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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热门影视剧
带火的传统文化元素

郭梅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强盛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在当今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传承与发展中
华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而电视剧作为普及性最强的大众艺术形式之一，其
“带货”能力不言而喻，如 2017 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令达康书记的水杯和毛
坎肩成了某宝热搜，而去年一部《长安十二时辰》则使得水盆羊肉和临潼火晶柿
子的销量大增。不过，热播剧所带之货，决不仅限于剧中出现的某种实物，而是已
上升到文化的层面。 换言之，有意推广传统文化的优秀制作团队，让电视剧成为
了中华文化的“扬声器”，如今年热播的《鬓边不是海棠红》和《清平乐》便为显例。

◆ 汉服文化“点睛”《鹤唳华亭》

《鹤唳华亭》的服化道制作精良，文化元素显
著，其中尤以汉服文化为最。 该剧的美学背景参
考宋代，服饰含蓄内敛、上圆下方，表明宋人追求
兼容并蓄、天人合一的文化。 婚服保留“男红女
绿”的风俗，整体衣着体现森严的等级制度，比如
太子在冠礼上佩戴的玉珠九旒冠， 其造型含有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之意。该剧开播约一月后，

《经济日报 》 报道淘宝的宋制汉服销售突增
932%。 该剧收官后，闲鱼平台进行剧中服饰的义
卖活动，吸引无数剧迷，又“带货”了一波汉服热。

◆ 酱菜文化“点睛”《芝麻胡同》

古时盐是很珍贵的调料，而中国很早就出现
民艰于食的情况，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并使用
盐，各种盐渍物接踵出现，于是 “酱”也应运而生
了。 最初的酱类食品“醢”主要使用各种肉类原
料，这也说明了“酱”的目的是储藏食物。 《芝麻胡
同》对于酱菜工艺的描述十分具体到位，从原材
料的采买到节气的把握，从切菜的刀工、配方比
例到腌制的工序、火候，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要求，

既是百年老店金字招牌的精华所在，也是对这门
技术的传承及发扬，是对酱菜文化的精细体现。

◆ 中医文化“点睛”《老中医》

在《老中医》一剧中，不仅出现了中药、针灸
等大众所熟知的中医治疗方式， 还出现了大量的
中医知识，例如“汤头歌”“四君子汤”和不少中医
术语等。 编剧高满堂表示，剧中的中医药方、情节
等都请专业的中医顾问一一把关。 中医的传承与
捍卫在整部剧中如水乳交融： 翁泉海之父带孙女
到上海找温泉海， 途中让两个孙女背诵中医的汤
头歌诀；赵闽堂对夫人说“中药讲究的是十八反、

十九畏，相生相克，配伍严谨”，看似是一句平常的
台词，却是中医的重要知识；还有，小铃医游街串
巷，给百姓讲解的也都是中医的基础理论。

◆ 评弹文化“点睛”《都挺好》

《都挺好》这部国产家庭剧用评弹作为背景
音乐。 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总称，是采用吴语徒
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形式。评话通常一人登台

开讲，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
的侠义豪杰。 弹词一般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
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
小说和民间故事。 该剧背景音乐选段与剧情内容
相辅相成，如苏明玉向商业伙伴洪总道歉却铩羽
而归 ，心灰意冷之时 ，背景音乐为蒋调 《三国演
义·战长沙》，“他们二人杀得无胜败”一句应景又
贴切。 最后，苏明玉带着父亲苏大强去听评弹的
情节也可谓水到渠成。

◆ 唐代文化“点睛”《长安十二时辰》

《长安十二时辰》将深厚的唐代文化以长安
民生民俗的生活点滴融入到紧张刺激的剧情之
中，比如道家人物李必以子午簪配芙蓉冠、唐宋
流行的叉手礼、请黑人出演的“昆仑奴”一角……

该剧中对盛唐美食的刻画为许多传统食品 “带
货”，张小敬出狱后大快朵颐的水盆羊肉、用麦秆
哧溜吸进肚子的火晶柿子、没事儿总在嘴里嚼的
“唐代口香糖” 薄荷叶……这种传统元素与剧情
浑然一体的“带货”方式会产生深远而持久的文
化影响力。

4 月底收官的 《鬓边不是海棠红》（以下简称

《鬓边》）及其“衍生品”《瑜你台上见》带来了一拨

京剧热。 该剧通过富商程凤台与名伶商细蕊的惺

惺相惜， 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演绎梨园百态，弘

扬国粹京剧。

这部剧总共涉及二十多出京剧，如《贵妃醉

酒》《霸王别姬》《打严嵩》《救风尘》《玉堂春》《战

宛城》《晴雯撕扇》和《红楼二尤》等，涵盖了梅程

荀尚等八九个京剧旦角流派。 此外，《牡丹亭》等

五六出昆曲经典剧目也被恰到好处地揉进了剧

情中。 男主商细蕊纯属虚构，他与陈纫香打擂台

的那出《赵飞燕》也“查无史实”，其自创之与姜荣

寿的“仙人步法”相对抗的“玄女步法”自然更是

“子虚乌有”，但剧中所对应的京剧常识却颇为有

趣、丰富、全面。

首先，我们可以在商细蕊身上找到四大名旦

的影子———他演的《晴雯撕扇》《战宛城》和《红楼

二尤》是荀派戏，《武家坡》《擂鼓战金山》和《苏三

起解》则均走尚派的路子。 而作为一部双男主剧，

程凤台初识商细蕊这场重头戏，编导特地安排商

细蕊戏装示人———当时， 他正在台上演 《百花

亭》，即梅派最经典的代表剧目《贵妃醉酒》。 《锁

麟囊》《荒山泪》等程派戏虽未曾出现，但商细蕊

上台前吃肘子的习惯却活脱脱出自程砚秋程老

板———常言道“饱吹饿唱”，但程先生却反其道而

行之。 著名京剧演员王珮瑜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专门在配合《鬓边》的综艺《瑜你台上见》里谈到

了这个话题———剧集和节目相参看， 不仅有趣，

亦在“带货传统文化”方面见了些深度和广度，颇

具巧思。

还有，商细蕊在剧中有个新编清宫剧《潜龙

记》，因编剧七少爷“一不小心”把妃子写死了，他

不得已改演皇帝。 但他是旦角，怎可“反串”生角

呢？原来，他是从生改唱旦的。其间“倒仓”等戏曲

术语在王珮瑜的神助攻下得到了普及———倒仓，

指戏曲演员在青春期发育时嗓音变低或变哑，是

很难过的一个关卡。 菊坛宗师梅兰芳先生便曾在

其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如是说：“演员的

倒仓变嗓时期是一个关口，倒不过来，往往一蹶

不振。”———宣统二年（1910 年），十七岁的梅兰芳

倒仓了，郁郁寡欢，大伯梅雨田看着心疼，就张罗

着给他娶了原配夫人王明华，帮助他顺利过关重

新登台，迈出了璀璨艺术人生的第一步。 也正因

嗓子对演员至关重要， 所以他们对喝水极其谨

慎，旧时名伶都用专门的“跟包”即助理管理“饮

场”用的茶壶，以防被下哑药之类的事故发生。 当

然同行的恶性竞争并不限于毁人嗓音，损毁道具

也是常用的招数———商细蕊演晴雯，撕扇时突然

发现扇子已破， 只好灵机一动改成耍水袖花，赢

得彩声一片， 既表现了他对角色理解的透彻，也

体现了临场应变的机敏。 换言之，这是告诉了观

众“角儿是如何炼成的”。

剧中的梨园魁首评选，脱胎于当年四大名旦

的票选———一般认为这指的是 1927 年北京 《顺

天时报》发起的投票活动。1932 年，上海长城唱片

公司邀请“四大名旦”合作灌制《四五花洞》唱片，

他们先一起念“嗨，这是从哪里说起”的这句“叫

板”，然后以梅、尚、荀、程的先后顺序各唱一句，

最后合唱“十三嗨”。 该唱片发行后风靡一时，“四

大名旦”真正被大众所接受。 而当时其顺序的排

定则颇为艰难，最终成因源于程砚秋临时的妥协

和放弃，这也间接说明了四名伶对此的重视。 瑜

老板借题发挥，在节目中重点谈及了梨园行的规

矩和 C 位之争。 当然，还值得一提的是，天足的男

旦扮演小脚妇女必须苦练踩跃侨，即在脚上绑上木
制或布制的小脚模拟缠足女子 。 《鬓边 》 中 ，

商细蕊曾在水云楼练功时给弟子们示范其娴熟

的跃侨功。 若干年前， 传记剧 《荀慧生》 中也有

荀慧生先生在演出后踩着跃侨回家的情节， 可见
“冬练三九， 夏练三伏”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

年功”， 绝非虚言。

剧中总共涉及二十多出京剧；对应的京剧常识如“倒仓”“跃侨
功”等颇为有趣、丰富、全面；商细蕊上台前吃肘子的习惯活脱脱
出自程砚秋

《鬓边不是海棠红》“带货”京剧文化

长达 70 集的《清平乐》播完不久，带我们穿

越到北宋， 把春夏秋冬各大节日都过了一遍，领

略中华传统节庆文化。

俊逸少年曹评就是在中秋节的游乐队伍中

扮演射日的后羿时，吸引了官家长女徽柔公主的

注意———北宋时汴京的中秋节一如剧中那样热

闹非凡，节前店家们早早备下新酒，门口的店招

也焕然一新，竖起雕绘有花头的画竿，挂起写有

“醉仙”字样的锦旗。 人们纷纷到店中宴饮欢聚，

往往近午时分各家的新酒便售罄了，酒幌子也被

扯了下来。 在剧中嘉祐二年（1057）一鸣惊人的苏

轼将在十九年后神宗熙宁九年 （1076）的中秋写

下他传颂千古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 把酒问青天”， 奇思妙想中满寓超达和放

旷。 而王拱辰的外曾孙女李清照日后也曾留下咏

月怀人的绝唱《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

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

满西楼……”

被赵祯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徽柔自然曾对爱

情充满憧憬，在七夕与闺蜜、宫女们一起乞巧，祈

求美满姻缘。 据记载，北宋的东京城每到七月初

七， 一些大的瓦子和朱雀门外的商铺纷纷出售

“磨喝乐”，这是一款七夕节特供的饮品，名字取

自佛教中的神“摩睺罗伽”之名，叫“摩睺罗”，也

叫“摩侯罗”或“摩合罗”，造型类似陶俑，摆在彩

绘的底座上，用淡蓝色的纱罩着，神秘而诱人。 宋

人吴自牧《梦梁录》卷四如是说：“内廷与贵宅皆

塑卖磨喝乐，又名摩睺罗孩儿。 悉以土木雕塑，更

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笼罩之，下以桌面架之，用

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 ”可

惜，徽柔所爱的曹评被父皇轻易证明了并不值得

托付终身，而赵祯心目中能一心一意对待徽柔的

佳婿人选是他舅舅的儿子李玮。 徽柔出降后，婆

媳不和夫妻不谐，在内侍梁怀吉的陪伴下夜扣宫

门，引起朝野上下好大的一场风波。 最后，她无奈

允诺与怀吉不再相见。

重阳节，爱女心切的赵祯安排女儿与怀吉遥

相对望，以慰相思———重阳虽未名列传统的 “三

节”之中，但其地位并不比“三节”里的端午、中秋

低。 在宋人蒲积中所编《古今岁时杂咏》里，从第

三十三到三十七章，整整五个章节是咏重阳的作

品。 不必说“版版六十四”的古籍，便在今人小字

号的排印本里，这五章光目录就能铺满十多个页

码。 所以，徽柔重阳进宫顺理成章，不至引起言官

的注意。 而当年的东京城重阳赏菊之风颇盛，菊

花品种甚多，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城中

无处无菊，无人不赏菊，黄色、白色花蕊的是“万

龄菊”，粉色的是“桃花菊”，色白檀心的是“木香

菊”，纯白且花型硕大的是“喜容菊”。

随父皇出宫观赏灯彩和女子相扑， 是徽柔记

忆里最开心的事情。每至元宵，官家也要和百姓一

起欢庆佳节。临时御座设在宣德楼上，四周垂着黄

边的布帘子， 侍卫们手持黄盖伞分别站立在布帘

之外。 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

相射，锦绣交辉，歌舞、杂技、杂剧轮番上演，一片

歌舞升平。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游人集御街

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

十余里。”在表演队伍中，有击丸蹴鞠的，有踏索上

竿的，有表演吞铁剑的，有表演吐五色水、旋烧泥

丸子的，还有表演猴呈百戏、鱼跳龙门、使唤蜂蝶、

追呼蝼蚁等戏法的， 让人目不暇接。 苏东坡有诗

云：“灯火家家有，笙歌处处楼。 ”大词人辛弃疾也

曾有一阙描摹元宵盛况的 《青玉案·元夕》：“东风

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剧中俊逸少年曹评吸引官家长女徽柔公主的注意， 是在中
秋节；重阳节，爱女心切的赵祯安排女儿与怀吉遥相对望，以慰
相思

《清平乐》“带货”节庆文化

剧中随处可见各色精雅香炉，出现的茶具则包括茶盏、烫
瓶、盏托、茶筅、绢罗、茶碾子和煮水器等；盛明兰的祖母专门
请了孔嬷嬷来家里教三个孙女学习调香和茶艺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带货”香道茶道文化

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梦粱录》中说“烧香

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点出宋

人四雅事乃通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品味日

常，将生活提升至艺术的境界。 《清平乐》中曹皇

后婚前在闺中与晏清素、 杜有蘅等闺蜜插花闲

话， 入宫后举办赛香会且与擅长调香的董秋和

成为知己，夫妇对坐点茶则常因心不静而认输，

一如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赌茶争胜， 如此赏心

乐事，在前年大火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以下简称《知否》）中早就引起了关注。

我国的用香历史可追溯至春秋前， 盛唐时

香道文化已成形，至宋则鼎盛，文人墨客常相约

品香，《知否》中随处可见各色精雅香炉，女主盛

明兰的祖母也专门请了孔嬷嬷来家里教三个孙

女学习调香。 在宋代，隔火熏香的品香方式盛极

一时，即先松灰，加入烧红的炭后把香灰堆成山

状，再在山顶开一个天窗，然后在山顶上放隔火

片，再将香品置于隔火片上。 因此法不让香直接

燃烧，所以无烟，香气更醇和宜人。 熏香前要备好

香品、香炉、香炭、香铲、炉灰、香箸、隔火片等。 在

香灰山顶开窗亦称山峰开孔，此时测试炭温孔的

大小和温度是关键，即用手捂住炉顶，炭温刚好

烫至手心最为适宜。 需要强调的是千万别忘记放

隔火片，否则会像剧中的盛如兰一样把香烧糊。

还有一种雅致的用香方法叫篆香， 即将香

料做成篆文形状， 点其一端， 依香上的篆形印

记，既可计时，亦可驱蚊，使用广泛。此法虽不像

隔火熏香那样只闻香味而无烟气， 然视觉效果

更胜一筹，别具优雅恬淡之韵味，可谓将时空的

变化与对天神的敬畏，以及内心意念的加持，都

浓缩在方寸之篆，一炉篆香空寂渺远，成了心灵

的寄托，常见于诗词文赋，如秦观《减字木兰花》

有句云“欲见回肠，断尽香炉小篆香”。

剧中孔嬷嬷教授的， 还有茶艺。 正如她所

言，焚香能教人心平气和，而点茶亦需静心。 有

道是唐煎宋点明清饮， 我们现在习见的散茶泡

饮是明代才有的， 宋人用的是始于晚唐的点茶

法。 《知否》中出现的茶具很多，有茶盏、烫瓶、盏

托、茶筅、绢罗、茶碾子和煮水器等，点茶的程序

亦颇繁复———先用瓶煎水， 而后将研细的茶末

放入茶盏，注入少许沸水调成浓膏状，然后用执

壶往茶盏里点水， 同时另一只手用茶筅旋转打

击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 称运筅

或击拂。 宋人好斗茶，以汤色和汤花定胜负。 汤

色指茶汤的颜色，以纯白如乳为上等；汤花指汤

面泛起的泡沫，色泽的要求和汤色一致。 汤花泛

起后，如茶末研碾细腻，点汤、搅动都恰到好处，

汤花匀细，可紧咬盏沿而久聚不散，称咬盏。 如

汤花散逸较快则称“云脚涣乱”。

既然茶色尚白，茶具自然便偏爱深色，尤喜

建窑黑釉盏，厚胎，撇口或敞口，口以下收敛，深

底，小圈足，釉色以黑为主，也有酱紫等色。 盏身

内外有铁锈或棕色条纹， 也有银光条纹如兔毛

者为上品，称兔毫盏，剧中的齐小公爷用的便是

黑釉盏。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还有哪些中华传统文化
“点睛”近年来的影视剧

邢天谣

“带货”京剧文化的《鬓边不是海棠红》

“带货”茶道香道文化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带货”节庆文化的《清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