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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遗热的方兴未艾，近年来电

视剧里的非遗元素越来越多，如《长安

十二时辰》里的水盆羊肉、《去有风的地

方》里的白族扎染和《梦华录》里的茶百

戏，无不引起了相关文创产品的销售热

潮，或引爆当地的旅游。

最近相继收官的《后浪》和《正好遇

见你》，则可称为非遗题材剧。《后浪》讲

述保护和传承中医文化的故事，非遗元

素不仅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贯

穿始终的故事线索和主题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正好遇见你》则更进一步以

非遗入剧，致力于用电视剧的形式普及

缂丝、花丝镶嵌和古方妆品等非遗，用

力甚勤。

借助影视剧，有助于非遗更好地与

现代生活、当代语境接轨，从而焕发出

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遇见传统文

化，值得思考。这两部剧集的得失，对

于今后此类剧集的创作应有镜鉴意义。

非遗元素浓度提
升，如同剧版非遗博
物馆

《正好遇见你》讲述的是以编导鱼

在藻、文物专家陶唐为核心的综艺团队

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努力制作非

遗文化类电视节目《传承》的故事。该

剧涵纳的非遗项目颇多，其结构显然借

鉴了古典名著《水浒传》的链状叙事，一

项非遗讲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相对独立

又相互勾连，一环扣一环，最终形成一

条长链。毋庸置疑，如此的结构方式与

该剧题材的契合度极高，加上专业的非

遗“名词解释”和精美的镜头呈现，又有

豪华的演员阵容加持，如老戏骨刘佳、

何赛飞等，理应叫座又叫好。何况该剧

细节精准考究，连笔者这个职业病严重

的教书匠也鲜少发现字幕错别字、读音

不准确等小瑕疵——如陶唐口中的门

神“神荼”和“郁垒”就念shēnshū、y?

lǜ，而非一般人想当然的 sh?nt?、y?

lěi，观该剧仿佛步入一个剧版非遗博物

馆兼非遗扫盲班。

《后浪》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专注

于对中医药知识以及相关文化的介绍

和传播，非遗含量大浓度高，普及效果

明显。如剧中强调中医关心的是“生病

的人”，西医关注的“人生的病”，中医的

理念是破坏病毒的生长环境，“寒而温

之，热而冷之”，治病“必先去其血脉，而

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让观众

轻松了解中西医的分野。该剧也不排

斥西医，如任新正强烈建议乳腺癌患者

找西医进行手术。其中，有些常识的推

广效果估计并不亚于《爱情而已》之于

卵巢巧克力囊肿的科普，例如强调女孩

子要注意保暖，不可贪凉多吃冷食等。

构思与落实，一
个不能少

然而，这两部剧都不同程度遭到了

观众的吐槽，问题或许出在总体构思的

庞大精细求全求完美和最终落实的力

不从心上。

《正好遇见你》长链的每一环，均由

剧中人的故事、剧中人所扮演拍摄的戏

中戏，以及对十几位非遗传承人，如精

研古方妆容的上戏博导李芽、出身梨园

世家的京剧武生叶金援、敦煌舞流派创

始人高金荣、龙须面制作技艺传承人何

亮等的采访片段，这样三部分组成，构

思新巧、内容丰富。该剧导演高寒曾强

调“从整体上看它是一个长剧，讲述了

一个团队是怎么去做好一档节目的，细

节上它又分了很多单元，每个单元呈现

出了不同非遗传承人的故事，戏中戏还

呈现了很多历史小故事，有古装、有现

代，最后还有纪录片，形式很复杂，想要

把这部剧做好很有挑战性”，遗憾的是，

主创团队在这份挑战下交出的答卷却

不尽如人意——戏中戏和采访段落的

时长占比不小，客观上造成故事主体的

断裂，或曰导致故事的连贯性、流畅度

不足，使得本来颇具匠心的混搭手法却

娩出了一个面目模糊的拼贴“怪胎”。

换言之，看上去确实很美的前期构

思似用力过猛，而根据这张“图纸”进行

的后期施工，对构想的把控度、完成度

又欠到位，使得全剧美则美矣，却经不

起推敲，一旦碎拆下来，便不成片段。

电视剧的故事性是其成功与否的

关键。正如《正好遇见你》的主角所强

调的，他们做节目“要给观众看的是故

事”，“我们拍的不是节目，而是人生”，

并在剧中藉此理念大获成功，而该剧插

入的现实中的非遗传承人也明确强调

文物“是打开尘封历史的钥匙”，镜头下

的非遗文化并非美美地“摆拍”出来就

万事大吉。遗憾的是，观众若拿剧中人

自己的这杆秤去称量该剧本身的故事，

显然不难发现它不仅未能如明式家具

般合榫合卯，反倒让人又找到一个理想

很丰满现实却有些骨感的实例。

在此，也不妨顺便提一句，剧中的

综艺制作团队，似乎个个不普通，人人

很“戏剧”，比如女主鱼在藻是双相情感

障碍病患者，陶唐幼时曾被绑架并因此

与父母、弟弟亲情淡漠，化妆师舒容也

因童年阴影等问题在遭遇前男友性骚

扰时不懂得反抗，而摄影师谢尧则是个

孤儿，还曾被养父所抛弃……虽然，如

此设定可以有效加强戏剧性，但同时也

难逃原生家庭元素的滥用之嫌。还有，

知名主持人汪希宁嫁入豪门后退圈，后

因丈夫沾花惹草而毅然选择离婚复出

还与婆家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而她复出

后加盟的《传承》剧组导演穆宗沄偏偏是

其初恋，二人在前尘往事基础上的日常冲

突和该剧结穴时的重归于好，都早在观众

意料之中，且明显有些喧宾夺主了。

编剧之技巧，过
犹不及

《后浪》的非遗情节只有中医这条

“单丝独线”，总体构思上自然不至于像

《正好遇见你》那样撞上过于庞大复杂

而又欲兼顾精细的“高压线”。可在节

奏的掌控，对戏剧性的度的把握和人设

背景“草蛇灰线”的埋伏、交代方面，不

仅有失精准稳妥，而且逻辑自洽的反射

弧太长，过于考验观众的耐心。

如女主孙头头自幼在福利院长大，

一出场就因急着送外卖而故意闯红灯，

还把外卖食物摔了当天要参加毕业答

辩的中医研究生任天真一脸一身，导致

他因正式场合时穿着随意而挨了严父

兼严师任新正的尅，是个典型的混不

吝。后面进入师承班后，她课上课下满

嘴跑错别字病句，在宿舍不经杨小红同

意随便动用人家的东西，并理直气壮拒

绝道歉，不仅不具备最基本的文化素

养，连基本的道德水准都缺失，她何德

何能堪当传承人之大任？！

换言之，该剧刚开篇便展露了十分

成熟的讲故事技巧，直奔主题，开启了

叛逆少女孙头头和医学世家子弟任天

真从不打不相识到相爱相恋的戏剧性

很强的旅程，可惜用力过猛，失了真实

性这个根本，伤了剧的元气。

孙头头被任新正不惜代价请到医

馆的原因是吴善道说她是姜氏针派的

后人。甚至，还出现了孙头头被强按在

太师椅上，大学教授、名医、十四代传人

宋灵兰率领众弟子恭恭敬敬向她鞠躬，

而她这个“长辈”却一脸懵的名场面。

诚然，如此设置确实方便了制造人物冲

突和细节，也方便炮制喜剧效果，比如

头头对天真以奶奶自居，动辄称任新正

为大侄子、宋灵兰为侄媳妇，对塑造她

敢冲敢撞善良率真的“璞玉”形象大有

助益。可离谱的是，传承班的传承人人

选之所以是孙头头，而不是自幼连玩具

都是中医器具的任天真，主要是因其出

身和辈分。可在贫寒子弟赵力权因私

心私利害得导师吴善道摔倒昏迷的桥

段中，却又让吴校长明确说明孙头头其

实并非姜氏针派的后人，且直到剧终都

未曾交代她到底是何许人也。而这只

石头缝里蹦出来无父无母的孙猴子居

然被任新正一本正经地改名“孙大愿”，

成为传承人。不知编导自己挖的坑是

忘了填，还是懒得填？

剧中任新正开的常常并非正经药

方，更像心理疗法或养生法。比如简

兮遭遇车祸站不起来了，他让妈妈去

找三百年的瓦，等找到了，还真让孙

头头拿童子尿熬了让病人喝，其理由

是得先给已萌自杀念头的病人以希

望。诚然，这很有道理，但老宅之瓦

显然无法与崔莺莺给张生开的那张简

帖儿相提并论，难辞离谱之咎。而诊

断另一老妇为业障病，药方是遍游三

山五岳，拜佛烧香——她的病太重已

药石无效，让她出门散心抒发情志，

这本身没毛病，但说她旅行归来状如

病愈，则未免夸张。

毋庸讳言，如把非遗元素当做葱花

撒在电视剧这盘菜上，那着实不难，

《梦华录》等剧均为显例。但如把非遗

作为核心，既要把非遗文化的子丑寅

卯介绍清楚，又要将之如盐入水地结

合进人物和故事里，诚非易事，窃以为

《鬓边不是海棠红》基本算得上佳构，《正

好遇见你》和《后浪》亦为此颇费心力。

相信虽以非遗入剧颇为不易，但努力爬

坡的艺术家们已达山腰登顶在望，何妨

拭目以待。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非遗题材剧“后浪”推前浪
如何让观众更好地“遇见你”

郭梅

近日，故宫博物院发布“参观须知”
和“禁止携带物品目录”引发热议，其中
明确禁止在展厅内开展自媒体直播。这
是新时代博物馆有效管理的必要规章，
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应对。在历史的
发展过程中，博物馆在不同的时期会遇
到不同的现实问题，如自媒体在博物馆
中的直播问题，就是前所未有。虽然这
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媒体传播方
式，人多势众，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可
是，客观分析在手机平台造就巨大影响
之中，正反皆有，而负面的在一定程度上
占了很大比例。

像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机
构，其公共性是首要的，以为大多数公众
服务为前提，而不是满足少数人要求。
在多元的世界中，博物馆的公共性是基
本立场，不能因小失大，不能为了满足少
数人的需求或爱好而忽视了公众的利

益。试想在安静的展厅中，当观众在静
静地欣赏文物和艺术品时，自媒体直播
的拍摄、讲解等等，对于观众的打搅显而
易见。这种对观众体验的破坏，实际上
也是对博物馆的伤害。而自拍杆、直播
架等设备出现在博物馆中还有可能伤
及展品。更重要的是，很多自媒体直播
的主播对于历史文物知识的把握，往往
不在专业的层面上，因此，他们的理解
和认识也都有一定局限性。有的甚至
利用一些影视剧或者宫廷内斗剧来解
释故宫的文物，或者利用一些道听途说
来忽悠公众。当这些直播内容在网上
传布之后，并非所有公众都能有正确的
判断，更难以判断其历史的真实。这种影
响之外，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历史解读或
审美认知传递，误导公众的潜移默化过程
中，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青少年
的教育。

博物馆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是一个系
统的工程，需要博物馆的专家们数十年
研究成果的支撑，而非自媒体主播一时
兴起的自说自话，或添油加醋。像故宫
这样的文博单位不管藏品还是展览都有
丰富的内容，专业上的分门别类清清楚
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专家，即使故
宫不同门类的专家也难以解读所有门类
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这就是专业性的
特质。博物馆的专业性是为公众优质服
务的基础。包括故宫在内的博物馆官方
媒体的传播，其对公众建立起来的可信
度，正是专业和专门。而在目前良莠不
齐的自媒体传播中，尽管人们或许采用
将信将疑的态度，然而，实际上社会并没
有一个甄别机制。

如何强化博物馆官方媒体的权威
性，在当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故
宫出台“观众须知”禁止自媒体直播，实

际上对文博单位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
求，并非一禁了之那么简单，而是要有相
应的积极措施，尽职做好自己的官方媒
体工作，要全面而多样地介绍馆藏文物，
尤其要特别注重介绍展线上的历史文物
和艺术品，辅导或引导观众观展。这种
权威介绍并非那种“官方”式一本正经。
现在很多文博机构的官方网站或媒体平
台上的介绍比较简单，而且文字生硬乏
味，缺乏生动性，不能将一些丰富的内容
融入公众的话语体系之中，活不起来。基
于此，文博机构各自的官方媒体应该用积
极的态度应对社会以及个人媒体的直播，
以“活起来”让更多的社会公众通过官方
媒体，通过不同的媒体平台，从社会和公
众的角度出发去发掘相关历史文物和艺
术品的知识和审美内涵，包括一些展览的
介绍。这需要文博单位花力气下功夫。

在数十年发展中，利用媒体扩展与

公众的联系可谓文博单位的一大软肋，
虽然都知道利用媒体，却不懂得如何利
用媒体。文博单位倒是应该像那些玩直
播的自媒体人那样紧跟时代的节奏，学
习他们的想方设法和多种多样，以及他
们的自由度等等。这种连接公众的方
式，对于文博单位来说，利用自身的文化
资源以及各种便利条件也完全可以尝
试。显然，用多样的方式来推动博物馆
文物藏品以及展览与公众之间的联系，
是文博单位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果不能很好地、有效地解决公众性的
问题，那么仅仅禁止自媒体直播是不够
的，由此可能引发其他方式的产生。这
就需研究如何去疏导，如何去利用，如何
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故宫禁止直播、禁止商业性拍摄等
举措，是博物馆回归本体的一种努力，也
是反思近年来有些博物馆出现商业化的

积极态度。像故宫这样在中国具有晴雨
表地位的机构，其在文博界的影响是巨大
的，它的示范性和影响力也显而易见，希
望更多的博物馆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连
接社会和公众，发挥好公益性文化服务机
构服务公众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坐在殿
堂，静待来客。我们需要主动，需要有更
多的媒体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丰富藏品和
多样展览。另一方面，也希望社会和公众
给博物馆多一点宽容和理解。

只有这样，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新
时代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才能得到公
众的更多支持。只有公众走进了博物
馆，博物馆才能显现出它在这座城市中
的重要性，才能显现出它与社会和公众
之间联系的特殊性。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
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故宫拒绝自媒体直播，释放出什么信号
陈履生

当下很多青年艺术爱好者唯西方文

化艺术为上的心理比较严重，审美习惯

也是西式的，这一现象与我国悠久的历

史文化，深厚的文学艺术积淀不相匹

配。如何培养年轻人的“中国式”审美？

有针对性地强化对“国粹”中国书画艺术

美育内涵的挖掘与普及当是有效的路

径。

笔者注意到，中国书画艺术在当下

年轻一代接受的美育中所占比重较少，

即使有极少数与传统书画艺术相关的鉴

赏课程，也仅仅是对经典作品一带而过，

少有对其进行深入浅出的学理性分析。

这种“走过场”式普及方式难以满足Z世

代对传统书画艺术的深度审美需求。究

其根本，我们的美育还未能认识并深入挖

掘中国书画艺术本身蕴藏的丰富的美育

因子，未能充分认识

到，其绵延至今的

“立德树人”功能、修

身功能、跨学科功

能、心理疗愈功能

等，在当下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中国书画艺术

关乎“立德树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粹，书画艺术以

其独有的视觉文化

形态，承载着从古至

今教化育人的重要

功能。周朝的贵族

教育体系“六艺”中

便包含书法。魏晋

南北朝时期，谢赫提

出画能“明劝诫，著

升沉，千载寂寥，披

图可鉴”，认为绘画

是用来劝诫世风，反

映历史现象的，这为

早期中国绘画的教

化功能提供了理论

基础。唐代张彦远

更是进一步指出画

有“成教化，助人伦，

与六籍同功”，将绘

画的教育功用提高

到空前的地位，一幅

好的作品应该是“有

国之鸿宝，理乱之纪

纲”，无形之中对观

者起到了教育、激

励、劝诫的作用。因

此，今天亟需将书画

艺术中自古以来的

人性真善之美、自然

环境之美、家国和谐

之美、民族自信之美

融入面向年轻人的

美育课堂，让书画美

育真正“成人之美”。

中国书画艺术

关乎“修身”。汉代

杨雄便提出“书，心画也”，书画是心灵轨

迹的外化形式。唐代柳公权认为“心正

则笔正”，将书法用笔与人的品性高低联

系起来。“人品不高，落墨无法”，追求中

正之笔成为历代文人陶冶情操，涵养品

格的必由之路。而书画艺术的交融，更

是对画者的道德学识，气质修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

志》中说道：“窃观自古奇迹，多是轩冕才

贤”，“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也”，历来

从事书画艺术的人，无不将提升自我品

德修养与学识水平作为人生目标。中国

传统书画不仅注重知识与技能，它更是以

美化育人心、陶养人格的审美经验，其对待

世界的超然态度，可以让人心摆脱“物

性”，获得“灵性”，养成高尚的旨趣，获得

精神提升。关注“人”及“人的心灵”是传

统书画美育与新时代美育精神的契合

点，包含着“艺术化人生”的涵化过程。

传统书画艺术强调提升审美主体的

文学修养。苏轼认为“诗不能尽，溢而为

书，变而为画”，言明了诗文、书法、绘画

三者的关系，评价王维“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将诗文与书法绘画相提并论，诗

画一律成为中国书画艺术的灵魂，有无

“文气”成为区分文人画家与专业画家、

画匠之间的最大区别。苏轼提出“士人

画”概念，认为“士人画”有一种超越于形

式之外的精神气度，如同画万马奔腾，略

其玄黄牝牡，取其意气而已。清代画家

恽寿平的“不落畦径，谓之士气”是对“文

气”的看重，“不入时趋”则是独立之人格

体现。民国时期陈师曾认为文人之画

“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

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在

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因此，以传

统书画为媒介，重新发掘中国书画艺术

中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塑造当代青年独

立的人格、气质。

中国书画中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自

然观与艺术观。卫夫人《笔阵图》中写

道：“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

如高峰之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即以

抽象的点画对应自然物象的千变万化。

宋人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强调描绘

的自然山川时要有四时之差别——“真

山 之 烟 岚 ，四 时 不

同。春山澹冶而如

笑，夏山苍翠而如滴，

秋山明净而如妆，冬

山惨淡而如睡。”他还

说：“山形面面看,山

形步步移。”审美主体

借画家之眼去看山川

因角度不同而呈现千

姿百态与自然之无穷

变化之美的同时能体

会到传统书画独有的

艺术观。拿文人山水

画为例，画家将自然

山水的独立、崇高、永

恒、灵动之大美类比

人的精神世界，并将

其投射于绘画创作之

中，将人与自然在漫

长历史中的相遇、相

处、相互感应化为视

觉之“形”，亦化为精

神之“形”，再辅以笔

墨的抽象形态，创造

出一套完整的山水画

法体系。这种独特的

艺术观伴随的是独特

的审美观，今天的年

轻人可以从中体味

“物我两忘”“澄怀观

道”“虚静”“坐忘”等

传统审美方式，在新

的历史时期重构传统

美学品格。

中国书画艺术具

有心理疗愈作用。中

国古代书画艺术负担

着更深层的意义，以

“画里乾坤”表达人

生的喜悦或悲哀，例

如南朝宗炳认为山水

画的重要功能在于

“畅神”，通过绘制山

水画，观赏山水画，

审美主体的精神会

变得舒畅。花鸟画

艺术也讲求“怒气写竹，喜气写兰”，米芾

评价苏轼所作枯木“如其胸中盘郁也”，

认为他是借画得非常奇怪的枯木发泄

心中怒气。怀素在书法挥洒过程中

“突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

将胸中浩然之气一吐为快。通过书画

表现，能将人内心的“怒气、怨气、惰气”

等发散出来，情绪得到释放，人的精神就

恢复了正常状态，成为心理疾病的疗愈

过程。当代年轻人所可能遭遇的精神

危机，如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迷惘，急

速变化的环境所带来的“现代乡愁”，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都可在传统书画

艺术的滋养中获得平复，在艺术过程中

得以解脱。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特有的美育功能

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

的，符合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人的文

化性格与审美心理。书画美育可以为青

年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传统艺术审美经验

发挥重要作用，当下年轻人有责任将“国

粹”展现出的多元价值传承下来，构建新

时期符合大国形象的审美意象，这也是

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

（作者分别为艺术学博士、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讲师，历史学
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社会史研
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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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遇见你》讲述的是以编导鱼在

藻、文物专家陶唐为核心的综艺团队为展

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努力制作非遗文化

类电视节目《传承》的故事。剧中出现了对

于缂丝、花丝镶嵌、古方妆品等多种非遗的

普及

▼《后浪》讲述保护和传承中医文化的

故事，非遗元素不仅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

分，更是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和主题的重

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