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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师文静

传统艺术、文博考古

两大主题节目精耕细作

传统艺术和文博考古是这两年传统
文化节目的重头戏，很多节目在这两大
领域不断深耕细作，拿出越来越好看、越
来越惊艳的文化综艺作品。

在诗词、典籍等传统文化艺术精粹
被不断做成文化节目后，经典传统画作
也成为创新化表达的依托和对象。大型
文化节目《诗画中国》近日开播后，引发
观众热议，节目在艺术表现形式与内容
题材上拓宽新领域，堪称文化节目典范。
这档节目从近千幅作品中选出40余幅画
作、50多首诗文，畅游诗中画，品味画中
诗，观众跟随节目领略《竹石图》《墨梅
图》《杂花图》《昭陵六骏图》《万壑松风
图》《公孙大娘舞剑图》《溪山行旅图》等
经典画作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蕴，感受
独具特色的中华美学追求。在节目形式
上，从汉唐气象、宋元境界到明清风韵，
节目以诗画贯通全局，创作了一批歌曲、
舞蹈、音乐、吟唱、武术等作品来演绎这
些诗画，体现了诗情，更演绎了画意。整
个节目精致、精美又恢宏大气，掀起一股
文化风潮。

聚焦传统艺术的文化综艺，还有最
近刚开播的《中国有川剧》等。在《中国有
川剧》的舞台上，演员们带来了《石怀玉
惊梦》《逼侄赴科》《马房放奎》等一系列
代表性川剧作品，在虚实结合、移形换
景、实景穿越等技术手段的加持下，为广
大观众打造了一场川剧盛宴。

除了传统艺术被不断地创新表达，
文博考古也一直是文化综艺节目的重要
内容类型，而且节目模式不断创新，文博
寻访、考古探秘等节目不断涌现。

近日开播的大型文化节目《中国国
宝大会》第二季，延续传统的知识传播节
目模式，再次开启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
的奇妙之旅。十二期节目分别围绕“动
物、饮食、游戏、服饰、军事、经济、运河、
科技、交流”等主题，奉献上气魄宏大的
文物主题大餐，观众可以认识红山玉龙、
妇好玉凤、河姆渡陶猪、错金铜博山炉等
精彩绝伦的国宝。

刚收官的首季《中国考古大会》打出
“考古空间探秘”的旗号，用13场纵横时
空的“遗址遨游”，为广大观众送上文化
盛宴。从距今七十万年前的周口店遗址
到八九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六千多年前
的城头山遗址、五千年前的良渚遗址、三
千多年前的殷墟遗址，再到三星堆遗址、
二里头遗址，节目浓缩了中华文明的起
源和发展，自带耀眼光芒。

正在播出的文化探索纪实节目《闪
耀吧！中华文明》以考古现场为依托，以
一线考古专家、资深文博历史学者第一
手的真实经历和研究成果为支撑，展现
三星堆、秦始皇帝陵、唐长安城、“南海一
号”、殷墟、敦煌等六个考古现场和文博

入诗入画的东方美学大展台

文化综艺永远在创新
秘境，大唐遗宝等历史谜团也铺陈在观
众眼前。《闪耀吧！中华文明》邀请陈坤等
明星，以年轻的语态解读中华文明的闪
耀时刻，激发着当代人对传统文化和当
代国潮的兴趣。

刚收官的《博物馆之城》从博物馆与
城市的角度切入，聚焦北京这座拥有200
多座博物馆的城市，彰显古都风韵。节目
带着观众沉浸式看懂博物馆，首次公开
各大博物馆的文物库房，首次公开尘封
在万寿寺佛像背后的祭疏、紫檀博物馆
天坛模型内部结构……传递硬核的博物
馆信息。

内容博大宽泛

节目主题一直在拓展

从诗词、画作、舞蹈、书籍、国宝、戏
曲、非遗手艺，再到饮食、服饰、文化遗址、
考古现场等，文化综艺节目聚焦和关注的
内容在不断地拓展边界，把博大精深的传
统文化以新颖的形式呈现给观众。

此前的文化旅游探险节目大多聚焦
风景名胜、秀美山川等，而在新播节目
中，文化旅游探险开始聚焦乡村。《山水
间的家》带领观众走进美丽乡村人家，探
寻山水田园间的诗情画意，也在一个个

“乡村微缩景观”里探寻中国乡村发展的
内在经验。每期节目探访两个乡村，由主
持人、文化学者组成“新村民”小队，共同
踏上一段山水旅程，深入农家，体验“开
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之美。而
文旅节目《还有诗和远方·诗画浙江篇第
三季》中，节目嘉宾以名诗佳句为指引，
从不同视角立体呈现浙江省多彩风景之
美和意蕴丰富的文化之美。节目在诗歌
与地理、文化与旅游、历史与当下的结合
中，打造出一幅幅古老诗歌照拂今人心
境的“宝藏文旅图鉴”。

美食文化也是文化综艺节目的青睐
主题，美食探险、美食记录等节目甚是流
行，而当下不少文化美食节目，开始聚焦
地域美食，深挖地域美食历史和风土人
情。刚播出的《好味知时节》就以乐山甜
皮鸭、泸沽湖白马鸡汤、火盆烧烤、坨坨
肉、东坡肘子、龙眼酥、茭白炖猪蹄等美
食，展现出食物所带来的氛围感，系统化
书写西南地区的美食风俗志。节目中丰
盛的菜肴、新鲜的食材、欢聚的场所被镜
头捕捉，节目蕴含历史地理、文学艺术、
风土人情的互相融合。这档节目中，观众
可以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历史文化。

文化节目还延伸到了“中外文明交
流互鉴”主题，展开跨文明体系的对话与
节目创新。《遇鉴文明》每期节目以一中
一外两个文明载体的交流为主题，邀请
中外文化学者，以访谈的形式配合外景
短片、文艺表演、AR环屏视觉展示等多
种手段进行。节目在十二个领域展开中
西交流对话，古琴、瓷器、京剧、国画、园
林、家具、服饰、中餐、舞蹈、茶、诗词、故
宫等经典国粹，以及钢琴、玻璃器、歌剧、
油画、西餐、咖啡、卢浮宫等西方文化元
素，互相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多元化表达创意不断

节目越拍越有“高级感”

文化节目除了在内容题材上不断地
拓新，节目多元化表达方面的不断探索
也让观众耳目一新。一些节目融合话剧、
影视、探访、音乐等多样的表达方式，再
通过高科技感的舞美，拓展着节目的呈
现样态。一些节目打破舞台限制，走到山
川大地、古迹名胜等地拍摄，为观众呈现
极为震撼的视觉冲击。不断追求表达创
新的文化综艺越来越具有视听审美的质
感、高级感，让观众爱不释手。

而像《典籍里的中国》《中秋奇妙游》
《国家宝藏·展演季》等文化节目已经做
到了视觉效果的炉火纯青，将舞蹈、话
剧、音乐等艺术元素与传统文化、文化遗
产相结合，采用影视化的拍摄方式，给观
众带来看影视大片的视觉体验。《国家宝
藏·展演季》中的舞蹈诗剧《入画》以舞姿
绘就江山青绿，展现《千里江山图》的精
神内涵；舞者与机械臂合作创意舞蹈，描
摹现代质感的《万岁通天帖》。节目营造
的恢宏、壮美的视觉效果，惊艳观众。而

《2022中国诗词大会》一档诗词挑战节目
竟然也拍出了文化大片的感觉，舞美设
计从“日晷”中取得灵感，设置360度环形
屏幕，运用大量虚拟技术，展现四季变换
等大片美景，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视觉体
验。

再比如，《诗画中国》通过现代科技
手段与多元艺术形态为传统诗画作品赋
予新表达。节目中，XR、CG、裸眼3D、全
息影像等先进科技手段的运用，诗、画、
音、舞、剧、曲等艺术形态的融合，辅以电
影级别的拍摄与制作，让经典诗画“活起
来”，整个节目典雅诗意，视觉效果、沉浸
观感、艺术冲击力都很强，满满的高级
感。比如观众可以跟随画中人物畅游《溪
山行旅图》等经典诗画，在CG技术还原
的墨色山水中徜徉；钢琴家郎朗置身明
代画家徐渭的《杂花图》卷中，和交响乐
队共同奏出一曲数字水墨交响；舞者跃
入水下，于巨大的《水图》画轴之间，舞出
南宋马远笔下的十二种水形、水意。这个
节目通过各种科技手段和创意表达，将
诗画与杂技、舞蹈、音乐等艺术形式美轮
美奂地融合在一起，节目的质感令人叹
为观止。

《遇鉴文明》节目则采用了“科技+
艺术”的节目呈现方式，首次将《姑苏繁
华图》中清代的苏州城景象，用AR技术
重现；首次将国画《人物龙凤图》用精美
的视觉及AR进行还原，观众不仅能在访
谈中获取知识，还能非常直观、沉浸式地
感受传统文化艺术。

近日，随着《诗画中国》《闪耀吧！中华文
明》等崭新的文化节目陆续播出，观众又见
识了此类节目生机勃勃的创新力，它们以丰
富的节目样态和新颖的表现手法，让年轻人
也沉迷其中。不仅是内容越来越丰富好看，
而且通过多元化创新表达，节目也越拍越有
高级感。在文化综艺节目里，观众可以真正
遇见如诗如画的东方传统美学表达，感受中
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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