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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物体现中国智慧

《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组
走访了近百家博物馆和考古研
究所，五十余处考古遗址，记录
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
中国八千年历史中的千余件文
物，意在通过解读文物背后的
故事，重建一部基于物质遗存
的文物中国史。

《如果国宝会说话》共四
季，节目组万里挑一，最终在数
量巨大的存世文物中选择了
100个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进行
主要讲述。徐欢表示，挑选文物
的难度并非单纯的美学或学术
问题，而在于我们的时代究竟
如何对历史进行认知和定位。
在节目中出现的文物，例如改
写了世界音乐史的曾侯乙编
钟、推动中国度量衡发展的战
国商鞅方升等，都或在中华文
明的形成与传扬中具有重要价
值，或能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
平、人民的创造精神。“‘中华文
明视频索引’是这部纪录片的
基本定位，因此被我们选中的
文物都不只是承载了一段历
史，它本身就是中国人智慧和
创造力的文明坐标。”

徐欢透露，虽然《如果国宝
会说话》每集只有5分钟，但在
拍摄每一个文物之前，节目组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研读历
史资料和考古报告，还要吸取
历史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意见，
并进行实地考察，“我们要经过
反复论证才能根据文物的特
性、解读和角度，找到适合它的
表现形态。”

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

《如果国宝会说话》与其他
聚焦文物的纪录片有所不同，

虽然旁白依然采用最常见的
第三人称模式，但在文案和表
现形式上将国宝进行了拟人
化。仿佛凝望着你的人头壶、形
似“愤怒的小鸟”的鸮……节目
组试图站在国宝的角度，理解
它背后的历史故事，再通过趣
味旁白讲述出来，“目前五十集
只有一集半采用‘第一人称’让
国宝真的‘开口’说话，但也并
非让文物自我介绍‘大家好，我
是来自六千年前的人头壶’，光
是想想就觉得有点尴尬。”

在徐欢看来，“拟人化”更
多还是希望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力，让看似冷冰冰的文物国宝，
变得有热血与人性。而如何让
年轻人接纳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也是徐欢和团队思考的问
题。首先，他们根据文物自身的
特色以及所要表达的信息不
同，采取或有趣、或大气、或卖
萌的多样叙事风格，试图让博
物馆中沉静的国宝变得灵动起
来。例如在介绍鹰顶金冠饰时
用一小段可爱的黏土动画，清
晰地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竞争
的生存意识；商鞅方升则用纪
实的方式，展示了天下的“标
准”如何诞生。“让文物‘活’起
来，是让它与观众对话，激发观
众探索中华文明历程的好奇
心。”

同时，《如果国宝会说话》
在制作模式上也摒弃了“长篇
论述”的方式，特地采用了5分
钟一集，25集一季的短小精悍
的分集形式，“这涉及当下纪录
片传播方式的问题。我们试图
为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传
播方式，进行了融媒体的尝
试。”

新技术让文物添彩

经过千年的历史沉淀，诸

多古
字画、古
陶器类的文物
都丧失了原本的光泽
和色彩，图案和色彩勾勒甚至
都有些失真。但在《如果国宝会
说话》中，每集主要介绍的文物
不仅采用了近景实拍，每个纹
路都清晰可见;同时节目组也
应用了后期技术，令画面中的
文物又重新恢复了千年前的光
彩。

徐欢表示，每一件文物都
经历了剧本设计、形象设计、动
作设计、人偶制作、背景制作、
拍摄、剪辑调色合成几个阶段。
在拍摄阶段，节目组坚持到各
地博物馆、遗址等地进行实物
实拍。而为更清晰地展示文物
细节，节目组后期则借助了高
精三维数字扫描、高清平面信
息采集、多光影采录等众多新
技术，对拍摄的文物进行二次
加工。

而在目前已播的五十集
中，通过文物手绘、3D动画、特
效的手法来展现文物故事的方
式十分常见。例如第一季第九
集，节目组便利用特效让殷墟
嵌绿松石甲骨上的文字“跑”了
出来，成了栩栩如生的会活动
的动画小人，演示了古代商人
一天的生活劳作画面。在第二
季第一集介绍鹰顶金冠饰时，
节目组也采用了黏土手指动
画，“因为在故事最后，我们想
呈现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握
手，真的手突然出场，肯定比画
两只手要更有视觉冲击力。”

（刘玮 张赫）

正在上映的《狄仁杰之四
大天王》（以下简称《四大天
王》）中，导演徐克将奇幻特效
用到极致，令不少观众赞叹。很
多人喜欢徐克的片子正因为他
的脑洞跟一般人不一样，喜欢
他片中的视觉奇观，但我最喜
欢徐克作品的部分往往是情感
最浓烈的那些，比如《梁祝》对
梁山伯与祝英台两小无猜情感
的演绎，《新龙门客栈》邱莫言

说不出口只能借酒流下的一滴
眼泪，《青蛇》中白蛇产子令法
海对人妖境界大生迷惘……这
些作品都拥有当时年代的奇观
画面，同时人物情感的共鸣度
极高，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

2000年之后，徐克作品有一
个趋势就是奇观式画面越来越
强，打造出国内视效第一人的品
牌。但是过去作品中浓烈的情感
元素逐渐退让，看完整部作品让
人印象最深的可能都是某个惊
心设计的画面，比如《神都龙王》
的水下怪物，《四大天王》眼球迸
出，《狄仁杰》系列逐渐成为一个

“奇观系列”。虽然从《通天帝国》
开始它开创了一个古装探案的

新类型，但之后《神都龙王》和
《四大天王》里的探案元素基本
都沦为一个包装或者一个噱头，
真正的卖点还是“奇观”。

当然，能够在视觉上做到
第一人已经十分成功，只是站
在对徐克更高要求的这个标准
上，我对《四大天王》感到很失
望。失望于它的整个故事，失望
于它的人物，失望于它的情感。

整个故事就是武则天因对
皇帝把亢龙锏赐给狄仁杰不
满，暗中派人夺回，其中夹杂着
方术人士对武后的催眠，使得
狄仁杰还得破真龙飞天案。故
事讲得七零八碎，线索出现得
十分随意，各种强设定比比皆

是。再说狄仁杰和武后两个主
要人物的状态，几乎也没有任
何变化。狄仁杰就是忠心又忠
心，武后就是追求权力没个头，
但这个过程看不出人物情感有
什么波动。整个故事的逻辑过
于脆弱，经不起推敲，看上去徐
克费力地讲一个故事就是为了
表现最后的大战——— 猩猩大战
千眼怪。事实上任何故事都能
引到这样的一出大战，《奇门遁
甲》的最后也是这样。

注重视觉效果轻情感表达
是徐克这些年作品的一个重要
趋势，也许是在内地走大片路线
获得成功之后的一个选择。毕竟
在2000年之后，徐克进行了《七

剑》《女人不坏》《深海寻人》等各
种题材及类型的尝试，最后大获
成功的是《狄仁杰》系列和《智取
威虎山》，打造视觉奇观被屡屡
证明有效。而在设计当代观众所
能接受的人物关系和情感方面，
也许徐克暂时还没有找到太合
适的方法。《四大天王》基本上就
避开了人物和情感，主要精力都
放在如何营造视觉奇观之上。

如果不是因为对徐克有不
一般的感情，倒也不至于对他
如此吹毛求疵。但是“豪情万
丈”的江湖梦，除了徐克还有谁
能帮我们实现呢？如果连徐克
都没有了“情”，还能指望谁的
作品里有？ （小森林）

没没有有了了““情情””的的徐徐克克让让人人失失望望

《如果国宝会说话》总导演揭秘幕后

凭凭借借恰恰当当的的卖卖萌萌
冰冰冷冷文文物物变变灵灵动动

天天娱评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收官，网络评分高达9 . 7分。该纪录片凭借让文物“活”起来的
卖萌画面、聚焦中国文明发展的内涵解说，受到不少年轻观众喜爱。该纪录片总导演徐
欢表示，片子的成功在于用通俗的方式拉近了文物与观众的距离，“通过
文物，我们可以看到创造它的人和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但我们也不
会刻意去讨好观众，即使‘卖萌’也会有一个度在那里。”

▲击鼓说唱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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