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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摩登瞬间，我们触摸历史的最好时代
火成了“大 IP”的《国家宝藏》印证一个事实———

《国家宝藏 》第一季特展揭晓盛典

在电视播出后三小时 ，B 站准时上线 ，
依旧是“流量大户”。 打开视频，零点守

候的弹幕一下子涌出来。
五颜六色的文字下，古琴大师李祥

霆、笛子演奏家王次恒 、琵琶演奏家赵

聪、二胡演奏家果敢 ，以及他们合奏的

《水龙吟》，“收割” 了一大票年轻粉丝。
“此曲只应天上有”“瞬间鸡皮疙瘩”“我

们的民乐丝毫不输交响 ”“此生不悔入

华夏 ” ……一句句不吝极致修辞的话

语， 或者说一次次毫不掩饰的表白，令

“正经到骨子里”的博物馆 、传统文化 ，
集体变得轻盈生动。相似场景自去年 12
月以来，每周日晚都会重复上演。 B 站，
节目播放量破 2000 万；微博上，节目相

关的秒拍视频播放量近 4 亿。
混剪 、说唱 、拟人漫画……当新新

人类以独有的语汇制造出一个个属于

文 物 的 摩 登 瞬 间 ， 事 情 再 次 得 到 印

证———这是我们触摸历史的最好时代。

综艺节目正确打开方式：
不轻视年轻人的欣赏门槛，不
误解 90 后的有趣灵魂

去年 12 月初，《国家宝藏》 第一集

播出，在见到演员饰演的元代画家黄公

望、东晋书法家王羲之 、雍正皇帝穿越

回清朝 ， 围着乾隆 360 度立体声吐槽

时，有专家曾表示过两层忧虑 ：戏剧化

演绎的“小剧场 ”会否令厚重的文物降

格，自带流量的演员会否带偏粉丝的关

注方向。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吴靖对流行文化有持续的观察 。 她发

现，最初那些担忧如今大可解除，“年轻

一代的观众懂得欣赏， 也有独立判断，
知道什么是好的”。 几个很明显的例子

是，上海博物馆那期 ，易烊千玺以大克

鼎的守护人身份出现，而弹幕的“主攻”
方向不是这位粉丝千万的小生，而是潘

达于家族几代人誓死保卫国宝的故事。
节目中特意展示了上博的“捐赠墙”，墙

上 993 个名字出现时，顷刻间的弹幕覆

盖了视频画面。 湖北博物馆云梦睡虎地

秦简出现时，许多年轻人在网上认真地

讨论法家与儒家之争 。 南京博物院的

“小剧场”里，比光脚上阵演绎嵇康的袁

弘更惹眼的，是大家关于竹林七贤砖画

究竟在哪儿出土的自发科普。
节目制片人、 总导演于蕾透露，他

们前期调研时从 B 站的内容总监处证

实了两桩事情：“一是现在的 90 后普遍

特别爱国，他们自打出生就看着国家欣

欣向荣， 所以他们的身体里满是自豪，
特别能被展现祖国伟大、文明灿烂的内

容所燃爆。 二是 B 站上最火的 IP 是上

世纪 90 年代的电视剧《三国演义》。 ”年
轻人不是传说中只喜欢浅薄的东西，相

反，对知识的渴求才是他们的群体特征

之一。
正因为没有轻视年轻人的欣赏门

槛， 节目组创新地运用了高科技舞美；
更因为没有误解 90 后的有趣灵魂，“小

剧场”才大胆起用了受欢迎的演员。 90
后们果然没有辜负美意， 除了 B 站，他

们还在各大网站论坛自发成立答疑解

惑的小组 ，从历史典故到 “博物馆与博

物院的一字之差 ”， 他们一一探讨 、解

答，末了还不忘加上一句“中华气节，精

神永存 ”，或者直接借用 《国家宝藏 》主

题歌《一眼千年》的歌词“那么厚一本时

间，请再翻慢一点”。 在网络热搜中，《千
里江山图》、 杜虎符、《阙楼仪仗图》、骨

笛等文物的热度居高不下；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用大半生时间挖掘国宝的

陈振裕、一家五代为故宫文物工作的梁

金生等等，这些在真实世界里穷经皓首

的文物守护人，统统榜上有名。

在专家看来， 年轻人不拒绝娱乐，
也不盲从于娱乐。 央视很可能示范了综

艺的正确打开方式： 以年轻的视角、趣

味盎然的方式，链接深沉的历史。

这绝非“一次抵达 ”的节
目，文物“火”起来不妨多几种
姿态

年轻人扎堆的地方，这档节目俨然

火成了“大 IP”。 2018 年伊始，位于故宫

文华殿内的清朝各种釉彩大瓶前人满

为患， 许多中小学生拉着家长的手，指

名要看被戏称为乾隆“农家乐审美象征

的瓷母”。 同样，在湖北省博物馆，慕名

前来看越王勾践剑的观众也络绎不绝。
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宝藏》 播出后，故

宫博物院以及八家国家级博物馆（院），
参观量平均增加 50%，而 “为一座博物

馆赴一座城”成为旅游新卖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节目的话题不

仅限于文博垂直领域。 有位专业审计工

作人员，在收看湖北省博物馆一期后从

云梦睡虎地秦简起步，抽丝剥茧式梳理

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审计制度变迁；
《中国妇女报》则以 “打老婆 ，秦始皇也

会对你 say no”为题 ，在新媒体上给出

焕然一新的节目诠释。 更甚者，法国的

小伙子在看了节目视频后，借着翻译软

件加入了网上 《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
的讨论。

上一次令文物站到焦点舞台的，还

是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 片子只有

三集，但迅速走红网络。 令单霁翔感动

的是，给纪录片点赞的人有七成以上是

18 岁到 22 岁的年轻人， 而且播出不久

后，报考故宫修文物岗位的应届毕业生

就超过了 1.5 万人。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

曾志从传播学角度提出“多次抵达”。 在

她看来，《国家宝藏 》不是一档 “一次抵

达”的节目，“传统工业化媒介的发展过

程中， 人们曾习惯于线性逻辑的思考，
总认为有一个本质答案是媒体理应给

出的， 观众也往往期待着答案的出现。
然而，互联网时代 ，个体越来越认识到

答案不止一个 ， 答案存于每个人的心

中”。 如何激发观众主动勾连文物、主动

勾连传统文化的热情 ，真正产生 “一眼

千年”的自豪感 ，一档电视节目只是姿

态之一。
截至 2016 年年底， 全国登记注册

的博物馆达到 4873 家， 收藏的国家珍

贵文物 （即一级 、二级 、三级 ）共 401 万

件， 一年举办的展览数量超过 3 万次。
火爆得引发“故宫跑”的展览有目共睹，
但大量文博事业还是未点燃的蓝海。 这

就是为什么平时不怎么在电视上抛头

露面的馆长们组成了一支“国宝守护天

团”，为博物馆摇旗呐喊。 他们的目标明

确———登上节目的九大 博 物 馆 每 家 三

件文物只是沧海一粟，而许许多多等待

被大众认知的宝贝 ，才是赓续起 “泱泱

中华”的文脉。
借助电视节目平台，各家博物馆用

通俗化的方式打了一波广告———上海

博物馆在“纪传·史记 ”展中 ，以符合青

少年认知的场景再现，让孩子在玩中学

习《史记》中英豪的大智大勇；湖北省博

物馆请国宝讲解机器人上岗，服务于该

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元青花四爱瓶梅

瓶 ”，单日互动量超过 7000 次 ；浙江省

博物馆借 VR 技术， 展现文物的历史文

化内涵 ；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陕西古代文明》 正筹划将 “复原者联

盟”从幕后搬入馆内 ，让文物的修复和

保养直陈于观众眼皮底下……
“再盖 10 个故宫博物院，我们都有

东西可以展”，正如单霁翔所言，上下五

千年文明，一档节目刚刚揭开了其小小

一角。
（题图：登上节目的九家博物馆海报。 ）

成熟手游文化应瞄准全球市场
近来大火的 《旅行青蛙》《跳一跳》

等轻巧休闲游戏，相继激发出女性手游

市场的巨大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学院副教授周逵认为，《旅行青蛙》等游

戏的风靡，是女性在手机消费能力的体

现之一，也是技术先导下的必然 ，后续

会陆续出现越来越多专门为女性定制

的游戏。 这也是游戏产业结构转型的必

然结果。

想复制“爆款”游戏 ？ 先
补课对游戏文化的深度认知

《旅行青蛙 》 作为一款现象级游

戏， 能否在国内成功复制的问题也引发

了游戏圈内发行商、制作者和专家学者

的热烈讨论和质疑 。 类似的养成类手

游，真能成为下一个游戏风口 ，在国内

复制成功吗？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

这种对简单复制“爆款”的“期盼”，多少

有些过于乐观和不切实际。
目前，国内的游戏制作理念整体处

于对游戏市场的传统认知，仍在强调所

谓激烈感、 画质画效的精美复杂程度，
以及游戏中的成长机制等 ，因此 ，能否

扭转观念，领悟到女性游戏的心理需求

与掌握社会心理变化的动态，成为复制

的最大难点。 “《旅行青蛙》画质平面，游
戏交互性较弱， 游戏机制也十分简单，
但为什么能这么吸引玩家的喜爱？ 它的

背后其实是不同于市场性的、对于游戏

文化的深度认知，这个是目前国内游戏

开发商最缺乏的层面。 ”周逵说。
浙江传媒学院学者王喆认为，中国

游戏产业的规模很大，游戏界往往以用

户活跃度和实际销售收入来定义成功，
比如游戏从业者会研究如何用玩家数

据来预测玩家退出游戏的可能时间，并

在玩家产生退出游戏心理之前，通过推

出新的游戏机制或道具来避免这一结

果。 显然，这与《旅行青蛙》的“放置”机

制以及游戏团队“不想妨碍用户的游戏

生活”的心态，背道而驰。
“复制放置类游戏的程序成本其实

很低， 但这类游戏的市场占有率很低，
市场空缺被《旅行青蛙》填满后，除非有

更吸引人的内容细节创新，否则很难再

有类似的奇迹出现。 ”王喆说。 《旅行青

蛙》之所以发生口碑奇迹 ，在于游戏团

队洞悉了如何将 “乐趣 ”概念细化为更

加微妙的情感，这和《纪念碑谷 》《风之

旅人》等游戏的成功是一致的 ，因此当

玩家厌倦游戏后，仍能想到一些美好的

回忆。
《旅行青蛙 》的确是一款成功的现

象级手游，但现象级游戏的共同特征是

意外火爆、迅速衰落、不可复制。 曾经的

《2048》《flappy bird》《神庙逃 亡 》《你 画

我 猜 》……都 享 受 过 “国 民 手 游 ”的 待

遇，但都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逐渐销声匿

迹。 不仅如此，这些手游的成功很难复

制，在风靡之前没人能预料到它们的崛

起，在风靡之后它们的跟风模仿者也没

有一个成功的。
游 戏 平 台 TapTap 创 始 人 张 乾 认

为，国内一定存在复制《旅行青蛙》这类

放置类游戏的可能，但是未必能同样成

功。 “由于平时选择不多，女性玩家对游

戏会有非常高的留存度，她们的口碑传

播也会集中在单一热点上，因为她们还

未达到通过个性化游戏来代表品位的

阶段。 ”他表示，随着未来越来越多的游

戏通过女性玩家的传播增长，她们也会

越来越在意如何获取新游戏，如何玩一

些个性化的游戏。
现象级手游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往

往是不经意之作结果却意外火爆 ， 几

乎所有游戏公司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

成为人人都玩的国民手游 ， 但是从现

象 级 游 戏 本 身 很 难 推 导 出 一 般 规 律 ，

真正能成为爆款的游戏仍是可遇不可

求。 《旅行青蛙 》 这款游戏完全符合

现象级手游的特征 ， 但很可能只是偶

然现象。
有手游设计者告诉记者 ， 女性手

游玩家群体势必扩大 ， 但是女性游戏

在未来仍属付费能力较强的小众领域。
“《旅行青蛙》 的火爆是得益于社会热

点的扶持 ， 是一个适合于社会时段的

调剂品 。 它借力于 ‘佛系 ’ 词汇的流

行， 同时依靠社交与口碑传播 ， 在重

度手游中逆流而上 。 但它并没有很强

的游戏性 ， 无论是画面风格或者其他

方面鲜有创新。”

成熟的手游文化应瞄准
全球市场

很多人还记得 2016 年里约奥运会

闭幕式的“东京 8 分钟”吗？ 日本首相安

倍身着蓝、红色相间的卡通服饰 ，头戴

红色帽子，手举一只红球 ，化身日本经

典游戏《超级马里奥兄弟 》中的马里奥

参与表演。
当一个游戏人物作为国家仪式中

的标志性 IP 以及文化符号来展示， 足

以见得日本在传播国家软实力过程中

对于游戏产业的重视 ， 文化软实力的

国家战略由此可见 。 尤其是 ， 日本游

戏剑指全球市场 ， 其游戏文化本身是

全球性的。
周逵认为 ：“日本游戏将本土性做

成文化奇观，全球性变成一种共同的文

化资本。 反观中国的游戏文化，需要更

多一些超出本土性的思考。 ”如《王者荣

耀》中“鲁班七号”等，许多人物角色要

是在欧美玩家眼里，可能就无法参悟其

中内涵。 “这其实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

题，就是如何将其既作为国家软实力文

化，同时又能成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国王学院合唱团
唱响《再别康桥》
本报讯 （记者姜方） 剑桥大学

国王学院青少年合唱团近日发布最新

音乐专辑 《再别康桥》。 专辑共收录

19 首曲目 ， 其中包括两首中文歌曲

《再别康桥》和《茉莉花》。 这是剑桥大

学国王学院合唱团成立近 600 年来，
首次面向全球发布中文曲目。

该专专辑名字及主打曲目 《再别

康桥》， 来源于中国诗人徐志摩的诗

篇， 徐志摩在青年时代曾于剑桥大学

国王学院留学， 并写下 《再别康桥》，
康桥即剑桥 。 诗 作 以 虚 实 相 间 的 手

法 ， 描绘了学院 中 一 幅 幅 流 动 的 画

面 ， 真挚 、 浓 郁 、 隽 永 。 《再 别 康

桥》 不仅是众多当代中国学子在课堂

上的必读之诗， 每年也吸引了数百万

的中国游客访问国王学院， 跟随诗人

的足迹感受康桥之美。 诗作 《再别康

桥 》 已有许多 流 行 音 乐 风 格 的 谱 曲

版， 而本专辑所收录的版本由英国著

名作曲家约翰·拉特为此诗全新谱曲，
作为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呈现。 此

外， 国王学院合唱团还以精准的中文

咬字， 深情演绎了合唱团总指挥史蒂

芬·克劳伯里重新编曲的 18 世纪中国

民谣 《茉莉花》。 值得一提的是， 专

辑的封面图片由中国江苏工笔画家喻

慧绘制。
除了两首中国歌曲外， 《再别康

桥》 还收录了由莫扎特、 福莱等作曲

的经典曲目、 由国王学院合唱团成年

歌手演绎的无伴奏人声重唱曲目， 以

及该团近年于中国巡演时所演唱的欢

庆曲目， 让听众可以沉浸在大教堂所

特有的音响效果中。
据悉，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合唱团

将于今年举办多场活动， 推广这张新

专辑。 比如在每年 8 月举行的剑桥徐

志摩诗歌艺术节期间， 进行相关庆祝

活动。 此外， 国王学院还将举办 “徐
志摩中式花园” 建成仪式， 这将是在

剑桥大学校园 内 建 成 的 首 座 中 式 花

园 。 国王学院合 唱 团 也 会 活 跃 于 微

博、 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 与

中国听众进行更多音乐与文化交流。

《旅行青蛙》持续领先手游排行榜的思考（下）

■本报记者 李硕

以高科技

感的舞美来衬

托 国 宝 文 物 ，
让观众 “一眼

千年” 与文化

长 谈 ， 也 是

《 国 家 宝 藏 》
所做的尝试。

日本游戏将其本土性变成一种全球共同的文化资本。 而中国的游戏文化， 需要更多

超出本土性的思考。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为女性玩家画像
手游的出现和广泛传播， 打破了原本传统电子游戏的性

别特征， 不用主机、 无需抢占街机、 轻松易玩， 都促成了手
游的 “去性别化”。 随着女性游戏市场的日益扩张， 爆款开始
凸显， 女性玩家也在过程中显示出专一、 高留存等鲜明特质。

一位网易游戏市场营销策划从业者告诉记者， 女性用户
在游戏的深度玩法上可能没有男性玩家那么重度的追求， 但
是她们对于游戏产品非常忠诚， 一旦喜欢上某款游戏， 分享
力和传播度都会特别高， 从而带动新的口碑和用户。

此外， 细致的美工和吸引眼球的画风、 对角色的剧情刻
画———游戏的观赏性对女性群体的 “留存” 十分重要。 张乾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暖暖》 系列当年风靡微信小游戏和朋
友圈， 这款换装养成类游戏的画风非常华丽， 有上千套精美
华丽的服装可供选择， 在 2013 年上线后经常能在朋友圈见
到， 而且直到现在身边还有朋友沉浸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