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中国考古大会》热播之际

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

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我们当

代考古人的使命。 将来之不易又灿烂辉

煌的考古成果惠及于民，为我们今天坚

定文化自信提供丰富的力量源泉，则是

时代文艺的使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考古大

会》应时而生。

《中国考古大会 》的主创团队结合

节目定位对“大会体”进行了创新。 在内

容（遗址）的遴选、表现形式的设计 、参

加节目学者嘉宾的层次、专家解说的精

确度等方面都可圈可点。 我有幸作为学

术顾问，参与节目策划和内容遴选。 在

我看来，节目从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出

发， 遴选了中华大地上 12 个具有重大

学术意义的遗址，在高科技多媒体技术

的赋能下 ，展示了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

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展示了中华

文明风采。

中国现代考古的百年历史中，发掘的

遗址可谓成千上万。选择哪些介绍给广大

观众，需要仔细考量。 最终节目组选取的

12个遗址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它们

的发现过程也都凝结着中华文明的重要

脉络。 从距今 50万年的北京周口店到实

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浙江良渚； 从中

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商代晚期都城河南安

阳殷墟， 到最近成为关注焦点的成都平

原古蜀国首都三星堆； 从出土八千年前

骨笛的河南舞阳贾湖到被称为西汉文化

宝库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墓等。 这 12个遗

址有些是家喻户晓， 也有些是迄今鲜为

人知的， 但无一例外都是在中国考古史

上占有重要位置的重大发现。 可以说这

12个遗址展示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

发展的脉络， 展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的形成发展过程， 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

烂成就及其对世界的贡献， 是中华大地

上发生的百万年人类生活史、 万年文化

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浓缩写照。

《中国考古大会 》在秉持考古应有

的严谨务实以及正确史观的基础上，用

电视综艺的多样化形式和高科技媒体

技术，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

了起来。 节目中，有推广人、专家和观众

代表参加的探秘空间和时空隧道，有考

古专家的现场解读，还有情景再现的舞

蹈。 从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丰富度与契合

度来看，《中国考古大会》做出了综艺节

目鲜明的特色 ，打造了荧屏上 、网络上

鲜活可感的中华文明知识点与记忆点。

尤其是节目还利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超高清视音频制播呈现国家重点实

验室的技术支撑，充分挖掘总台 AI+VR

裸眼 3D 演播室技术的特点， 针对每个

考古遗址量身打造不同的 “视+听+触”

场景，实现技术应用的突破与创新。 高

科技加成下，观众能身临其境感受考古

发现的古代遗址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

息和场景，节目由此实践了总书记提出

的活化历史场景的理念。

主创团队的敬业精神也值得一书。

考古及文物题材节目的专业性决定了，

这档节目对每位主创都是极大的挑战。

在挑战面前 ，他们知难而上 ，抓紧一切

时间恶补考古知识， 了解各集的内容，

使节目得以顺利进展。

如果说迄今为止通过某一件或几件

国宝级文物介绍考古知识的节目能比作

“北京烤鸭”“佛跳墙”“锅包肉”“松鼠鳜

鱼”之类单品佳肴的话，那么《中国考古

大会》 就是感受体验百年中国考古成果

的“满汉全席”“饕餮盛宴”！

近年来，央视陆续推出一些考古栏

目和纪录片等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

知识的栏目，使广大民众得以通过国家

媒体的渠道获取对考古学的精准知识，

而不再是通过盗墓题材的小说了解考

古，这些是令人可喜的变化。 考古学是

一门严谨的科学， 考古绝不等于盗墓，

盗墓是考古学的天敌， 也是一种犯罪。

我们要为系统 、正面 、准确介绍考古知

识和考古成果的所有媒体致以崇高敬

意。 这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中

国考古大会》 就是一个履行社会职责、

实现社会价值的极好方式。

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点， 是我们发

掘和研究的都是中华民族祖先们留下来

的文化遗存。 每一项发掘都会使我们对

中华先民的生活， 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

程、 取得的灿烂成就， 对人类文明的贡

献， 以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有新的认识。 我们希

望通过诸如 《中国考古大会》 这样的节

目， 使这些新的发现、 新的认识， 以民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给更多人。 我相

信她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 我

也非常希望 《中国考古大会 》 能够继

续办下去 ， 让更多重要的考古发现 ，

通过这个平台展现给国人 ， 展现给世

界 ，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做出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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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古代宝藏“活起来”
王巍

《导演请指教》：
不只是导演生态放大镜

近来被影迷圈讨论最多的综艺节
目，非《导演请指教》莫属。

这档综艺大致可分三个环节：一是
“真人秀”，我们能看到导演拍片前的准
备，如何选演员、被演员选，以及拍摄中
的一系列操作；二是“首映”，即作品在
观众面前呈现；三是“映后交流”，是对
作品的讨论与反馈，导演之间的 PK，导
演和制片人之间的彼此抉择。 借此方
式，节目搭建和还原了电影产业完整的
小生态，带着真实的内在驱动，车轮滚
滚，向前推进。

总体来看，观看《导演请指教》如同
窥探一面镜中之镜。观众的声音一方面
来自伴随节目诞生的一系列短片，另一
方面也来自对整档节目样貌的指指点
点。因此，节目的样态就决定了其呈现过
程必然充满多维度的交互冲撞。 在我看
来，众声喧哗、争议连连是意料中的事。

有人质疑，节目中这样对导演、对拍
片各环节的展现“是否有必要”———就像
钱钟书说的，鸡蛋好吃，有必要认识那
只下蛋的母鸡吗？作为一个电影行业的
从业者，我觉得节目的尝试还是很有意
义的。

首先，电影是表演的艺术，更是导
演的艺术。

著名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总是对
她在一部电影里的表演惴惴不安， 但她
总是庆幸：不管怎样，导演才是那个对整
部电影负责的人。 的确如此，导演介入的
通常是一部电影诞生的全流程。 表演不
好， 那是导演选角和调教演员的失误；

剧作不好，是导演对剧情走向的把握不
利；声效不好，是导演的活儿不够细密；摄
影不好，是导演和摄影师沟通失误……法
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特吕弗更是早就
将导演提升到“电影作者”的地位。

《导演请指教》中 16 位竞技者大多
只是事业刚起步的导演。相对于他们较
为陌生的脸庞，嘉宾席上却有不少熟悉
的演员。 镜头扫过时能看到，演员们脸
上写满了期待。此时你就能理解制片人
席上郝蕾说的“导演有很多，但是好导
演很缺”———即便功成名就的演员也来
捧新人的场，因为他们很清楚导演有多
核心。 其中孕育的机会和可能性，正是
演员孜孜以求的。

进而， 对于导演的工作是什么，为
什么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节目也做了充
分展现。

在第一个环节，从选角到拍摄，可以
看到导演在选择与被选时的尴尬， 以及

人选的错位和不确定性。 新人导演很少
有作品能说服演员， 演员们对如何选择
也缺乏参考。 此时就很考验导演的说服
力及人格魅力了。节目里展现并强调，这
种能力必须是导演的标配。

筹备时间短，真正的拍摄期也就两
三天。各种状况频出，也是导演必须解决
的局面。节目中，相国强剧组和曾赠剧组
都面临拍摄现场下雨的状况， 王晹提到
两位演员同框时间短、 档期协调难的问
题， 德格娜则要妥善协调主演的拍摄时
间、安抚演员情绪……

有青年导演在台上解释拍摄现场发
生的状况， 以至于造成的无奈及成片的
不如意之处，台上制片人立刻打断说：这
是一档竞技类节目， 每个人面对公平条
件，拒绝抱怨和开脱。 有人对这样的设定
产生了质疑，认为如此仓促的条件，不见
得就是好电影诞生的土壤。 但理性来说，

电影囿于商业化操作环境，受制于人员、

物资、自然环境等各种严苛条件，确是不
争的事实。 即使“等云到”的黑泽明，也一
样受资本严格掣肘。

电影创作者应对的条件永远都非
理想化。 而导演，永远是镣铐中的舞者。

在不完美中追求完美， 将缺憾铸成艺术
的一部分，就是他们的使命。拍摄影史经
典《公民凯恩》的大导演奥逊·威尔斯说：

“导演就是处理各种事故的人。 ”导演必
须具有强大的统筹能力、 随机应变的能
力，能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并在突发事
故和条件限制中，保护自己的想法，并靠
强大的意志力实现它们。 《导演请指教》

中，导演们面对的种种创作限制，综合来
讲，我认为并没有比现实的情况更夸张。

说到底，好的作品，才是这档节目
的硬通货。

《导演请指教》的第一个竞技阶段，

是对经典 IP 的改编。改编，实际是一种
再创造。 以第二期节目为例，好片子明
显受到了更多礼遇，也提升了整个节目
的网络热度。

曾赠导演的短片《爱情》受到了格
外热议。改编短片和原作《大话西游》在
场景、电影片段、台词上呼应着。比如原
作中“下雨收衣服”，到了改编短片中成
了“我来收衣服”，这样的剧作脑洞令人
会心一笑。 电影的镜像之间，也有诸多
讨巧的借用和呼应。比如紫霞流泪的特
写镜头，在电影中成为年轻人心灵相吸
的有力一笔，令男主对女主动心一刻具
有说服力。更大的情感呼应或许更来自
曾赠导演说的， 对原片结尾遗憾的弥

补、那个关于“走”还是“留”的抉择。

《爱情》 是一次非常巧妙的 IP 改
编，故事较完整，镜头语言也相对成熟。

张雪迎、张晚意两位演员在镜头之下得
到了好的发挥。并且短片带着女性导演
敏锐的触觉，带着失恋的感伤及治愈的
力量。 所以它在节目里既获得了好口
碑，也获得了好的上座率。

相较而言，德格娜的《回到伯勒根
河》更文艺，在节目中引发争议。在我看
来这部短片还是非常不错的。尽管现场
有制片人说它处理的方式不够新颖，但
我认为它在短小的篇幅里，利用三位女
性代表的三代人， 在很普通的场景、简
单日常的对话中，传达出了纠结的情感
和丰富的意蕴。其中有对城市和故乡不
同的感情、 记忆， 也隐隐牵出寻根、死
亡、信仰等主题。德格娜改编的 IP 是谢
飞导演的《黑骏马》，她将原片两段画面
剪在短片的开头和结尾，在节目中也是
一项争议。 在我看来，这种视觉的冲撞
并不违和。德格娜在处理民族题材上的
手法和品位，在短片中初现一隅，我个
人认为她的作品完全具备进入国际主
流电影节短片单元 （继而扩展成长片）

的能力。对她的后续作品，我充满期待。

节目中还有 23 岁的宁元元在拍摄
《五行书院》时表现出的鲜明个性，以及
吴镇宇拍摄《记》时表现出的如他演技
一般的鬼马，等等。

在一档展现导演风采的真人秀竞
技类节目中，有个核心问题非常值得讨
论：究其根本，什么样的导演，才是一名
好导演？

姜文导演曾有“四种导演”的描述：

第一种有话讲，还讲得利索，是很牛的
导演；第二种，有话讲、很真诚，但讲得
磕磕绊绊，也是不错的导演；第三种，没
话讲，但讲得利索，这就有点骗人了，但
起码能讨好观众；第四种，没话讲，也讲
不利索，这种就没人陪着玩了。

仔细辨别姜文导演的话，他所强调
的， 是一个导演首先必须拥有强大自
我，要有内心真正想表达的东西，然后
才是娴熟的手法和技艺。就像在探讨德
格娜作品时，与她同台的吴镇宇说了一
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年轻导演
关注生活，有什么不对吗？ 很多人不关
注生活，只关注观众。”那些只专注于迎
合观众的人， 打造的只能是二流作品。

好的导演都带着自己的个人风格和表
达欲，哪怕是一个别人的本子到了自己
手里，他都能使作品染上自己的色彩。

节目中的各种话题营造着富有迷
影精神的舆论场。这也是它值得电影从
业者们关注的原因。

因此，抛开网上略显喧嚣浮躁的讨
论，作为电影相关从业者，我认为《导演
请指教》还是一档很有意义的节目。特别
是对电影行业， 在如今深受疫情影响略
显艰难的产业生态中， 我想制作方借由
综艺外衣呈现电影行业真实生态之外，

其深意更在扶植创作、培育新人，完善产
业链。 《导演请指教》的目标绝不只是一
档任人评说的综艺节目， 它指向着当代
青年导演和主流流媒体平台未来巨大包
容的无限潜能。

从这个意义上看，《导演请指教》在
下一盘一石多鸟的大棋。希望今天网络
讨论的热度，能最终换来一部部扎实丰
盈的作品。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让我们
怀揣憧憬，继续关注与期待。

（作者为资深影评人、电影节策展人）

电视剧《和平之舟》本周在央视一套
收官，剧作以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厚重
的思想主题表达、纪实的影像艺术呈现，

在现实题材主流军旅剧中给广大观众带
来了别具一格的惊喜。

我国现实题材主流军旅剧有着辉
煌的历史和传统，《潮起潮落》《和平年
代》《红十字方队》《突出重围》《波涛汹
涌》《壮志凌云》《女子特警队》《DA 师》

《归途如虹》《导弹旅长》《士兵突击》等
优秀作品表现人民军队发展变化，引领
时代风潮，制作精良严谨，唱响家国情
怀和大情大爱，在中国电视剧画廊中呈
现出独特的军旅品质，留下一个时代的
精神印记。 同时也应看到，一些现实题
材军旅剧过于强调动作性和武力值，往
往以“打不打外国人”“打得热不热闹”、

“打得惨不惨虐不虐” 作为评估评判标
准，主题先行搞创作，神乎其神编故事，

恶俗口味猛迎合，在创作上不可避免地
带来千篇一律、 如出一辙的同质化现
象，消费了题材，破坏了审美，误导了观
众，在低水平、高消耗中恶性循环、周而
复始。电视剧《和平之舟》赓续现实题材
主流军旅剧的血脉气韵， 深挖生活沃
土，打破常规套路，扎实讲好故事，勇于
探索创新， 在艺术创作上回归本源本
真，努力追求现实主义风格，呈现出清
新扑面、与众不同的样式风貌。

题材独特，
讲好新时代军医故事

1997 年出品的《红十字方队》是影
响一代人的经典之作 ，25 年来 ， 仅有
2011 年播出的《远远的爱》一部作品讲
述当代军医故事，《和平之舟》无疑是补

白之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
实意义，是现实军事题材创作的拓展和
延伸。 剧作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医疗
剧，而是聚焦和平方舟医院船，把海军
军医群体作为主角，展现新时代人民海
军崭新风貌， 书写中国军医救死扶伤、

医者仁心、国际大爱的责任担当。 剧作
打破军旅剧中人物成长史的惯用写法，

独辟蹊径地通过成长性来塑造人物，表
现出当代军医的风采气度神韵，特别是
人物弧度贴近生活、贴近你我，始终追
求一种真实状态下的艺术表达。

剧作元素多重，尤其写出了医疗救
援时的惊心动魄、 血脉偾张。 《和平之
舟》中没有常见的恐怖分子，没有围歼
围剿时的作战厮杀，而是紧贴厚重宏大
的主题主旨，围绕医疗救援讲故事做文
章。一条船、一片海、一群人，通过一个个
源于生活的真实故事和原型人物， 讲述
全体船员拯救生命时的团结努力、 搏击
风浪时的战天斗地、历险遇险时弥天大
勇、传播友谊时的大爱无疆。在固定的时
空关系中， 从不同的维度表现和平方舟
十多年来遍及五洲四海、 开展军事外交
的壮美航迹， 生动刻画海军官兵播撒仁
心大爱、 传播和平友谊的动人形象，以
怀柔远人的气度展现大国情怀胸襟，拓
宽了现实军事题材作品的深度和广度。

情感质朴，
演好当代军人精神图谱

曾几何时，感情戏往往是军旅剧被
吐槽和诟病的重灾区，从早些年的男主
角爱与首长女儿谈恋爱，到近些年的新
兵爆追女军官……各种套路吸引了眼
球，“收获”了口水，骂声远比掌声多。反

观《和平之舟》，人物情感脉络冲破男女
主人公爱恨纠葛、三翻四抖的创作思维
定势，从平凡人做平凡事入手，从军旅
生活的点点滴滴出发，写牺牲讲奉献谈
奋斗，军味兵味战味浓郁，饱含深厚质
朴的战友亲情。剧中张渡航与路阳在救
治病患时的当仁不让、针锋相对，与妻
子沈默的相濡以沫、相守相随，与孙诚
海院长的如父如兄、提携点拨……其间
有喜悦有甜蜜有放飞自我，有苦恼有惆
怅有艰难取舍，通过不同侧面的情感表
达，使人物更加血肉充盈、真实可信、充
满温度，展现出新时代军人丰富细腻的
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极大地丰厚了作
品的现实主义色彩，力求与观众实现情
感上的共鸣。

现实主义是主流军旅剧的鲜明品
格，是赢得观众、赢得市场、赢得时代的
重要元素。 近年来，《我是特种兵》《火蓝
刀锋》《舰在亚丁湾》《天生要完美》《陆军
一号》《马兰谣》《热血尖兵》《深海利剑》

《利刃出击》《空降利刃》《蓝军出击》《号
手就位》 等充满现实主义风格的主流军
旅剧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
统一的基础上，始终洋溢着大气、厚重、

深刻、真实的风格和气派，深受广大观众
的喜爱和欢迎。 主流军旅剧创作要高举
现实主义旗帜，聚焦改革强军，紧跟时代
步伐，创新艺术表达，探索制作模式，认
真梳理和总结既往， 已有什么、 还缺什
么、要补什么，争取对强军兴军进程中的
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点阶段尽可能全
覆盖， 努力创作构建起反映新时代人民
军队使命任务的光影谱系， 以强烈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书写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史诗。

（作者为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理事、

编剧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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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请指教》中曾赠导演改编自电影《大话西游》的短片

《爱情》受到热议。 图为《爱情》中的扮演者张雪迎和张晚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