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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齐乐） 日前，由中国电视
艺术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纪录片 《千里
江入淮》 研讨会在京举办。该片从工程
历史、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民生发展、
生态保护、航运经济 6 个角度，全面立体
地讲述了引江济淮工程建设的感人故事，
播出后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股
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引江济淮工程总
规划师朱青认为，这部纪录片的播出，向
世人揭开了引江济淮工程的神秘面纱，展
示了几代人铸造的治水丰碑。

安 徽 广 播 电 视 台 纪 录 片 中 心 副 总
监 、《千里江入淮》 总 导 演 王 振 涛 说 ，
引 江 济 淮 工 程 是 具 有 时 代 特 征 的 好 题
材、好故事，值得纪录片人倾情书写。
作品将历史和现实交织在一起，通过真
实的历史影像、专家的权威解读以及各
领域当事人的生动回忆，全方位展示了
广大建设者为工程建设的艰辛付出和他
们的心路历程，以纪实的方式为利在当
代 、 功 在 千 秋 的 引 江 济 淮 工 程 存 志
立档。

业内专家认为，该片采用客观的视
角、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全景式反映
了引江济淮工程的辉煌成就，展现了新
时代的工匠精神，是对家国情怀的礼赞。

日前，中国木偶艺术剧院
的演员在北京市通州区电影院
为 300 余位观众现场演绎木偶
剧 《大闹天宫》 经典段落。半
个多小时的精彩表演与互动
后，影院放映了动画片 《西游
记之七十二变》。这场“电影主
题表演+放映”活动的举办，标
志着通州区“运河边的光影故

事”暨“身边的光影”电影公益
放映系列活动开启。

本次系列活动由北京市通
州区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市电
影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
将覆盖全区 22 个乡镇、街道
的 400 多个放映点位。

图为现场的木偶表演。
         邢  焱图/文

日前，《走进京剧的黄金时代——纪
念富连成 120 周年百集口述历史纪录片》
上线分享会在北京举行。

富连成诞生于 1904 年，被誉为京剧
“第一科班”，也是京剧大师的摇篮。在
其 40 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先后培养了数
百位学员，人们熟悉的梅兰芳、周信芳、
马连良、谭富英、叶盛章、裘盛戎、袁
世海等京剧名家皆出自这里，其办学历
程是凝聚数代京剧人毕生心血的艺术薪
传之路，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

在富连成成立 120 周年之际，中国
青年报社推出这部百集口述历史纪录片，
深入访谈富连成创始人叶春善嫡孙、京
剧演员叶金森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富连成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京剧演员孙萍夫妇
及其他相关人士，全面梳理富连成的辉
煌历程，讲述京剧名家的成长故事，介
绍京剧的海外传播等。该片日前已开始
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等上线。

中国青年报社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部纪录片会让更多年轻人了解那段历史，
在心中种下一颗热爱京剧、传承和发扬
京剧的种子，“这也是中国青年报社不遗
余力精心打造这部百集口述历史纪录片
的初衷”。

叶金森认为，这部纪录片由中国青
年报社制作出品非常合适，“理应向青年
人介绍京剧，让了解、喜爱京剧的人越
来越多。”

孙萍说，京剧前辈已逐渐离世，“等
我们这一辈曾经听他们讲故事的人再离
开，那京剧的一部分历史就会永远消失
在时间长河里。这部口述历史纪录片的
意义就是替后人保存京剧的历史。”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刘坚认为，这部
百集口述历史纪录片承载的历史事实和
相关理论为富连成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
要资料，弥足珍贵。

11 月 23 日，《花儿绽放》
节目总决赛暨颁奖盛典举办，
持续 5 个多月的绚烂“花事”
落下帷幕。这档由湖南卫视、
芒果 TV 打造的中国乡村女性
励志竞技综艺频频引发热议，
并得到广电总局、国家民委、
全国妇联、文旅部等单位的
推介。

《花儿绽放》 的魅力，首
先来自节目汇聚起的 36 位不
一般的女性，她们来自云南大
理、江苏南京、湖南长沙等
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
人”，其中高学历和海归女性
的乡村创业故事极具特色，令
人难忘。

明月毕业于美国加州大
学戴维斯分校，她辞去国外
的高薪工作，回到中国乡村
养鸡。近来，她养的鸡从 60
万羽增加到 70 万羽，还和大
湾区签订了 1.2 亿元的合作意
向；程玉姣毕业于英国诺丁
汉大学，现在是山西省太原
市晋源区三家村党支部副书
记，她研发出“养鱼不换水，
种菜不施肥”的“鱼菜混养”
模式，带领村民开启致富之
路；从新加坡获得金融学硕士
学位的黄诗琦回国投入养鸭事
业，把自己从小不喜欢的鸭
子，打造成食客们喜欢的“香
茅草鸭子”；加拿大读本科、
澳大利亚读硕士的徐冰昕自爆
她的拿手农活是驴肉料理和农
机，500 头德州驴在她的管理
下，实现产销一条龙……

高知女性、海归人才躬身
入局，成为乡村全面振兴路上
的“新农人”，充分体现出乡
村创新创业的吸引力。这些高
水平、高认知、高情商的新时
代女性与传统的农业农村相碰
撞，“理念破维”与“产业革
新”便成为节目的日常主题，
充分体现在“滋味之美·村
飨”“潮流之美·村秀”“活力
之美·村赛”“创意之美·村
集”“多彩之美·村晚”5 大

“村潮”企划中。最让观众印
象深刻的，还是她们总结提炼
自己对乡村产业理解与设计的
高光时刻。节目中的“年度全
能大花”称号并非单纯靠才
艺、颜值便可轻松获得，谁能
为最美乡村代言，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靠的是能力和本事，
凭的是智慧和真情。

由此，这档节目在乡村全
面振兴这一宏大主题的规定和
引导下呈现个体的鲜活姿态、
多维的女性风貌、乡村的时代
新颜，综艺节目惯常使用的

“有趣”标签，便被“有料、
有益、有意义”所覆盖、升
级，一个个故事、一段段表

达，鲜活地彰显着中国乡村在
认知和理念维度上的新变化：
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女性正成为县域现代化和
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

“如花在野，一路芬芳。”
让更多优秀的乡村女性被看
见，让更多饱含生命力的人生
绽放光彩，是这档节目真善美
气质的来源。竞技并非目的，
而是要让优秀的人取得更卓越
的成就，将新的思路带到乡村
全面振兴和家国建设之中。节
目中的“乡事知多少”环节，
让有关乡村的知识飞入寻常百
姓家；节目也邀请多位乡村产
业 的 探 索 者 进 行 “ 花 儿 夜
聊”，实实在在地探寻乡村全
面振兴之路，帮助“一线”人
员因村制宜，打开思路，找到
符合各自特色的发展路径。

《花儿绽放》 中的女性用
热情与智慧参与家乡规划、乡
村建设，显示了新时代女性的
力量，也促进了民族团结。节
目通过她们的故事，增强了各
民族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性的
认同和归属感，传递出“我们
共同的家园，我们共同的奋
斗”的强烈愿望。

近来，山东广播电视台的诗词类
综艺节目 《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热
播，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比拼的赛制
独具一格。节目以“诗词+家庭”为关
键词，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
社会生活中的积极影响，为当下“寓
教于乐”的家庭教育提供了范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
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众多以诗词
文化为创作土壤的综艺节目凭借其丰
富的文化底蕴深受观众青睐，成为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引擎，在中国视听
领域内掀起了一阵文化热潮。

贴近观众需求

2013 年，河北广播电视台的 《中
华好诗词》 节目初露锋芒，受到“推
动原创，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生机”
的赞誉。2016 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的 《中国诗词大会》 第一季脱颖而出，
成为诗词类综艺节目的标杆，进一步
推动了国内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开发热
潮。随后几年，诗词类综艺节目不仅
实现数量上的井喷，更迎来口碑上的
腾飞。

如今，文化类综艺节目已从最初
泛娱乐化浪潮中的一股“清流”，逐渐
成为引领行业趋势的“主流”。这一显
著转变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动
因与文化逻辑。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人民的物质生活
水平显著提升，精神文化需求也不断
增长，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自发性向
往 与 寻 求 日 益 强 烈 。 诗 词 类 节 目 的

“出圈”是文化类节目发展的缩影，这
既源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众对传
统文化回归的深切呼唤，也源于物质
充裕后人们对精神家园建设的自发追
求，更源于诗词引发的大众心中的集
体共鸣，人们普遍希望借此唤醒文化
记忆、深化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
故而诗词类综艺节目的创作可谓恰逢
其时。

诗意贯通古今

中华古典诗词是古代诗人才情智
慧的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
求，早已融入华夏儿女的血脉。千百
年前的诗人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
感所思融入字里行间，创作出流光溢
彩、浪漫无比的诗篇。然而，由于每
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的环境不同，
对诗歌的理解和感悟也会有所差异。
那些传世诗篇穿越悠悠时光、让我们
恍然大悟的瞬间，才是先人们留给后
辈最浓厚的诗意。诗词类综艺节目向
观众传递历史文化知识和哲学思考，

使观众在欣赏诗词之美的同时，获得
情感共鸣和心灵滋养；观众也会根据
自身经历和感受，对节目产生不同理
解和感悟，反过来影响节目的制作方
向和内容选择。这种双向交流不断丰
富和完善着诗词的文化意义。

揆诸今日，综艺节目模式的开发
思路已经从过去的“创作大众爆款”
逐渐走向“钻研圈层热款”，在受众群
体愈发细分的当下，诗词类综艺节目
普遍尝试寻找更小切口。如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的 《经典咏流传》“和诗以
歌”，为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形式上
更具张力，每一位观众都是经典诗词
的“传唱人”；《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将“师教”和“家教”统一，着眼于

“培根铸魂”，带出对家庭教育问题和
社会热点话题的探讨；江苏广播电视
台的 《我爱古诗词》 锁定中小学生人
群，内容紧扣课本教学，打造丰富生
动的“第二课堂”；腾讯视频的 《邻家
诗话》 以诗、歌、乐、舞、书、画、
茶为载体，以“诗歌庭院雅集”的形
式挖掘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好情感，为
诗词类综艺节目发展提供了竞技形式
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值得关注的是，诗词类综艺节目
并未呈现出“高门槛”。中华诗词如万
古 江 河 ， 有 多 少 诗 篇 ， 就 有 多 少 种

“中国式浪漫”在华夏儿女的血脉深处
流淌不息。诗词类综艺节目唤醒了这
样的血脉，使节目的传播成为一种自

发行为，让节目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搭建起
连接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桥梁。

融合新兴业态

随着一季季诗词类综艺节目将传
唱度较广的诗篇反复挖掘，未来诗词
类 综 艺 节 目 的 创 新 研 发 也 需 要 注 入

“新鲜血液”。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中华
诗词宝库中寻找出更多可感、可塑的
作品，如何让这类节目更加引人入胜，
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的新课题。笔者
认为有如下方法：

以诗词融合“新业态”，从背诗、
考诗到评诗、用诗，通过诗词呈现千
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绽放千姿百
态。《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让诗词经
由家庭传递，培养家庭的共同爱好，
是对趣味国学、寓教于乐的进一步尝
试；《2024 中国诗词大会》 将“诗词朋
友圈”不断扩大，让青年学子、石油
工人、农民、支教老师、机械工程师
等各行各业的人因对诗词的共同爱好
而相聚。未来诗词类综艺节目更应将
模 式 和 落 点 聚 焦 当 今 时 代 ， 链 接 年
轻人。

以诗词链接“影文旅”，通过诗词
链接到景区发展、文旅融合，再进一
步链接到“与己相关”的生活。《2024
中国诗词大会》 以主题式的设置与观

众从“春天”出发，开启“诗眼看时
代”的壮阔体验；《邻家诗话》 每集选
择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铺一方茶席，
嘉宾在山水之间聊一首诗词、办一场
雅集，在谈笑间读懂千年诗意，并且
带领观众云游“诗词里的中国大地”。
如今视听艺术正与各地文旅景区加快
融合步伐，诗词类综艺节目可以借对
诗词、诗人和诗史的深层次解读，让
诗词元素与旅游项目深度结合、优化
链接，以爱国情怀拨动观众心弦。

以诗词赋能“新模式”，借助新兴
技术提升超级诗词 IP 的表现力。新技
术的涌现为人们提供了新颖独特的审
美体验，也推动了文艺的发展变革。
诗词类综艺节目可借助 CG 动画、模型
复原、VR、XR、AR、AIGC 等手段
打破虚拟与现实的隔阂，用逼真的场
景和特效让千百年前诗词里的景色在
当下“活”起来，通过沉浸式场景唤
起观众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
让诗词产生出更磅礴、更持久的传承
创新力量。《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通
过 AR 技术营造实时虚拟场景，使舞台
设计纵接天地、横览山河，古今交叠、
亦真亦幻；《我爱古诗词》 用新技术打
造 360 度沉浸式舞台，让祖冲之、杜
甫、黄庭坚等先贤穿越时空，实现古
今同屏对话，使课本知识变得立体。

自古以来，诗词就是中华民族精
神生活的共同语言。今天，亲近诗词、
热爱诗词、传承诗词更成为广大年轻
人的生活自觉。在当下视听创作提质
减量、降本增效的良性发展环境下，
回归创作本身、打造艺术精品，是诗
词类综艺节目在高位竞争中站稳脚跟
的关键。使命在前，向“新”求变，
期待未来能够看到更多诗词类综艺节
目的高峰之作，营造文明气象，深刻
展现时代面貌，竞放诗词类节目的新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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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绽放》 节目现场。                  出品方供图

    

上图：《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节目海报。
下图：《我爱古诗词》节目现场。
           本文配图均由出品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