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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在视频网站上线的微纪录
片，讲的是距离大多数现代人生活
遥远的手工艺匠人的故事，“冷门”
体裁加上“冷门”题材，却在网络上
引发大量年轻人自发传播，甚至打
破优酷纪录片种类播放量记录，这
部《了不起的匠人》究竟是怎么对年
轻人“圈粉”？

从去年 6 月上线第一季起，《了
不起的匠人》先后讲述了旗袍匠人、
团扇匠人、角弓匠人的故事。今年
第二季又把主题定位为“东方美”，
展现了制陶匠人、蜀锦匠人、染织匠
人、汉服匠人等 12 位匠人的精巧技

艺和日常生活。
《了不起的匠人》把镜头对准普

通匠人们的手艺生活，不疾不徐地
娓娓道来，正是基于对文化类节目
的自信。不管是《我在故宫修文
物》还是《了不起的匠人》，所展现的
都是“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普通匠
人。这些普通人的不凡之处是他们
用一生去打磨自己的作品，赋予作
品以灵性。当人和器物产生情感关
联时，这些匠器就和现代社会机器
化大生产制造出的商品产生了区
别。而匠人们沉静如水的日常生
活，也和年轻人所处的快节奏都市

生活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让年轻
人倍感兴趣。

为了拥抱年轻人，《了不起的匠
人》在形式上也花了很多“小心思”：
每集20分钟的长度，“短平快”“小而
美”的形式，讲起故事绝不拖泥带水；
区别于传统纪录片严肃的配乐和旁
白，《了不起的匠人》选择了艺人林志
玲作为“分享人”并担任旁白，第二季
还邀请台湾音乐人胡德夫演唱主题
曲《无涯》，为整个节目带来年轻、时
尚的风格，让人眼前一亮；此外，作
为一部网络平台播出的纪录片，《了
不起的匠人》还结合优酷独有的优

势，尝试了搭载直播、边看边买等网
络化、年轻化玩法，赋予文化类节目
在商业层面更多的想象空间。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
国红”“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
花家”（注：种花=中华），这是很多网
友看《了不起的匠人》时的弹幕评论，
真实的语言反映了年轻人在面对伟
大匠人和古老手艺时内心的澎湃和
感动。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就有底
气让年轻人讲出这些话，而越来越
多类似《我在故宫修文物》《了不起
的匠人》的出现，也正在为年轻人打
开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大门。

作为一部海峡题材剧目，
高甲戏《大稻埕》所表现的台湾
人民保台抗日的伟大壮举，是中
华民族不屈不挠民族抗争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台湾当局否认

“九二共识”，台湾社会到处弥漫
着怀念日本占领台湾，“日据”成
为“日治”，日寇屠杀台湾人民的
历史渐被淡忘的今天，创作演出
这样题材的剧目，有着深远的历
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具体的艺术表达上，《大
稻埕》将笔墨重心始终放在对人
物命运、性格乃至人性人情的关
切点上。从尊重血脉传承与历
史情感的立场，《大稻埕》以“家”
为切入点，以“小家”折射“大时
代”，通过一个家的分崩离析，折
射台湾 1895 年风云突变的历
史，寻找那个时代的精神筋骨。
剧中所展现的主要人物，为厦门
同安移入台湾大稻埕的林天来
一家。因为日寇据台的威逼，林
天来与三个性格、志向不同的儿
子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父
亲”林天来起初不理解儿子“老
三”，后来被“老三”、三媳的大义
所唤醒，从起初的彷徨到打消回
同安避难，继而奋起抗争，心底
点燃义无反顾的抗战怒火，最终
舍身成仁，用鲜血谱写了一曲饱
含民族大义的豪迈之歌。

剧作多处出现比兴手法和
细节展现，比如写到“甘蔗没有
两头甜”，较好地烘托关联人物
的处境、情感、心理状态。像当
听到日本军官伊藤提到：“既然
洞箫可以变成尺八，那柴削的祖
宗牌位也就可以当木屐”，林天
来立即“捏住手中的杯子”怒斥
对方，要是谁敢动了我的“祖宗
牌位”，我就要提他的狗头来称
重……类似的生动细节和富有
张力、内涵的道白，折射出两岸
人民共同的文化渊源、伦理教
化和民族情感，也回击了日寇
的侮蔑行为和嚣张气焰。

戏的结尾，也是戏的最高潮
处，在日本据台的“始政日”，编
剧精心设置了闽台戏曲民俗中

“跳加官”表演，这种威逼之下含

着眼泪强作笑颜的“跳加官”，众
人借机用方言攻击日寇，把大
稻埕民众难以名状的复杂心理
展示到极致，更把日本人的厚颜
无耻表现得入木三分，何其独特
然又何其悲怆！平添了戏剧的
表现力。戏中，始终贯穿着高甲
戏独有的“傀儡丑”“破衫丑”等
丑行的表演，丑角行当与人物性
格命运关联，极富象征隐喻。剧
作的“舞台性”，由此可见一斑。

剧作除多了几分历史的厚
重感，依旧保持了曾学文一贯
的编剧特点，依旧写得空灵、
跳脱，依旧给二度创作留下了
空间和余地。

该 剧 由 于 台 湾 导 演 李 小
平、台湾灯光设计车克谦的加
盟，为两岸戏曲舞台艺术的深
度合作再谱新曲。

导 演 在 戏 中 强 化 了 “ 日
据”开始的特定时代背景之下
的那种“威逼感”，将戏中主人
公们面对一步一步的“威逼”，
其间所反映的爱恨情仇，以及
那种猝不及防的应变以及由此
焕发升华的反抗与斗争，人物
的心路历程，被表现得生动真
实，凸显了特定时代的精神筋
骨和民族气节。

该剧融汇了多种戏剧观念，
打破了东方艺术表达与西方戏
剧表现性语言的“藩篱”，在现代
审美与古典神韵的有机融合上
找到成功的钥匙。比如在表现
日寇残杀台湾同胞时，导演只用
一名日寇军官伊藤在人群高处
挥舞手中的指挥刀，随着刀起刀
落，一群无辜便应声倒下。这样

“以一当十”“虚拟表意”的舞台处
理，无疑是超越再现、走向表现
的极致。开场戏等多个场景，不
拘一格地借鉴融入了西方话剧、
影视等叙事技法或表现手段，既
重视高甲戏剧种表演本身的样
式感，又注重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剧用“当
代性”的戏剧舞台语汇彰显传统
戏曲的美学特质，以现代审美诠
释历史，颇具“乱世英气”的史
诗意味。

凸现精神筋骨
和民族大义
□吴新斌

《了不起的匠人》：

传统文化再次打动年轻人
□文 冰

《了不起的匠人》：

传统文化再次打动年轻人
□文 冰

利比里亚记者阿尔法手握毛笔，一笔一划地
临摹着“和”字。北京东岳庙的书法老师告诉他

“中正仁和”是中国清朝雍正皇帝写的，挂在紫禁
城养心殿，是说帝王要中庸正直、仁爱和谐。

阿尔法是跟着50多名外国记者组成的媒体团
来到中国的。他们此行要待10个月，到中国各地
进行采访。之前他们已经去了安徽、河南、福建
等地，端午节前回到北京，刚好赶上了东岳庙的
雅集活动。

东岳雅集是去年开始的，由设在北京东岳庙
的北京民俗博物馆主办的一系列以节气为主轴的
民俗主题文化活动。谈到策划初衷，东岳雅集创
始人之一遂岩表示：“节气代表着汉文化的农耕文
明，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生活习惯还与节气息
息相关。所以，我们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雅集这
种形式，把诗词歌舞、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精
粹重新整合，与当下产生关联。”

今年的端午与小满相邻，东岳雅集不仅安排
有拓片、木刻、版画、书法、太极、茶道、汉服
礼仪等传统文化体验活动，还有汉服秀、民乐、
诗歌创作朗诵、京剧等表演。画家祖莪现场题写
书法，易学研究者何子文开设了周易与现代风水

关系的讲座。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国内外朋友大呼
过瘾。

来自巴基斯坦独立新闻社的记者扎米尔就表
示，虽然在巴基斯坦从事中国经济报道多年，但
对中国文化却了解得很少。此次在东岳庙，他得
以一次性接触到这么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真的非
常难得。尼泊尔记者南德拉也开心地说，自己很
喜欢汉服，喜欢了解中国的历史。他们都表示回
国后会向本国民众更多地介绍中国文化。

“这样的活动不仅把我们的节气文化、节日
文化凸显出来，而且让国内外朋友可以在体验
过程中穿上汉服，拍上照片，来更好地传递我
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北京朝阳区文化委员会主
任高春利告诉记者。朝阳区作为文化产业相对
集中、文化底蕴相对深厚、驻华使馆相对密集
的区域，一直很重视传统文化传承和中外文化
交流。位于朝阳区的北京民俗博物院是北京唯
一一座国办民俗类专题博物馆，一直以来都致
力于传统的传承，北京民俗博物馆馆长曹彦生
表示，今后将通过东岳雅集这个平台，把博物
馆打造成展示、弘扬与传承民俗文化、增进国
际文化交流的活态窗口。

浙江卫视全新升级的 《奔跑
吧》 自开播以来持续占据收视榜
首，目前网络点击总量超过 65 亿，
微博话题热度持续发酵，频频占据
热搜榜单，一举成为本季度最具热
度的现象级综艺。

一档国民现象级综艺的炼成并
非一蹴而就，需要节目不断地创
新，不断地给予观众新鲜有营养的
内容，让观众开心一笑之后又有所
思考，引起话题讨论，回味无穷。
从内容上看，《奔跑吧》 每期的主
题都不尽相同，每期节目结尾处都
会用《奔跑有意义》那样一个短片
动画的形式来提炼引导当期话题，
这些话题无不与时下社会主题价值
相勾连，比如“鸡毛换糖”那期节
目感悟时代的快速变迁，“9vs400
团体站”那期是直面生活的选择，

“男生和女生对抗”那期是不要轻
视你的对手，而最引起轰动的“黄
河大合唱”那期则提出了回顾历史
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奔跑。这种
话题提炼是以往几季 《奔跑吧兄
弟》所没有的，是这一季节目的创
新之处。

一档综艺节目拥有主题设置无
疑是有意义的，是符合观众多重需
求的。伴随真人秀节目影响力不断

扩大，观众的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
升，有单一笑点的节目已经不能满
足观众全部所需，观众需要有时代
认同感、有价值观的节目，需要产
生精神层面的共鸣。从“黄河大合
唱”那期节目播出后的网络互动热
度即可看出，许多网友很受激发，
观众的个人情绪被家国情怀取而代
之。

在弘扬文化自信、共建“一带
一路”的时代大背景下，通过文化
传播手段让老百姓产生对民族文化
的认同感无疑是当下所需。而作为
一档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民现象级

综艺，《奔跑吧》 展示出了该有的
担当。这一点从节目所选择的主
题、地点以及细节道具不难看出：
在第一期“鸡毛换糖”的主题中，
嘉宾们分组化身成上世纪90年代义
乌小商品街的四“大”经商家族，
节目组准备的道具可以说是相当用
心：一脚蹬的健美裤，最时髦的花
衬衫，西装里的大垫肩，一般人根
本买不起的大哥大……节目组正是
通过这些道具细节来呼唤观众遥远
的记忆。继而镜头一转，到了21世
纪。科学的企业化管理取代家族生
意，小商品的种类蔓延到生活各个

领域，智能的物流科技让义乌小商
品走出国门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
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一档90分钟的
节目，通过艺人们的欢笑体验，带
领观众快速感受中国二十年来的飞
速发展和变迁，无疑是具有跨时代
意义的。

延安是黄河流经之要塞，是中
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同时还是新
中国革命老区，能够选择延安作为
一期节目的主题地点，《奔跑吧》

“黄河大合唱”那期节目是用了心
的。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钢琴演
奏家李云迪弹奏钢琴，80名西安音
乐学院合唱团员以及60名西安交响
乐团成员和节目嘉宾们一起庄严演
唱 《保卫黄河》。伴随着气势恢宏
的音乐节奏，网络视频弹幕中飞起
的是“祖国万岁”“好感动”的评
论，浓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强
心，被《奔跑吧》以这种方式猝不
及防的唤醒。

正因为有这样别具匠心的主题
和初衷，《奔跑吧》 摆脱了纯娱乐
综艺的枷锁，变得更加有意义。毕
竟，以举家收看电视为主的中国客
厅文化需要的不仅仅是欢笑声，更
需要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思考。综艺
节目，理应有此担当。

外
国
记
者

感
受
文
化
雅
集集

□

本
报
记
者

郑

娜

文\

图

以挖掘、传承民

俗 为 长 的 北 京 东 岳

庙，从 2016 年开始，

以24节气为主轴，举

办不同主题的文化雅

集，至今已做了十几

个节气。今年小满，

刚 好 与 端 午 临 近 ，

“东岳雅集”不仅策

划了与小满有关的文

化活动，还特别增加

“端午国际文化季”

板块，吸引来不少国

内外游客，为挖掘和

整合传统文化做出了

有益探索。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
《开炉》将于6月2日至4日在国家话
剧院剧场演出。作为2016年度国家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该剧围绕日寇统
治下沈阳北市场老字号“义和盛”铁
匠铺三兄弟的故事，展现了普通中国
人觉醒、站起、奋进的心路历程。

该剧由孙浩编剧，宋国锋导演，
分为熄炉、诊炉、护炉、醒炉、开炉五
个篇章，围绕那个先封后燃的祖传铁
炉，依次展现了开不开、为什么
开、怎么开、开了以后干什么等戏
剧过程，以此为线索塑造了冯淑
玉、赵铁锤等几个艺术形象。

辽宁人艺院长佟春光介绍，剧
中，被认为早已在“平顶山惨案”
中丧生的义和盛大师兄赵铁锤在经

历非人般的五年后回到北市场，却
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义和盛在
日伪政府时期因种种压力被迫熄火
停业，二师弟陈铁墩因抗日行为被
日军抓了起来，自己的发妻也改嫁
给三师弟罗铁杠……

“开炉，开的是打铁灭敌之炉，
更是中国人民的心灵之炉、精神之
炉、力量之炉。”佟春光说。《开
炉》 融合了相声、二人转、东北大
鼓等艺术形式，希望在真实的历史
感中，让人物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
神唤起当代观众的共鸣和思考。编
剧孙浩表示，希望通过这部剧创造
出一种沈阳作风、沈阳气派的、洋
溢着鲜明的东北文化精神、东北美
学品格的话剧。 （郑 娜）

辽宁人艺进京“开炉”

《奔跑吧》：

观众需要有时代认同感的综艺
□梦 瑶

▲外国记者在东岳庙展示书法体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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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雅乐、起祭舞、圣像揭幕……5
月 26 日，丁酉年即墨文庙开庙暨祭
孔大典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文庙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孔子
后裔、劳动模范、道德模范、教师学生
和市民等社会各界人士 120 余人一
同参与大典，祭拜孔子。

即墨文庙始建于元代，至清同治
十年，历经23次修建，形成完整的儒

学文化建筑群，1929 年毁于战火，
2015年 1月开始复建，2016年 8月竣
工。即墨文庙为三进院落，由大成
门、大成殿、崇圣祠、东西庑、乡贤名
宦祠等建筑组成。当天，即墨文庙还
举行了祭孔大典，以“乐、歌、舞、礼”
四种艺术形式，阐释了孔子学说中

“礼”的涵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
立人”的思想。 （文 凯）

山东即墨文庙开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