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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
资深教授葛兆光看来，不少古装剧或是音频节
目只能算是包裹着历史外衣的故事，把假的说
成真的，在大众、尤其是年轻人中“营销”，造成
了很不好的误导。 特别是一些外行对历史的
“歪楼”，将大众对历史的理解带偏了

■ 历史知识让人知古、鉴今、明智，能够影
响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起到资政育人的作
用。让更多人受益于历史研究，向公众传播和
讲述历史，是历史学者的重要任务

■本报记者 宣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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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阴转多云 温度:最低5? 最高9? 北到西北风4-5级
明天 多云 温度:最低2? 最高8? 西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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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道即巅峰”的火拼
正把综艺秀推入竭泽而渔的危机

王彦

2019年伊始，优酷的《以团之名》、爱奇

艺的《青春有你》、腾讯的《创造101》蓄势待

发；除此之外《明日之子》《超次元偶像》也都

在酝酿下一季。 偶像养成类综艺来势汹汹，

打响了各视频平台的流量争夺战。

2018年的综艺选秀掀起了前所未有的

流量狂欢，“土创”“菊外人”“锦鲤体质”“坤

音四子”……中国网民即便没被这些标签砸

中， 也多半在海量信息里瞥到过杨超越、蔡

徐坤这两个名字。偶像养成类综艺刷出了令

人咋舌的数据：单期节目2亿次播放量起步，

微博热门话题阅读量破百亿次不在话下，上

千万专辑销量，难以估量的“带货”能力，饭

圈文化的一次次破圈事件……

有此前情， 难怪新年各大平台铆足了

劲。 他们所图无非是捧红 “下一个蔡徐坤”

“下一个杨超越”，无非是抓牢综艺里溢出的

流量经济。但与火热面相对立的是，市场隐

藏的危机已露出冰山一角。

首先就是竭泽而渔。 各大平台都要选

秀， 练习生还够用吗？ 单以1月17日上线的

《以团之名》为例，因为节目中出现了不少去

年闯荡各偶像综艺的熟面孔，它被观众揶揄

为“练习生回收站”。开年第一档节目的第一

期就无法回避 “回锅肉 ”，后续节目不容乐

观 。2018年火爆的两档偶像综艺 ，《偶像练

习生》 消耗了87家经纪公司的1908位练习

生，《创造101》覆盖到了457家公司的13778

名练习生。如果选秀、偶像养成类综艺年年

办，根本等不及练习生冒尖，“新人”已经在

到处 “混脸熟 ”中被消磨殆尽 。可以预见的

明天， 经纪公司是否迟早要去小学生里找

苗子？

其次，你方唱罢我登场，练习生还有时

间“练习”业务吗？新偶像的实力一直是去年

颇具争议的话题。 如今各家平台都搞选秀，

练习生们“赶场子”都来不及，投入专业训练

的时间可想而知。不仅练习生本身贸贸然扎

进选秀而忽略自我提升， 整个偶像养成、选

秀市场也并未准备好接纳一拥而上的年轻

偶像。

市场前端，为给综艺节目输送备选的练

习生，培训市场已出现一些乱象。全国几百

家经纪公司， 竞争策略都是先下手为强。许

多公司根本没想好如何培训年轻人，甚至根

本不具备相关资质， 他们大多抢到手再说，

完全属于粗放式的初级阶段。

茛 下转第五版

大寒今至冷空气应景南下
大风降温轻霾轮番登场 下周气温变化较平稳

本报讯 （记者周渊）今天将迎来大寒节

气。“小寒大寒，冻成冰团”，此时节风大、低

温，地面积雪不化，寒潮南下频繁。上海也应

景地迎来新一轮冷空气，今天全市风力增大，

气温预计最低在5?左右，最高在9?上下。气

象部门提醒市民继续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阳光昨天暂别申城，全市最高气温徐家

汇站测得10.8?。上海云量逐渐增多 ，受高

空短波槽影响，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了零星

小雨，短时小雨一直持续至昨夜。

随着冷空气主体南下，今天上海天气逐

渐好转为多云，北到西北风4至5级。需要注

意的是，今天中午前有轻度霾，市民出行仍

需注意防护。

据气象部门预计，下周上海以多云或晴

为主，总体气温变化较平稳，最低2?至5?，

下周初和双休日最高气温为8?至10?，周

中最高气温可升至11?至12?。

右图： 人民公园的腊梅绽放枝头， 吐

露芬芳。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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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8家市级国有文艺院团迎来

“一团一策”年度大考。自己说、同行评、

专家点、 评委议， 考核在肯定成绩的同

时，聚焦院团改革中的不足和短板，以打

响“上海文化”品牌、攀登艺术高峰为目

标，邀请专家共商良策、共破难题。

自2015年上海文艺院团启动 “一团

一策”改革以来，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大

考”。当“考核”制度变成习以为常的创作

探讨氛围后， 良性循环的促进优秀文艺

作品创作的土壤逐渐形成。 昨天的 “大

考” 上透露，2018年，18家市级国有院团

新创（含改编）大型剧目98部，较前一年

增加19部；演出收入2.85亿元，较前一年

增长0.29亿元，增幅为11.3%。

聚力“上海文化”品牌，抒
写时代万千气象

上海文艺院团把 “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 三大资源转化成为文

化原创力 ，夯实文化 “码头 ”，建设文化

“源头”，展现辐射全国、影响世界的文化

软实力, 将上海特色融入每一部作品的

题材、风格之中。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歌剧 《晨

钟》、京剧《北平无战事》、芭蕾舞剧《闪闪

的红星》，彰显上海的红色基因；音乐现

场 《共同家园 》、昆剧 《临川四梦 》、越剧

《双飞翼》、淮剧《浦东人家》展现江南文

化穿透时代的艺术魅力与表现张力；木

偶剧《最后一头战象》、话剧《追梦云天》

则以海派文化为底色， 谱写舞台技术与

艺术融合的创新篇章。

这一年来，国内外赛事佳讯频传。杂

技《攀登—集体造型》《突破—抖杠》参加

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并获“金小丑”奖；

滑稽小品《共享单车的一天》参加首届中

国相声小品大赛， 就拿下优秀作品奖和

最佳导演奖；木偶剧《创世—补天》在塞

尔维亚“金火花”国际木偶艺术节上，夺

得 “评委会特别奖 ”；3D昆剧电影 《景阳

钟》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奖”……

“一团一策”喜迎收获期，院团改革也步入了“深水区”，如何

创造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上海精品”？专家

们建议，上海要继续围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党100周年”等重大节点，科学编制重大题材专项创作

规划，不断提高创作生产组织化程度，在“一团一策”的基础上，

鼓励支持“一剧一策”，发挥不同戏剧作品的优势特色。“文艺工

作者要有撸起袖子、挥洒汗水的‘拼’劲，全身心扑进去，把作品

做到极致。”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文国建言。

“走出去”的自信源于扎根人民，从火热实
践和多彩生活中汲取营养

《临川四梦》《海上生民乐》等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发声，彰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朱鹮》《天鹅湖》 大规模

巡演，足迹遍布欧美主要城市，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上海

文艺院团主动“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上海精彩，进一步

扩大上海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走出去”的自信和底气源于扎根人民，文艺创作从火热实

践和多彩生活中汲取营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心里

装着人民，脚步跟随人民，深刻反映人民。上海戏曲艺术中心连

续两年推出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艺术家“深扎”主题实践活动，

足迹遍布沪苏浙皖地区。 茛 下转第五版

■ 18家市级国有院团新
创（含改编）大型剧目98部，较
前一年增加19部

■ 演出收入2.85亿元，较
前一年增长0.29亿元， 增幅
为11.3%

■ 把 “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江南文化”三大资源转化
成为文化原创力

■ 主动 “走出去 ”，讲好中
国故事 ，传播上海精彩 ，进一
步扩大上海文化国际影响力

沉浸式传播让传统文化对接当下不断“上新”

故宫综艺、故宫文创、故宫游戏接连涌现，频频引发热议———

将近600岁的故宫越活越潮， 牵引着越

来越多的青春目光———

1月6日起， 故宫博物院迎来 “贺岁迎

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以破纪录的

近千件文物， 恢复多种昔日皇宫过年的装

饰、活动，为观众呈现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

城；1月1日， 故宫携手网易推出青绿山水互

动叙事手游《绘真·妙笔千山》，全球同步发

行；故宫首档综艺文化节目《上新了，故宫》

上周末收官 ，亮出真人秀+文创开发的 “组

合拳”……人们欣喜地看到，传统文化对接

当下在不断“上新”。

近年来俨然成为传统文化大IP的故宫，

特展、文创、纪录片、电影、综艺、话剧、游戏

等动作频频，由全媒体多方位研发、多元传

播，亲近大众，抵达人心。这恰恰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如何实践“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历史博物馆里的古老遗存如何 “活起

来、走下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故宫突破次元壁的刷屏，来
自跨越代际的情感连通

故宫是怎么渐成“网红”的？几年前，一

款霸气十足的“朕知道了”胶带，一系列眨眼

卖萌、比剪刀手的雍正动图，开启的仅仅是

大众对于故宫、 对于传统文化的亲近与兴

趣。 围绕着故宫频频突破次元壁的刷屏，其

实更来自一种情感的连通，从而使得它真正

接上地气，走入寻常百姓家。

2016年的现象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

物》，就以微观视角贴近人、贴近物，重新对

故宫进行细致的观照，找到普通百姓与故宫

有血有肉的关连。看片中陶瓷组的姑娘在空

无一人的太和门广场独自骑车，听画外音响

起，“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溥仪”；又或者，留

意到刚进故宫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素面朝

天、衣着质朴，低眉顺目跟着师傅制糨糊，晾

树漆，学手艺。与同龄青春的碰撞，让年轻的

观众内心很难不泛起涟漪。2017年年底开始

热播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则进一步

拓展着观众之于国宝级文物、优秀传统文化

的体验感。随着《千里江山图》徐徐展开，宋

徽宗、蔡京、王希孟等遥远而陌生的历史人

物渐次登上“小剧场”，在寥寥数语的题跋文

字中“活”了过来，近在咫尺，观众仿佛能体

味天才笔下的山水。

在业内专家看来，沉浸式传播正为传统

文化的创意转化提供“上新”思路。传播学博

士后、上海理工大学网络与新媒体系青年教

师杨柳指出，沉浸式传播的关键在于通过技

术等手段构建不同的场景，为受众带来强大

的情感代入和关系代入，令他们收获有别于

现实生活场景的独特体验感。 在她看来，故

宫新近开发的许多文创产品，都不约而同运

用到沉浸式传播原理。比如上线一年多的故

宫社区App，“这一移动社交类产品包括了

故宫导览、建筑、藏品、展览、学术、文创在内

的多种故宫文化资源与服务形态，十足唤醒

了观众的兴趣与好奇心。并且，这些内容的

传播不再是逻辑和信息的传播，而成为基于

特定场景之下伴随着情感状态的传播，观众

在体验这些传统文化内容的过程中，能够随

时保持一种对相关内容传播进程的控制感，

获得非常好的体验感。”《上新了，故宫》更是

成为一个典型。“观众跟随专家、 明星逛故

宫，识宝藏，撸萌猫，探寻故宫历史文化。这

种营造沉浸式效果的表达形式令节目本身

从 ‘引导者 ’转变为 ‘分享者 ’，令观众更容

易产生参与感、共享感，并获得愉快的心理

体验。”

《中国创新设计蓝皮书》主编、华东理工

大学艺术设计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于炜认为，

优秀传统或经典文化，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的，都是宝贵的创意源，其可持续发展的生

命力或价值再现，都需要现代创意和科技来

引爆或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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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名家访谈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

历史讲述被“歪楼”

专业学者不应缺位

荨在故宫博物

院午门展厅举办的

“贺岁迎祥———紫禁

城里过大年” 展览，

为观众呈现一个充

满年味的紫禁城。图

为乾清门下贴门神、

挂宫灯

茛故宫携手网

易推出的手游 《绘

真·妙笔千山》

荩《上新了，故宫》剧照制图：冯晓瑜

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做好历史性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纪实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主持召开京津

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强调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

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 ，

增强协同发展的自觉性、 主动性 、 创

造性， 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 稳

扎稳打， 勇于担当， 敢于创新， 善作

善成， 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重大国家

战略。 实施5年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取

得显著成效。 此次座谈会传递哪些重

要信号？ 作出哪些重大部署？ 专家学

者对此进行热议解读。

进入滚石上山、 爬坡过
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过去的5年 ，

京津冀协同发展总体上处于谋思路 、

打基础、 寻突破的阶段， 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进入到滚石上山、 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需要下更大气

力推进工作。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关

键时刻， 吹响了下一阶段的动员令，明

确了主攻方向。”中国工程院院士、京津

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

贺铨说。 茛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