宴》 第一季关注人生
的六个重要时刻——结婚、周岁、
成人礼、升学、参军、做寿。我们
经过认真的历史考证和细节挖掘，
艺术化再现了千古第一女词人李清
照的“婚宴”、大书法家黄庭坚的

“周岁宴”、大文豪苏东坡为儿子所
办的“成人宴”、“一家六进士”曾

巩家所办的“鹿鸣宴”、抗金名将
韩世忠和梁红玉夫妻出阵前的“军
宴”、爱国诗人陆游八十大寿时的

“寿宴”，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
听体验。

第一季的成功播出，坚定了我
们做“家宴”系列的决心。在第二季
节目中，我们与《国家人文历史》合
作，将视角从个人成长转向人际交
往，提炼古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
映射现代人际交往中的亲情、友情、
爱情与职场关系，为现代人的“生活
美学”增添新的意趣。

延续“聚焦文人士大夫生活”的

核心创意，我们将目光投向唐朝著
名历史人物的宴会，让太平公主、上
官婉儿、杜甫、聂隐娘、郭子仪、白居
易、李白等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登场，
通过故事化设置，分别领衔“裙幄
宴”“鸡黍宴”“开芳宴”“烧尾宴”“渔
舟宴”“春夜宴”六大主题，让观众在
宴会上“遇到”这些熟悉的陌生人。

首期节目“裙幄宴”，从现实
生活切入，以现代社会两位“老闺
蜜”——性格外向、做事风风火火
的蔷薇奶奶和性格恬淡、处事慢条
斯理的茉莉奶奶的视角，穿越历史，
见证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惺惺相惜
的友情。在第二期节目“鸡黍宴”
里，观众可以跟随“城市青年”杜甫
来到乡下，在秋收大宴上感受邻里
乡情的淳朴与温馨。“开芳宴”则在
打戏中，展现聂隐娘与寿光用镜子
映照美好的爱情故事。“烧尾宴”“渔
舟宴”及“春夜宴”，围绕郭子仪的

“职场危机”、白居易淡泊乐天，以及
李白在“大鹏展翅”之前的磨砺，以
古鉴今，用古代故事润泽当代人心。

第二季节目进一步发扬了河南
卫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呈现与
审美表达，在影像化表达上更具突
破性。节目中，由演员吴刚主理的

家宴小馆，就像一个时光隧道，串联
起历史典故和现实故事。吴刚堪称

“心灵摆渡人”，他借助古人的事迹，
娓娓讲述一个个富含智慧与启迪的
故事，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人们，找
到最优解。荔枝酥山、鸡黍饭、牡丹
燕菜等美食的呈现，也让叙述更加
真实，镜头更加细腻。

在传承饮食礼仪、弘扬中华美
食文化的同时，第二季节目更多融
入了国风舞蹈、书法表演等艺术元
素，力求古今文化的完美融合，给
观众带来新的审美体验。

这几年，从“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火爆出圈，到“中国节气”“常识中
国”“中国神话”等节目的接续热播，
我们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立起了具有
东方美学特征、融合传播特点、面向
海内外受众的新时代新文化节目矩
阵。“人生千百味，一宴知千年。”我
们期待通过《中国家宴》，让更多受
众对“家宴”一词有全新的理解，体
悟文化之美、历史之厚、情感之深，
讲好中国故事，向海外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

（作者为河南卫视总监）

在一饮一啄间感受中华文化
王春阳

 ■文艺创作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