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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公众考古模式”，让年轻人爱上世界遗产
国内首档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回应新的时代议题

从 “良渚遗址热 ” 到 “三星堆上

新”， 社交媒体佐证， 大众对考古、 对

文物、 对文化遗产的热情连年走高。 与

之相应， 我国在公众参与考古方面的探

索也常出新招， 如开放考古现场， 让有

兴趣的大众参观 、 与专业文博人员对

话； 又如一些考古项目通过线上直播，

让网友参与 “云考古”。

当“公众考古”俨然成为新的显流，

时代命题也随之更新： 呈现文化遗产，

在故事化、时尚化、仪式化之外，还能创

新出何种模式？ 引导公众关注甚至“参

与”考古时，高光该向何处聚焦？

已播出九期的 《万里走单骑———遗

产里的中国》作出了有益探索。作为国内

首档世遗?秘互动纪实节目， 它高度聚

焦人类历史上璀璨文明的结晶———世界

遗产。主创从中国的 55 处世界遗产中遴

选 12 处，通过“文化+?秘+互动+纪实”

的手法， 陪伴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感受

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和现实意义。

令学界赞赏的是，该节目一边以“行

万里路 ”的年轻视角 ，让世界遗产 “活 ”

了、灵动了起来；另一边，主创也“沉”下

心，回归爱国、学术、坚守等价值内核，主

张了真正的“公众考古”理念。

通过行走体验，呈现
世界遗产丰富的文化内涵

单霁翔，曾经的“故宫看门人”，申遗

的亲历者，节目里，他化身“世界遗产导

览人”。 早在第一期，这位长期致力于历

史文化保护和传承推广的“文博老兵”就

开宗明义道出心愿。 “我有一个愿望，让

更多的人了解世界遗产。 ”“只有让年轻

人感受到世界遗产的文化魅力， 才能全

面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展

现文化遗产强盛的生命力。 ”

区别于以往的文化类纪录片， 该节

目突出了一个 “走” 字。 节目中， 单霁

翔与演员黄觉 、 歌手马伯骞 、 相声演

员阎鹤祥一同担任常驻嘉宾 ， 他们脚

踩布鞋探访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世界

文化遗产地 。 这支被观众戏称为 “布

鞋男团 ” 的嘉宾队伍 ， 与当地的人

文学者、 申遗专家和普通民众等 “身

边人” 相遇、 同行、 对谈， 在 “轻旅

行” 中， 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层

层铺展开。

第一期， 节目抛出了一道疑问：

有着五千年历史的良渚水利系统为何

直到近些年才被发现。 “布鞋男团”

步行寻找良渚遗址外围水利工程中的

堤坝， 却始终寻不到入口。 直到节目

安排的无人机升空， 在航拍、 高清遥

感影像和三维动态地图的共同演示

下， 良渚遗址近 100 平方公里的水利

系统全貌才得以展开。 观众由此切身

体会到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

此山中” 的视野局限， 而这， 恰与当

年真实的考古发现异曲同工。

引领观众 “云感受” 一番后， 节

目才将发现整个良渚水利系统的过程

娓娓道来———从 1969 年一张卫星照片

中初露端倪， 直到 2013 年狮子山水坝

遗址等构成的低水坝群被考古工作者确

认， 无数次发现的累加， 由 11 条堤坝

组成的良渚水利系统才完全浮出水面。

据统计， 良渚水利系统仅外围土方总量

就达到 288 万方， 相当于三峡大坝五分

之一的工程规模 ， 并且具备运输 、 防

洪、 灌溉等多重功能。 五千年前中国人

就有这样的工程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

成为五千年文明的铁证。

在厦门鼓浪屿， 嘉宾接到的则是破

解文字密码和寻找魔方上的建筑两个

“游戏 ” 任务 。 在完成游戏的过程中 ，

一组嘉宾从纵向的时间维度， 探寻鼓浪

屿 “国际历史社区”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脉络， 另一组则从横向的空间维度， 遍

访当地居民、 专家和管理者， 尽展人文

之美。 两条动线串联， 一个兼具了历史

深度和生活烟火的世界遗产地呈现出不

同于 “旅游胜地” 的别样光芒。

以传承人的感人故
事，引发情感共鸣

青城山都江堰、 苏州园林、 皖南古

村落、 福建土楼、 黄石矿冶工业遗址、

平遥古城、 武当山……每一处世界遗产

地的背后， 都有着执著于传承祖先智慧

的文化遗产传承人。 正是因为有着一代

又一代文博工作者的守望与传承， 一代

又一代普通人自发的保护与奉献， 今天

的我们才能知晓祖先曾创作了怎样的灿

烂文明。 《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

国》 不仅展现文化宝藏， 也聚焦 “人”。

通过与 “人 ” 的对话 ， 一个个风餐露

宿、 青灯黄卷而初心不改的故事， 引发

观众无限共鸣。

比如良渚遗址背后， 有着四代考古

人 83 年的接续努力， 从第一代的良渚

考古人施昕更先生到第四代以年轻人为

主力的考古人， 这种代代相传的精神令

人动容。 正如飞行嘉宾韩雪所说： “他

们对考古的热爱， 对自己国家文明的热

爱背后是他们身上肩负的责任感与国家

文明传承的一种重担。”

第八期， 节目走进河南登封 “天地

之中 ” 历史建筑群 ， 在先后拜访观星

台、 太室阙、 中岳庙、 嵩阳书院、 少林

寺、 初祖庵、 塔林、 嵩岳寺塔的途中，

观众也随 “布鞋男团” 遇见了一群可爱

又可敬的文物保护工作者。

他们中有人是 “坚守” 的代言人。

申颖涛 ， 原观星台文物保护管理所所

长 ， 1982 年从豫剧团 “转行 ” 到观星

台。 在崭新的人生舞台上， 他一扎根就

是 34 年。 历史文化学者阎铁成参与了

两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申遗， 尽管已

退休， 他仍是在岗心态： “文物人进了

这个门， 一辈子都是文物人。”

也有人 ， 是 “默默奉献 ” 的践行

者。 出于保护的需要， 少室阙至今未对

外开放， 但数年如一日， 陈卫星都在此

地认真地检查、 研究、 保护……在他眼

中， 默默无闻的付出其实源于一份世代

相传的朴素使命———让文物一代代完好

地传下去， 文脉的 “根” 和 “魂” 绝不

能断在自己手上。 嵩岳寺塔管理员乔乐

鹏陪伴嵩岳寺塔已经 11 年了， 白天巡

视， 夜里守着， 唯她一人： “来到这里

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的， 我更希望把心先

静下来， 你会感受到大自然， 感受到这

里的一草一木 。” 1500 多年沧桑变迁 ，

当年殿宇轩昂， 如今尽还太虚， 幸喜古

塔犹存， 乔乐鹏用强大的信念恒久地对

抗着孤独和重复。 因为她知道， 有历史

才有现在， 唯遗产方知兴衰。 保护文化

遗产， 就是在守望精神家园。

最让人动容的， 莫过于单霁翔讲述

的一则关于普通人 “家国情怀 ” 的故

事 。 1985 年 ， 河南省商水县农民何刚

在自家挖地基时发现了一批文物， 其中

有 19 件珍贵的元代文物。 何刚将这些

宝藏悉数捐赠给国家， 此后由国家划归

故宫博物院收藏。 而他自己， 不索要奖

励， 仍继续平凡的务工生活。 后来， 何

刚在打工时不幸遇难去世， 故宫方面为

这位农民兄弟召开追思会， 向为中国文

博事业作出贡献的捐赠者表达至深的悼

念与敬意。

单霁翔介绍， 故宫博物院有三万四

千多件文物来自民间捐赠， 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不仅需要各级政府、 文物部门及

专业人员担起使命责任， 更需要广大民

众的积极参与。 “因为民众是文化遗产

的创造者、 使用者和守护者， 是文化遗

产的真正主人。 只有每一位普通民众都

能倾心地保护身边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

产才能安全、 有尊严。”

事实上， 这也是一档节目回应时代

命题的一种主张———文物的保护， 永远

需要每一个人身体力行。 只有大家共同

的守望， 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始终神采

奕奕， 成为世世代代的文化绿洲、 精神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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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香港举行的 “勇者无惧： 巴斯奇亚 《战士》” 佳士

得晚间专拍中， 一名亚洲藏家以逾 3.2 亿港元竞得美国艺术家

尚·米榭·巴斯奇亚的巨作 《战士》， 《战士》 也因此超越去年

10 月以 2.146 亿港元成交的德国画家格哈德·里希特作品 《抽

象画 （649-2）》， 成为亚洲地区成交价最高的西方艺术品， 创

造亚洲拍卖史新纪录。

这场专拍通过全球直播的方式举槌， 拍卖官同时接受伦

敦、 香港及纽约的客户电话竞投及网上竞投。 据悉， 当晚全球

共有超过 40 万观众通过网络观看了拍卖直播。 在香港及纽约

两地 10 分钟的激烈竞投后， 最终由一名亚洲藏家于香港拍场

以电话竞投购得， 成交价远超此前预估价 2.4 亿港元。 “伟大

的艺术杰作能够跨越国界、 文化、 种族。 巴斯奇亚的作品正是

如此， 无论任何背景的藏家都能领略 《战士》 所象征的无畏勇

气和昂扬的生命力。” 晚间拍卖主管何善衡表示。

创作于 1982 年的 《战士》 是巴斯奇亚的代表作之一， 描

绘了一名占据整个画面的男子全身像， 画题中的战士右手宝剑

已经出鞘， 时刻准备攻击， 作品令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

骑士画作。 尽管 《战士》 在木板而非墙壁上创作， 却与巴斯奇

亚以往的街头作品有不少共通之处， 特别是其原始而随性狂放

的风格。 他以黄色和蓝色的有力笔触创作出狂乱的背景， 然后以喷漆和油画棒勾

勒人物的轮廓， 最后以多层亚克力为人物身体着色。 作品超越了任何现实空间中

的透视逻辑， 人物与背景似乎融合在一起， 迸发出战士的神武力量。

巴斯奇亚是 20 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艺术家之一， 他的一生短暂而辉煌。 巴

斯奇亚 1960 年生于纽约， 母亲是波多黎各人， 父亲来自海地， 家庭背景对其创

作生涯影响深远。 巴斯奇亚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曾表示：

“我的大部分画作均以黑人为主角， 我发现很少画作会描绘黑人。”

被誉为 “光芒四射的孩子”， 巴斯奇亚成为了第一个把涂鸦变成艺术的人。

英国摇滚音乐家大卫·鲍伊曾称赞他的意象有一股 “纯粹欢欣而混乱的气息”， 然

而， 才华横溢的他在不到 28 岁时便骤然离世。 在当今艺术市场上， 巴斯奇亚是

最受追捧的艺术家之一， 日本艺术藏家前泽友作曾以 1.1 亿美元的高价拍下他作

于 1982 年的作品 《无题》， 刷新了当时美国艺术品的拍卖成交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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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了十年，沪剧《挑山女人》
为何能一次次感动观众？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入选剧目再登舞台

作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入选剧目，

现实题材沪剧《挑山女人》昨晚登上美

琪大戏院的舞台。 演出正式开始前的

“向经典致敬” 环节出现了动人一幕：

五个不同剧种的 “挑山女人” 齐聚一

堂，豫剧、壮剧、蒲剧和黄梅戏的“挑山

女人” 扮演者还向沪剧主创们献上了

鲜花，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自 2012 年首演以来，这部由宝山

沪剧团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原创沪剧

已成功演出近 300 场，拿下“五个一工

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奖“优秀剧目奖”

等 22 个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与此同

时，该剧在全国戏曲界掀起了一股“挑

山热”，被河南豫剧、广西壮剧、山西蒲

剧、安徽黄梅戏等多个地方剧种移植，

根据该剧改编的同名戏曲电影更是实

现了上海地方戏金鸡奖“零的突破”。

真情实感的故事和
精湛的表演，成就经典版

首演至今，已近 10 年，沪剧《挑山

女人》为何能一次次感动观众？真情实

感的故事和演员精湛的表演是正解。

“纵使受尽风霜苦，看你们日日成长我

心欢笑，来日小鹰飞天去，人之根本莫

忘掉……”当台词响起，无私的母爱昨

晚再一次深深感染了台下的观众。

《挑山女人》以安徽省齐云山唯一

的女挑夫汪美红为原型， 讲述了一位

坚强而伟大的母亲17年间风雨无阻，

艰难攀爬近20万公里陡峭山路， 往返

近6000多个来回， 把一双龙凤胎儿女

“挑” 进两所省重点大学的感人故事。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宝山区沪剧艺

术传承中心主任华雯读到汪美红的故

事，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多次驱

车760多公里实地采风。为更好地走进人

物内心， 华雯曾随着汪美红一起爬上齐

云山，体验她在3000多级台阶上的艰辛。

汪美红的故事简单却深刻， 蕴含着厚重

的人生智慧， 这一特点也为剧中人物形

象的呈现提供了最佳范本，华雯以“走情

走心走人物” 的诠释方式将一个坚韧的

母亲形象立体地呈现在舞台之上。

昨晚由第一代演员带来的经典版演

出是华雯时隔四年后再度出演 《挑山女

人》。 华雯说，是时代成就了这部戏。 “过

去四年一直在安心教徒弟， 在舞台口看

演出”，虽然许久未演，但并没有生疏的

感觉， 因为演员和演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已经深入骨髓了。

舞台银幕齐发力，“上
海的声音”传向远方

伴随着沪剧 《挑山女人 》 的成功 ，

这一题材也吸引到了其他戏曲剧种的

关注。 在 《挑山女人》 首演不满两年之

时 ， 全国就有不少戏曲院团向宝山区

沪剧艺术传承中心伸出了橄榄枝 。 目

前 ， 豫剧 、 壮剧和蒲剧已经有了自己

的版本 ， 黄梅戏版正在紧锣密鼓地推

进中。

“挑山女人” 的故事用安徽黄梅戏

演无疑是 “回娘家”， 安徽怀宁县黄梅

戏剧团团长刘丽华因此格外期待： “仍

记得我第一次在现场看 《挑山女人》 时

的震撼， 随即便深深地种下了移植的心

愿， 用黄梅戏演绎安徽的真人真事特别

有意义， 希望能汲取沪剧的精华。”

舞台之外， “挑山精神” 也通过大

银幕传递给了更多人。 在第 32 届中国

电影金鸡奖上， 由汪灏执导、 华雯主演

的电影 《挑山女人》 获得了 “最佳戏曲

片” 奖并亮相多个国际电影节。 记者获

悉，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第一部现实

题材的戏曲电影， 该片长三角巡回演映

活动即将于四月启动， 不仅为戏曲的传

播插上翅膀 ， 也让正能量的 “上海声

音” 能够被更多人听见。

“其他地方剧种之所以愿意来移植

整部作品， 说到底就是它能引发观众的

共鸣 。 沪剧 《挑山女人 》 在北京 、 河

南、 广西、 山西、 安徽、 广东等地方都

演出过， 不管听不听得懂上海话， 台下

都 ‘哭’ 成一片。 观众是真的喜爱和感

动。 他们的掌声、 泪水和谢幕后迟迟不

愿离去的身影， 证明这部剧已超越剧种

本身的局限。” 华雯自豪地说， 一部作

品能走多远 ， 除了要经历时间上的考

验， 也要考量空间上的拓展度。 《挑山

女人》 被那么多剧种相中， 既是作品本

身的魅力使然， 也是对 “上海品质” 的

肯定和推崇。 “我们也算是给上海 ‘扎

台型’ 了！”

业内人士指出， 沪剧 《挑山女人》

掀起的搬演热潮， 亦是上海这一 “戏码

头 ” 向 “戏源头 ” 转型的缩影 。 现如

今， 曾被冠以远东第一戏曲大码头美誉

的上海， 不仅是各大剧种争相竞艳的舞

台， 还是原创优秀作品的孕育孵化地，

而 “上海制造” 不单是潮流导向标， 也

正向着品质保证迈进。

巴 斯

奇亚 《战

士 》 以逾

3.2 亿港元

的价格成

为亚洲地

区成交价

最高的西

方艺术品，

创造亚洲

拍卖史新

纪录。

昨晚， 宝山沪剧团沪剧 《挑山女人》 在美琪大戏院再度上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万里走

单 骑———遗 产

里的中国 》以

“行万里路 ”的

年轻视角 ，让

世界遗产 “活 ”

了、灵动了起来。

图片均为该节目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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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河南登封“天地之中”观星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