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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官”精彩直播 赋能高品质文化生活
截至2020年底，我国直播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17亿，行业市场规模达1930.3亿元———

“我想告诉大家，苏州评弹和流行元

素之间可以完美融合，”90后高颜值 “国

风少年”张逸辰一进入直播间，就收到很

多“鲜花”和“掌声”。从很早起，他就在直

播间里开设了账号， 用创新编曲拨动三

弦和琵琶，演绎评弹说唱与国风歌曲。

戏曲， 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非遗代

表与传统文化之一， 正在直播间里铺展

出一个全新的传播传承路径， 也塑造了

直播行业在“注意力经济”之外更深远的

影响力和价值经济。 在今年上海举办的

“品质生活直播周”中，廖昌永、茅善玉、黄

豆豆等十位文艺工作者，组成抖音平台上

的“品质生活推荐官”，走进海派建筑，对

话热门艺术家，通过“云端”享受美好的上

海文化生活。戏曲人、戏曲爱好者、非遗传

承人、汉服同好、国风达人们……纷纷投

身直播内容创作， 为数字中国创造了一

幅更美好的网络生活画卷。

新鲜流量注入古老非
遗，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

我国网络直播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

段。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统计，截至

2020年底， 我国直播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6.17亿， 全行业网络主播账号累计超过

1.3亿，行业市场规模达1930.3亿元。

“直播产业链不断延伸，逐步形成了

丰富的内容生态。”在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秘书长瞿涛看来，

网络直播已成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

渠道，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创新，并在文

旅融合方面开始展现独特的影响力。

近期举行的2021中国网络表演

（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度峰会发布了

《2020年中国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发

展报告》，报告中指出，网络直播表演

正掀起一股股“非遗热”“国潮热”。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戏曲学会、中

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

等全国几十家艺术院校院团、 艺术场

馆和近?名艺术家陆续入驻抖音平

台，试水短视频直播。 “抖音机构账号

同比增加559%，机构账号全年投放视

频超过60?条， 近三成账号投稿超过

100个。”北京字节跳动副总裁、总编辑张

辅评说，正是这种线上活动的活跃，用户

实现了防疫和看展两不误，“云游” 博物

馆成为文博爱好者新的文化休闲方式。

苏绣、广绣、缂丝、盘金、盘银、黄梅

挑花、阳新布贴、苗族挑花……中国56个

民族的服装文化蔚为大观， 通过网络直

播和高清摄影， 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近

距离了解它们的传奇和工艺。 “锦绣中

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服饰秀”已

连续举办三年，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

表演（直播）分会联动抖音、快手、花椒、陌

陌、映客等业内220余家平台，通过“线上

互动+线下体验”的形式对活动进行了强

效推广，直播累计观看量达到1.3亿。

直播给非遗带来了流量， 以喜闻乐

见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 对于非遗保护

与传承， 网络直播也找到了更多契合新

科技、借力新技术的切入点。 “网络直播

为多元文化的传播与文化生命力的延续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腾讯文化与内容公

共事务部总经理朱殿君介绍说，腾讯通过

“云游敦煌”“数字秦陵”和“数字故宫”等

系列小程序， 为顶级文博量身打造了面

向公众的数字窗口。今年初，腾讯又与敦

煌研究院签署新三年战略合作协议，引

入AI病害识别技术、沉浸式远程会诊技术

等，帮助敦煌壁画保护与修复。 腾讯还发

起“非遗看点守艺人”创作大赛，通过“直

播+内容+电商”在线为非遗产品“带货”。

“新一代”成在线娱乐
绝对主力，撬动全民创作
新景观

“毫无疑问，Z世代年轻人正在成为

直播的主力和未来，”哔哩哔哩公共政策

研究院院长谷雨说，B站直播正向电竞、

生活、学习、娱乐等各个领域不断延伸。

“据不完全统计， 网络Z世代大概有3.3

亿，预计到2023年，他们将贡献在线娱乐

市场消费的66%。 ”学者认为，Z世代是伴

随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一代， 在技术革新

的推动下 ，Z世代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

变化，他们的性格更加独立，更加关注体

验感，同时也更倾向于选择正能量、有价

值的内容。

以B站为例，近年来，以舞蹈、音乐、

汉服等为代表的国风内容增长迅速，去

年 ，B站的传统文化爱好者同比增长了

331%。戏曲、汉服、国风音乐、文博青年……

传统文化成为 “直播” 高质量增长新品

类，推动一批年轻传播者成为“网红”。

“教大家学说上海话”的上海沪剧院

青年演员徐祥抖音号粉丝数量已经突破

了100?。上海淮剧团95后青衣顾芯瑜的

第一条戏曲视频， 播放量就突破了370

?。经营账号一段时间后，她渐渐摸索出

了短视频的一些门道， 也积累了一批粉

丝，每每走上直播间，总有拥趸向她隔空

喊话，“因为你才知道了淮剧”。

越来越多的95后、00后在互联网上

为传统文化创造更多价值。近三年时间，

酷狗平台入驻的国风音乐人已达到1.1

?，超过三分之一有原创的代表作，而国

风音乐粉丝更突破了1.75亿。

酷狗音乐副总裁、 酷狗直播CEO谢

欢告诉记者， 当代青年对以戏曲为代表

的非遗音乐和传统音乐越来越喜爱。 目

前， 平台一共收入了14?张以上的国风

歌单，每个月有一亿人次收听国风音乐，

带有国风标签的单曲累计被收听的次数

达到500亿次以上。“我们举办了355场国

风音乐直播活动，每一场都很轰动。 ”可

以说， 网络直播构建艺术交流空间前所

未有之大，撬动了一个全民创作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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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世界会客厅”
阅读地标建筑的前世今生

熊月之主编“爱上北外滩”丛书面世，挖掘上海地情地貌背后的海派故事

从俯瞰黄浦江苏州河的 “最佳观

景台”上海大厦、“远东第一大厅”上海

邮政大楼，到“亚洲第一公寓”河滨大

楼和 “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

旅馆”浦江饭店，这四座经典的上海老

建筑地理位置相近， 均位于虹口滨江

一带的北外滩，是“世界会客厅”历史

风貌与文化内涵的生动缩影。 新近出

版的“爱上北外滩”丛书第一辑，包括

《上海大厦》《上海邮政大楼》《河滨大

楼》《浦江饭店》四册，首次以单行本形

式一楼一书讲述地标建筑变迁， 展现

了北外滩风云往事。

这一系列由虹口区档案馆、 区地

方志办公室组织编撰， 上海人民出版

社·学林出版社推出。“会客厅是绽放

笑容、释放热情、展陈文化的场所，这

套书就是虹口四座大楼向八方来客递

上的写有自家履历的名片， 既是上海

历史文化研究的良好载体， 更是经典

的北外滩视觉符号。”丛书主编、上海

史专家熊月之教授认为，深入发掘、研

究、阐释海派丰厚底蕴，擦亮北外滩文

化名片，需要学界将大量档案、地方志

文献梳理转化为鲜活的地情知识，让

更多人打开上海这本“大书”。

见证东西方文化交汇，
每栋建筑都是一个传奇

北外滩作为上海一江一河融汇贯

通之处， 历史上就是上海现代文明开

埠之地、国际文化交流大码头。世界性

与本土性、摩登性与传统性，交织汇入

北外滩的风格气质， 也注入了上海近

代开放的标志性窗口建筑。

“正如丽兹酒店之于巴黎，礼查饭

店之于上海，每个国际大都市，因有了

经典大饭店， 这座城市往往多了几分

建筑传奇、人物故事、文脉遐思。”《浦

江饭店》作者、影像装置艺术家肖可霄

曾经坐了1000多趟公交车， 拍摄定格

浦江饭店在不同季节、 不同视角下的

建筑风姿。

位于外白渡桥东侧的浦江饭店，

原名礼查饭店， 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

家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旅馆， 见证了东

西方文化的交融。来沪的诸多名人，如

《密勒氏评论报》 创始人富兰克林·密

勒、主编鲍威尔，采访过毛泽东等中共

领袖、撰写《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

诺，英国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萧伯纳等都曾下榻于此。 中国政界要

人、工商界巨子、文化界名人也在此接

待宴请外宾……作为在沪外国人社交

活动中心， 这里诞生了太多新鲜时尚

的都市“第一次”———上海第一批安装

的 15

盏 电

灯 中 ，

浦江饭店

独占 四 盏 ；

举办过上海第

一次电影放映活

动 ； 上海第一批电

话、自来水的用户集聚

地； 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

易所在此开业……

“浩浩黄浦 ，波翻浪涌 ，流经

上海城厢东南一带，缓弯向北，与?淞

江合流之后，又急弯向东，折北流入长

江口。黄浦江在上海境域流线，恰好形

成由两个半环连成的S形。于是，这里

成为聚人汇财的风水宝地。”熊月之如

是分析北外滩的 “天时地利人和”，独

特的地理优势为中外文化高频汇聚创

造了前提条件。

比如，当时绝无仅有作连续“∽”

形设计的河滨大楼， 依据不规则地形

打造了上海最早的“水景住宅”。塔楼、

暖气、电梯、游泳池、深井泵、消防泵等

现代设施一应俱全； 米高梅影片公司

驻华办事处、联合电影公司、京沪沪杭

甬铁路管理局等中外企业、机关团体、

公益组织，最早就在楼内办公；抗战胜

利后，上海市轮渡公司、联合国善后救

济总署中国分署等在此设机构。此外，

上海大厦也见证了历史高光时刻———

上海的最后解放， 是以百老汇大厦回

到人民手中为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党

和国家领导人曾陪同外国元首、贵宾，

在这里纵论天下大事，细品上海美景。

深挖档案与地方志宝
库，力求细节真实可信

撰写书稿时， 丛书主编和四位作

者多次实地考察，多方查找资料，深挖档

案与地方志宝库，查阅了大量英文文献、

早期报纸等，力求细节真实详尽可信。学

界认为，城市的地情地貌地理，蕴含大量

人文知识“干货”，能帮助研究者从老建

筑的一砖一瓦中，寻觅历史演变痕迹。如

何创新 “活化” 档案及地方志资源的方

式， 更好地运用史料诠释上海的精神谱

系和文化底蕴，有待进一步探索。

“对于上海大厦而言， 我既是参观

者，也是研究者。”《上海大厦》作者、上海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叶舟坦

言，不少读者对上海大厦耳熟能详，对它

的历史却有些雾里看花。 上海大厦原名

百老汇大厦，是风格别致、装潢典雅的高

级公寓，一度是上海最高建筑，也是近赏

外滩、远眺浦东的绝佳观景台。大厦在建

造时刷新了传统高楼的设计理念。比如，

书中爬梳档案与报纸资料等发现———上

世纪30年代上海大部分新建筑没有带屋

顶的阳台， 但上海大厦设计者为了充分

发挥其面对黄浦江、苏州河的景观优势，

每层公寓都设计一个带屋顶的阳台，让

客人夏天体感凉快， 冬天感受到温暖阳

光。屋顶则设计成舒服的屋顶花园，用整

齐砖石铺地，种上植物。1933年有媒体评

价这座建筑的特征———“几乎所有房间

都可以朝南， 这种设计在上海的建筑工

程中几乎是全新的。 除了让大部分房间

朝南外， 这样设计还让每层楼都享受尽

可能多的阳光， 让每个住户都有机会享

受黄浦江微风吹拂的美好感受”。

市档案馆保管部副主任彭晓亮撰写

《河滨大楼》时，从文献里打捞查询细节，

还采访大楼多位居民。 他研究开建和建

成时间，反复求证才得出河滨大楼于1930

年底开建、1932年上半年建成的结论。

上海也是中国邮政发祥地之一，当

代上海研究所研究人员黄婷所著 《上海

邮政大楼》穿插了翔实档案和历史照片，

从中读者会发现———作为迄今保存最为

完整、 我国早期自建邮政大楼中的仅存

硕果，矗立在北外滩的上海邮政大楼，其

功能与航运码头相得益彰，航邮相连，增

强了这一带楼宇功能相互联系补充的整

体感。 耸立在邮政大楼正门上方的钟楼

和塔楼，塔楼两侧希腊人雕塑群像，无不

蕴含深意，也增添了建筑美感与韵味。

全城美术馆联动迎接建党百年 尽现信仰之美
(上接第一版 )?湖帆 《庆祝我国原子弹

爆炸成功》、朱屺瞻《绿化都市》、林风眠

《农妇》、程十发《歌唱祖国的春天》、谢之

光《船坞》、江寒汀《萝卜丰收大有年》等

20件高仿精品将集结， 等待转角邂逅来

自天南海北的游客。

不仅展出红色美术经典，也呈现它们

创作的历程，正于龙美术馆西岸馆举办的

“回望与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

百周年特展”令人印象深刻。展览展出的

150多组主题性美术作品，如沈嘉蔚《为我

们伟大祖国站岗》、黎冰鸿《南昌起义》、全

山石 《中华儿女———八女投江》、 靳尚谊

《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陈衍宁《毛主席

视察广东农村》、艾中信《捻毛线》等，均

来自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 王薇夫妇

的私人收藏，涵盖油画、版画、雕塑和手

稿。其中一批手稿文献为首次公开展出，

它们与原作的呼应， 让观众体味到艺术

名家为主题创作付出的不凡心力。

策展视角不拘一格，
多维度展示红色文化精神

立足自身定位，挖掘自身优势，申城

不少美术馆也在此次展览季中凭借新颖

独特的视角、不拘一格的展陈形式，探索

红色美术展览的新表达， 多维度展示红

色文化精神。

刘海粟美术馆 “百年肖像———艺术

家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与龙现代美术

馆“热血铸春秋 浩气贯日月———党史上

著名先烈英模人物国画作品展”，均以百

年党史中顶天立地的人物作为线索。前

者展示不同时期70余位艺术家笔下的中

国共产党人形象， 近百件展品中有相当

一部分来自中华艺术宫、上海中国画院、

上海油画雕塑院的馆藏。 后者汇集的是

用国画艺术形式塑造百位先烈英模形象

的新作， 九旬艺术名家汪观清担任此次

展览的艺术指导， 组织上海20多位擅长

绘制国画人物画的知名画家参与创作。

以景喻情，来自久事美术馆“从石库

门到宝塔山———上海延安两地主题作品

展”的别出心裁。展览汇聚艺术家描绘革

命圣地和纪念地建设成果、 即时风景的

作品， 并以此处风景的历史样貌予以对

比呈现。引领革命航船劈波斩浪、驶向光

明的灯塔精神， 则是普陀区美术馆 “灯

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

画展”提炼出的关键词。展出的百余件作

品， 来自上海炎黄书画院和黄浦区美术

家协会携手组织多位艺术家多次赴海

岛、灯塔采风时创作的作品，其中不少作

品或直接以屹立在祖国漫长海岸线上的

“灯塔”为表现对象，或以肖像或群像记

录灯塔人和救捞人的精神风貌。

在书法积淀深厚的松江， 松江美术

馆以“奋斗百年路 翰墨盛世情———松江

区百首红色诗词庆百年书法展”写初心，

展出的百幅书法书写了早期共产党人的

革命诗词、至理名言等。在花博会举办地

崇明，崇明美术馆策划了“海风吹红边塞

花———上海崇明·云南镇康沪滇协作书

画摄影交流展”，生动展现新时代山海同

心合力脱贫攻坚的壮阔实践、重大成就，

沪滇两地群众的美好生活、深情厚谊。

以小见大，读懂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的必然
(上接第一版)前两者曾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时合作过一部致敬百年民族工业的

动画电影《江南》，此次二度携手，源于几

年前的一次采风。 在江南造船厂厂史馆

参观时， 一张李中的照片吸引了出品人

鱼洁的注意， 这也是现在公诸于世的唯

一一张李中的影像。

第一位产业工人党员为什么在上海

出现？ 陈独秀为何建议李中走进工人群

体？未解之谜有许多，因为关于李中的史

料实在稀少。“但挖掘上海本土的红色资

源，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鱼洁说，就这

样，创作者心头的问号，成为纪录片《播

火1920》的原点。

从前期筹备到拍摄完成 ， 《播火

1920》历时一年多，摄制组相继到李中的

家乡湖南省双峰县、上海老渔阳里2号的

陈独秀故居、 江南造船原址等地取材取

景，并采访到重量级的党史专家。本片党

史顾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李忠杰说：“李中， 应该说是标准的产业

工人，这在最早的党员当中也是很少的。

虽然人数少， 但代表了我们共产党的阶

级性质、阶级基础和它的初心、使命、目

标、任务等。我们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

上海建立，这为建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除了在知识分子当中活动之外， 同时进

一步走向工人，与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使

我们党增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

以严谨的史观，解开李中
在党史上的若干个“第一”

本片党史顾问、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这样定义李中：“李中

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 早期组织

当中， 第一个以工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党员。他不是一般的工人，他是从知

识分子转化为工人的， 所以他对中国工

人阶级的观察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

不只是第一个产业工人党员， 李中

还曾在江南造船所发起筹建中国第一个

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对于这样

在党史上有着若干‘第一’的人物，今天

的人们对他印象很淡。”《播火1920》总导

演、撰稿刘丽婷说，以严谨的史观来解密

一位党史上的人物，显得尤为关键。

《播火1920》总时长不过28分钟，主

创团队力求每一处都有经过考证的史料

依据。比如关于李中与毛泽东、蔡和森等

人的关系， 摄制组从位于长沙的湖南省

档案馆找到答案。在珍本库房，摄制组找

到了李中和毛泽东的学籍档案。 片中援

引湖南省档案馆馆员张敏的话：“我们在

1917年的同学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

的信息 ：毛泽东 ，字润之 ，25岁 ，籍贯湘

潭。当时，他在第八班就读。同时，我们能

在第七班的同学录中看到：李声澥，字印

霞，21岁，来自湘乡（今双峰县），他是我

们的第一位工人党员。”

“我们这个片子就是试图用史实来

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第一个产业工人

党员出在黄浦江畔的江南造船厂， 是有

其必然性的。”《播火1920》总监制蔡勤宏

说，“通过李中，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

工人联系了起来， 早期革命领袖和早期

工人运动联系了起来。 他也把当时中国

最先进产业之一的造船业与党的早期革

命活动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丛书包括 《上海大厦》《上海邮

政大楼》《河滨大楼》《浦江饭店》四册。

▲《上海邮政大楼》插图，苏州河畔

的邮政大楼。

制图：

李洁

荨直播让 “云游 ”博

物馆成了文博爱好者新

的文化休闲方式。

▲经常直播分享汉服

妆容的 Up主“机智的党妹”。

荨活跃在酷狗直播平

台上的“国风少年”张逸辰。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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