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 广告

■本报记者 张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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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走向牵

动着每个人的心， 海外疫

情蔓延形势严峻， 中国在

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 已投入复工复产。 截至 4 月

26 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给全世界抗击

病毒的人们以更多信心。在这个冬天和春天，中国举

全国之力控制疫情、救治患者，形成一段可歌可泣的

战“疫”大历史。 最近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查医生援鄂日记》，正是这段战“疫”大历史中的生

动个人书写。

当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成为新冠疫情最严重的

地方，全国各地行动起来，超过 4 万名医护人员逆行

驰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医生查琼

芳就是其中的一名。 作为仁济医院第一批援鄂医疗

队队员，查琼芳 1 月 24 日除夕出发，到武汉市金银

潭医院救治新冠肺炎患者，3 月 31 日回到上海。 在

68 天里，查琼芳写下 67 篇援鄂日记，记录所见所闻

所思，归而结集。这部著作记述了抗击疫情最前线的

一个个鲜活故事， 体现出一名援鄂医护人员不畏艰

难、乐观向上、甘于奉献的精神，更折射出中国人民

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广阔图景。

病毒凶狠， 重症病房的医生护士尤其面临巨大

风险。查琼芳穿上防护服工作，时常连续12个小时不

吃、不喝、不上厕所，衣服被汗水打湿，就像从水里捞

出来一样。她协助为病人插管，身边的同事甚至被情

绪低落的病人撕扯防护服， 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在病

毒面前。 然而她没有丝毫怨艾情绪，投入到救治中。

她时常去宽慰病人，把他们当成“宝贝”，心系患者的

病情好转、出院以及患者和家属的亲情，文字间透出

一位医者的仁爱之心。 同事之间加油鼓劲、 庆祝生

日，在休息日主动当义工，协助分发各种物资，积极

参与培训学习。翻阅日记，可以感受到医务工作者强

烈的事业责任感和美人之美的宽广胸怀。

乍看起来，日记回顾每日行程感想，仿佛一部平

凡人的流水账，然而唯其朴素，越发具有打动人的力

量。她捕捉到来自一线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宛

如从疫情笼罩下的武汉透出的一道道希望之光。 她

对病人和家属的伤痛感同身受，深深感慨；即使在最

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气馁，不断给自己打气：“今天

是立春。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能

抵达！ 春天到了，夏天还会远吗？ 期待欣赏武大的樱

花，期待武汉街头车水马龙的景象，还要登上黄鹤楼

俯瞰长江美景……”

心中有爱，所以也不时感受到爱，文字中的平实

记录透出融融暖意。她看到患病夫妻紧紧握住的手，

欣赏酒店门口瓶中绽放的野花，向弹奏《致爱丽丝》

钢琴曲的陌生同行致以赞美。她对生活充满热爱，享

用美食得到口腹之乐，调节因工作而产生的疲累。查

琼芳记录过的食物有三林大红肠、金枪鱼罐头、枫泾

丁蹄、油焖笋、红烧肉、银耳桃胶羹、目鱼大烤、小龙

虾、武昌鱼、牛排、辣白菜……虽然只是偶尔吃到，却

每次都欢喜满溢。 这样的书写带给读者一种无形的

感染，进而相信，一位热爱生活的医生，定然会把抚慰和信心传递给患者。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查琼芳不仅关注个人小我，而且把小我融入援鄂医疗

群体，融入全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滚滚洪流，日记于是承载了更加丰厚

的时代信息。换到距医院更远的酒店时，共产党员先搬，查琼芳毫无怨言，不惜

早起少睡。 身边的援鄂医生递交入党申请书，多批积极分子火线入党，正是共

产党员在战“疫”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身边案例。 她在酒店看到灯火通明的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她的仁济医院同事前往雷神山医院支援，见证了中国速度

和中国力量。 从防护服到爱心小药箱，从长柄雨伞到冰激凌，社会各界为医护

人员送去爱心，她用文字描画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真实场景。

医护人员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援鄂医疗群体堪为当今最美逆行者。广

大文艺工作者满怀激情投入创作， 礼赞致敬医生护士群体的医术仁心和大爱

情怀。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教授受邀演唱公益歌曲

《勇气》，查琼芳几次听得热泪盈眶。 她在 3 月 13 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亲耳

听到廖昌永教授浑厚饱满、直击人心的歌声，亲眼看到仁济官微发布的东方卫

视制作的《勇气》MV 视频。我被震撼了！今天一天我都在反反复复播放着这首

歌，好听而感人，温暖而充满力量。 ”上海交通大学徐庆华教授为附属医院 570

名援鄂医生每人创作一幅书法，查琼芳也在《查医生援鄂日记》首发当天拿到

了写有自己名字的一幅。 艺术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凝聚各行各业共识，增进人

们战胜疫情的信心。

面对新冠病毒肆虐，中国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基本

控制住疫情进一步扩散，造就一段壮阔的历史。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

者，查琼芳医生用日记留下自己的见闻思索，留下一段细致入微而波澜壮阔的

“战地日记”。时代终将记住那些为之拼搏奉献的人。有理由相信，《查医生援鄂

日记》会成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程中富有个人特色的书写，其中蕴含的

坚定、乐观、奉献等品格定将感动和温暖更多读者。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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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认同与知识营养渐成荧屏刚需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电视收视走高，综艺市场在沉淀中开启新尝试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的 《电

视指南 》杂志发布的 《2020 年第一季

度电视综艺调研报告》 显示，2020 年

春节总收视率相较于 2019 年上涨

18.1%， 人均日收视时长增加 30 分

钟，电视收视率在春晚达到峰值后，未

出现明显回落， 保持较高与平稳的收

视态势。

在疫情来袭的特殊时期， 不少综

艺节目开启新尝试： 形式上， “云录

制” 逐渐成为主流； 内容上， 一批展

现人间关爱、 传递人文温暖的节目吸

引了大多数观众的视线。 越来越多创

作者开始思考， 当综艺节目跳出偶像

化、 年轻化、 冲突化的 “市场铁律”

后， 到底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对观众真

正有意义的。

用浏览“朋友圈 ”的
方式打开综艺 ， “云录
制”撬动温情表达

“不少年轻人说， 这段时间与长

辈时常闹矛盾， 这正说明平日缺乏代

际沟通， 当下是弥补的好时机。” 在

浙江卫视的云录制节目 《我们宅一

起》 中， 主持人华少的一句话获得不

少网友点赞。 有观众将近期涌现的一

批低风险 、 低成本 ， 居家录制的节

目， 比喻为各大卫视的朋友圈———抛

开精心设计剪辑的综艺 “剧本”， 白

描出嘉宾的 “宅” 生活。 一蔬一饭的

日常体验 ， 以及家长里短的亲友互

动 ， 给人一种 “天涯共此时 ” 的慰

藉， 也催人在停顿中拾取快节奏生活

中忽略的美好。

亲情互动是云录制的明星 “宅”

日常里最动人的部分。 《我们宅一起》

中， 演员沙溢厨艺大涨， 每天为妻儿

烹饪三餐 。 在由妻子掌镜的短视频

里 ， 他一边自嘲身处家庭食物链底

端， 一边兴致勃勃地实践网络菜谱， 看

着孩子吃下自己料理的饭菜， 眼神中洋

溢着自豪与满足。 这一幕， 像极了隔离

期间， 在一日三餐里重拾成就感的上班

族们； 在湖南卫视的云综艺 《嘿！ 你在

干嘛呢？》 中， 主持人李维嘉与母亲的

互动也温暖了不少观众。 视频中， 李维

嘉一边帮母亲染发， 一边与圈中好友视

频通话。 在与同辈的网络社交中， 儿子

并没有回避老一辈， 而是拉着母亲一同

“入伙”， 两代人聊新剧、 扯家常， 其乐

融融———这种鼓励、 帮助老年人接触新

事物的做法， 无疑是代际平等交流的一

个良好示范。

云录制也让传统类型有了新的看

点。婚恋综艺《请和我奔现吧》打出“云相

亲”概念。 节目中，主持人孟非以及男女

嘉宾分别开启直播窗口， 进行聊天配对

选择。 观众不但可以“围观”男女嘉宾通

过视频相亲、约会的全过程，还可以参与

实时互动， 通过评论为嘉宾提出恋爱建

议， 甚至通过投票为嘉宾争取更长聊天

时间。 “云相亲”模式由于投合了网生代

的社交习惯，吸引不少时尚青年参与。节

目中的代际经验交流同样精彩： 青年嘉

宾为中年 “家长 ”孟非 ，普及了 “霸道总

裁”“cosplay” 等基于青年文化的互联网

术语；孟非则以过来人的经验，开导年轻

嘉宾对爱的困惑。

从网络新经济到曲艺
传统文化 ，知识 “含金量 ”

不断升级

近两个月里， 用轻松氛围与创新形

式， 为观众普及知识的综艺节目， 赢得

不错的市场反响。 在综艺人看来， 这种

从纯娱乐向知识化的 “回摆”， 与市场

的选择有关———对具有探索精神、 好奇

心旺盛， 且已具备一定经验和知识储备

的 90 后、 00 后来说 ， 娱乐放松之外 ，

也需要知识的 “收获感”。

江苏卫视推出的综艺节目 《我想开

个店》， 以 “选秀” 模式开启实体经济

创业。 选手用各自的特色产品与创意

理念 ， 竞争五个实体店铺的开店机

会 。 除了吸引眼球的明星合伙人之

外， 还邀请了商界专业人士进行产业

模式分析。 “获客经济” “老客户转

化率 ” “CPS 分成模式 ” 等专业名

词， 被一一科普。

节目中， 新颖的创业产品屡屡刷

新观众对实体经济的固有认知。 中国

潮牌服装设计师， 计划在旅游景区推

出饮品体验店， 植入品牌文化元素；

行业专家建议网络直播达人以店铺形

式常驻繁华商业街， 为线下经济开拓

“线上副本”。 商业有模式却没有绝对

标准， 一些案例更引发了观众对产业

化的深度思考。 手工杠子面传承者刘

益便是典型一例。 这位致力于亲手做

好每一碗面条的手艺人， 让合伙人陷

入纠结： 一方面， 面条中传递出的匠

心魅力让人折服； 但与此同时， 纯手

工作业又无法保证产量和实效。 面对

嘉宾 “有无想过商业化” 的提问， 刘

益的回答质朴又果断———“没有， 我

只管把事情做好， 顺便赚点钱”。 刘

益的处境并非个例， 当下不少传统工

艺正因商业能量激发不足， 身陷失传

危机。 对此， 专业人士认为， 传播匠

心手艺最有效的手段是商业化， 如何

做好保护性开发才是问题的关键。

无独有偶， 用知识收获认可的，

还有网络综艺 《瑜你台上见》。 节目

请来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珮瑜， 以 “脱

口秀+表演 ” 的形式开讲京剧知识 。

有新意的是， 这档京剧综艺与热播京

剧题材剧集 《鬓边不是海棠红》 展开

互动 。 主讲人由剧集中的人物 、 场

景、 细节入手， 引入对 “人保戏， 戏

保人” “跨刀” “水牌子” 等京剧专

业术语的解释， 并且进一步延伸出一

系列京剧历史掌故。 京剧知识的开拓

让观众得以更好地理解热门剧集中的

情节逻辑， 而热门剧集的生动故事也

为京剧文化的普及提供了素材抓手。

学唱段、听音乐会，
“云”上新玩法丰富戏迷假期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五一”假期

来临，虽然剧场还“未有归期”，但沪上各

戏曲院团纷纷借助云平台 “大展拳脚”，

形式丰富的在线互动内容让戏迷们的节

日并不孤独。

琳琅满目的簪子、小草花、珍珠头花，

上海越剧院官方抖音平台昨晚迎来一场

特别的“越趣云课堂”，担当过多部大戏

的梳妆制作和造型的越剧院一团化妆造

型师孙伊瑶成为当晚的主播， 手把手向

观众演示起越剧舞台上头饰的诞生过

程，还连线院团傅派花旦裘丹莉，揭秘越

剧舞台幕后的那些“服装经”。 精巧的古

风头饰在灯光下闪烁光芒， 直播间留言

不断：“珠花好漂亮”“老师手好巧”……

继尹派《何文秀》、徐派《红楼梦》、张

派老生《二堂放子》等演员“云教学”视频

收获不俗反响后，5月4日，上越抖音平台

将延续热度，直播“越云悠洋，舞台百变

小伙伴”节目。声音是越剧塑造人物的主

要手段之一， 青年演员将在直播中分享

如何利用声音技巧塑造本功和跨行当的

不同角色。

如果说直播互动是戏曲拉近与年轻

人距离的良策， 高质量的演出则是 “圈

粉”的基础。 今晚，上海京剧院将在多平

台直播 “音韵 ”主题音乐会 ，虽是 “云演

出”，但阵容毫不马虎。音乐会由一代“鼓

王”王玉璞与焦宝宏、李朝贵、金正明等

著名戏曲演奏家领衔， 汇聚上京几代乐

队的灵魂人物， 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

系教授汝艺也将加盟。 史依弘、李军、熊

明霞、傅希如等名角将奉上保留剧目《珠

帘寨》《盘丝洞》《穆桂英挂帅》段落，难怪

不少戏迷将音乐会称之为“神仙演出”。

此外，上海沪剧院将在5月1日和4日

分别上线“劳动最光荣，致敬奋斗者”和

“以青春之名，艺起前行”为主题的两台

沉浸式沪剧专场演出。 其中，4日的演出

由沪剧名家茅善玉带领青年演员共同出

演，展现当代沪剧新老传承、昂扬向上的

勃勃生机。

若有戏迷不满足于做观众， 亲自上

阵也不是不可能。 上海昆剧团第一届抖

音大赛“云上风采，昆舞人生”将于假期

进入尾声，5月4日公布评选结果。

■本报首席记者 范 昕

王珮瑜在综艺节目 《瑜你台上见》 中开讲京剧知识。 （节目截图）

“隔离”博物馆展品《2020 年的爱情》。

“纪念‘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五十

周年”展是一个仅存在于线上的“云展览”。

某海外

博物馆邀请

人们用家中

随手可及的

物品来重新

演绎世界名

作，促成一场

别开生面的

“云展览”。图

为参与作品

之一。

制图：李洁

博物馆智慧时代，
数据资源转化为云端文化“新供给”

徜徉在卫星状的展厅里， 看邓稼

先领导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用的手

摇计算机、“神舟七号” 搭载的丝绸版

中国地图在火红展墙的映衬下格外夺

目，听耳畔回响起《东方红》那熟悉的

旋律……一个仅存在于线上、 彻彻底

底的“云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携手推出。

疫情暴发以来的这些天， 从简单

把线下实体展览搬到“云”上，到策划

线上限定的 “云展览”， 打通云策展、

5G 直播导览、沉浸体验、线上互动等

越来越多环节， 这样的演变趋势宣告

了文博领域的一种“新业态”。 在业内

看来，“云展览”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

让展品的排布不必受到收藏方或地域

的拘泥， 甚至于展品不必真实存在于

现实世界，因而衍生出无限的可能，值

得关注与期待。

特供线上“云展览 ”

正在引领文博“新业态”

“云展览” 是依托于 “云技术”

的展览观看和传播方式。 倘若以为它

能做的仅仅是让线下实体展览上

“云”， 打破观看的时空界限， 未免太

小瞧它了。

国博新近开启的 “永远的东方

红 ” 云展览 ， 不仅难得地集齐了从

“东方红一号 ” 到 “神舟 ” “嫦娥 ”

系列航天珍贵物证近 50 件套， 涵盖

手稿 、 任务书 、 名单 、 邮票 、 模拟

器、 航天服等多种品类， 更是利用三

维建模、 全景漫游等数字技术在虚拟

世界搭建出一座浸入式展厅， 并以种

种高科技手段拓展着人们的观展体

验。 例如， 展览展出了卫星、 火箭、

手摇计算机等十余个展品的 3D 模

型， 供观众 720 度观览、 互动； 几款

H5 小程序也适时推出， 邀观众或在

五线谱上奏响 《东方红》， 或 “穿上”

航天服与 “东方红一号” 合影留念。

在国外， 一座特殊的线上博物馆

悄然走红，令很多人大开眼界。这家名

叫“隔离”的艺术博物馆 3 月中旬由三

名西班牙广告人创办， 向全球各地的

人们征集隔离期间有趣的艺术创作及

其背后的故事。 手拿卫生纸的蒙娜丽

莎、用来洗手的金属粉、知名艺术家利

希滕斯坦的 《接吻》 口罩版……这些

都是人们能在这座线上博物馆看到的

展品 ， 数量多达 400 余件 ， 包括插

图、 摄影、 装置等多种视觉形式。 尽

管它们中的某些很可能只是来自电脑合

成， 但无一不让观者看到居家隔离是如

何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或陷入思考，或

会心一笑。

对于向线上拓展、 向云端延伸的文

博展览趋势，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

法称之为 “开启博物馆智慧时代， 用新

媒体新技术将数据资源转化为云端文化

‘新供给’”。 而事实上这一趋势是多年

来技术发展下的水到渠成， 只不过疫情

的到来使转变来得更为紧迫， 也更为引

人关注。 早在 2013 年， 就有两位艺术

家在多媒体项目 《艺术计划 2023》 中

畅想过这样一幅未来场景 ： 2023 年 ，

大都会博物馆由于财务危机， 向谷歌出

售了属于前惠特尼美术馆的建筑。 这幢

大楼成为了 “谷歌艺术计划” 的物理交

互界面， 通过算法及谷歌眼镜还原的高

清复制图像为前来参观的游客呈现一场

又一场私人定制展览 。 事实上 ， 在

2017 年世界上已诞生第一家不存在于

现实世界、 只存在于 VR 中的虚拟博物

馆———克雷默博物馆。

“云展览”能予人多大
的惊喜取决于创意和内容

尽管“云展览”在技术层面的实现越

来越不成问题，但在实现阶段大多数“云

展览 ” 项目仍显得有些仓促而临时 。

Philo Art 文化传播创始人金怡就告诉

记者：“在屏幕上看这样的 ‘云展览’，只

是一个替代之选，一旦线下展览开放，它

的意义也许只归于留档的作用。”而对于

“云展览”的未来，业内更期待看到的是，

它能否成为一种有效的知识生产方式。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马琳

提出，“云展览”时代，作为“艺术故事”讲

述者的线上策展人更应充分发挥作用。

她向记者举例，2017 年，收藏有梵高《向

日葵》的五家博物馆曾首次联合直播，生

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网上展。 当时每家

博物馆都以 15 分钟时间向世人展示各

自所藏的《向日葵》，围观者甚多，而在现

实世界中， 一个展览集齐五件 《向日

葵》原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也

令人不禁联想起克雷默博物馆创始人

乔尔·克雷默异想天开的一句话：“我

就是希望把《蒙娜丽莎》挂在《戴珍珠

耳环的少女》旁边。”在业内人士看来，

消除现实世界中文物艺术品的借调程

序， 实现众多在物理空间内不可能达

成的“相聚”，“云展览”为策展思路上

的创新释放出无尽空间， 也恰为这类

展览的未来指明了一种方向。

也有人提出，“云展览” 是不是可

以充分调动数字技术所形成的交互所

长，通过编排有趣的历史故事，带领用

户开启身临其境的互动之旅。 上海博

物馆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健认为， 数字

化展览需要重新塑造观众与展览之间

的沟通模式，发挥“线上”这一形式的

优势和特点，对主题、内容重新进行策

划， 在互联网上进行二次创造。 他强

调：“这不一定取决于技术， 而更多的

是取决于创意和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