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3年9月16日 星期六 5文化 责任编辑/王鹏

■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宣晶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不到五年更新200余期，这是东方卫视思

想政论类节目《这就是中国》交出的一份不俗成

绩单。该节目自2019年1月7日开播以来每周

上新，从当下国内外老百姓关心的一个个热点

时政问题切入讨论，以创新样式、国际化视野，

努力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

之路、解码中国之治、阐释中国之道。

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节目平均收视率稳

居同时段第二。网播量方面，B站累计观看量

破1.1亿次，订阅数126.5万，点赞超136.3万次；

在抖音拥有粉丝184.6万，共发布1772个作品，

总播放量超5.8亿次；在YouTube东方卫视官方

频道上线，覆盖196个国家和地区，逾12亿人次

受众，总观看次数超过7765.4万次，总观看时长

超2481.6万小时，总点赞数超154.3万次。9月

初，节目迎来了第200期。

昨天，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指导，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上海广播电视

台主办，东方卫视中心、观察者网承办的《这就

是中国》200期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京沪专家

学者与中宣部、外交部、国家广电总局、上海市

委宣传部、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等单位的相关负

责人汇聚一堂，共话中国理论节目的发展历程，

共谋《这就是中国》的创新与提升。

与会者认为，《这就是中国》一定程度开创

了中国电视理论节目新模式，它能在上海这一

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破土而出，既得益于

改革创新的生活土壤，也是上海媒体持续探索

融合转型发展，初步构建具有上海特点、中国特

色、时代特征的国际传播新模式的一个缩影。

站在全新起点再出发，节目既要积极讲好“本

来”，也要努力说清“未来”；要讲出大国威严，也

要兼具大国情怀；打好话语组合拳，进一步讲好

中国故事，让中国声音传得更广、更远、更响亮。

集结“学术界的千里江山图”，
高端智库服务社会

《这就是中国》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维为教授担任主讲人，定位“国际眼光、原创

研究、一流产品”。近五年来，节目围绕“国之大

者”，以独到解析叙说中国发展的壮阔画卷、诠

释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巩固壮大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精神支撑的时代之问；以理论思辨梳理

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回答了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的中国之问、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

人民之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冷凇认为《这就是中国》成功的重要经验，是以

极简场景洞察国际风云、以跨界邀约实现选题

融通、以中立视角阐述理性分析、以创新表达夯

实观点立论、以博古通今构建话语体系、以媒介

综合体实现矩阵传播。他为节目选题视野的兼

收并蓄特别点赞：“国际关系、经济商贸、政治

学、管理学、医学、中文、考古、传媒、艺术等几十

门学科融会贯通，堪称‘学术界的千里江山

图’。节目以开放多元、兼容并包，构建了一个

‘青年人听得懂、老百姓能理解’的理论场。”

回首节目创立的初衷，张维为称之为应运

而生，“节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向国际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背景下诞生的”。身处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时代呼唤中国话语的崛起，呼唤中国人

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

事。对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而言，在时代的

呼唤中与各方密切合作推出这档节目，亦是实

践国家高端智库“理论创新、舆论引导、服务社

会”等使命的成功探索。从节目初创时就深入

参与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

世默称赞，从第一期“定位中国”到第200期“中

华文明就像一颗恒星”，再到201期“一带一

路”，节目的主题始终紧跟时代脚步。

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看来，电

视媒体在推进理论宣传通俗化、大众化方面，在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方面都需要作出新的贡献，

用优秀理论节目赢得广大观众特别是中国年轻

一代对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文

化的认同。而《这就是中国》以守正创新的姿态

作出了有益尝试。

探索“打好话语组合拳”，以期
与青年与世界同频共振

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毛宁认为，

《这就是中国》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维度、年

轻的角度”，不仅能贯通古今将“何以中国”娓娓

道来，也在各种观点、立场激荡交锋中树立起鲜

明的舆论导向，还抓住了年轻人的所思所想、解

答了年轻人的困惑。她期待，节目在领悟“两个

结合”、不断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方面作出更多有

益的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播出近五年来，《这就是中

国》从校媒企三位一体，到地台网高度协同，再

到内外网同频共振，打造出一条立体、全面、完

整的传播链条。节目本身长视频、节目内容卡

段短视频长短结合，在电视、网络、社交平台、短

视频平台四端联动，构成了中国观点在媒介综

合体的矩阵传播，实现与年轻一代的同频共振。

对于节目未来的发展，“胸怀天下”“更大影

响力”成为专家口中的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

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认为，讲好中国故事，既

要深入挖掘反映生活、雅俗共赏的文化故事，也

要广泛地了解和研究国外流传的“中国故事”，

还要注意实事求是，客观、全面地讲中国故事。中

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表示，《这就

是中国》取得的成绩与主创团队坚实的文化自信

密不可分，期待未来能呈现更多让观众增自信、长

精神的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

所研究员丁一凡提出，节目可以有更多海外嘉宾

的分享，直观呈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的影响。

《文汇报》原高级记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

员郑若麟建议，希望看到多语种版本的《这就是中

国》和相关丛书，让全世界的观众、听众、读者都能

了解中国的声音。

2022年，《这就是中国》荣获第二十七届全国

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奖。此外，节

目还先后获得中宣部“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9“年度创新创优节

目”、“优秀海外传播作品”等荣誉。上海广播电视

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沈军表示，《这就是中国》将以开播200期为契

机，未来“转守为攻”，进一步在宣传思想阵地上提

升话题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节目将拓展“朋友

圈”，邀请更多重量级嘉宾，打造节目品牌高端理论

智库；另一方面，《这就是中国》也将走出演播室，进

高校、进社区、进企业，助力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群众中进一步引起共情、引发共鸣。

东方卫视思想政论类节目《这就是中国》   期研讨会在京举行

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声音传得更深远更响亮

镶嵌20块祖母绿、91块石榴子红宝石

的大碌带，重大礼仪活动时皇帝所使用的玉

脊圭、皇后着常服时佩戴的饰品霞帔坠……

备受关注的“万历那年——明十三陵万历文

物特展”，昨天在上海闵行区博物馆拉开帷

幕。徜徉展厅，以万历帝后的冠冕服带、陪

葬明器、宫廷用具、青瓷书画、金银货币等

为主体的116套（件）珍贵文物，向人们展

示精美庄重的宫廷技艺和大气恢弘的皇家气

度，呈现明晚期社会文化的千姿百态，以及

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

贸易往来。

万历皇帝生前有饮酒的习惯

明万历年间，前期欣欣向荣而后归于沉

寂，充满矛盾与争议。万历皇帝朱翊钧执政

的48年间，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发动

“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后荒于政

事，罢朝近30年。位于北京大峪山东麓的

定陵，是明十三陵之一，安葬着神宗朱翊钧

及其皇后。这是整个明朝修建周期最长、最

费钱的皇陵，也是当下唯一经过考古挖掘的

明帝王陵，陪葬的物品极为奢华丰富。

此次亮相上海的展品多数出土自定陵，

仅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9件。走进特展，迎面

第一件展品是硕大的“青花云龙纹缸”。“这就

是我们常说的‘万年灯’或‘长明灯’。出土时缸

内有5到6厘米厚的凝固蜂蜡，有燃烧过的痕

迹。”闵行区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徐迪介绍，

在当时，烧造大件瓷器极为困难，一个御窑厂一

年大概只能制作三个。这件青花云龙纹缸的口

径和高度达70厘米，腹部饰云龙纹，为二龙

赶珠的图案，颈部有款：“大明嘉靖年制”。

展厅中央，万历皇帝所用的束带——大碌

带很是吸引眼球。这条束带用料珍贵，镶嵌20

颗祖母绿，91颗红宝石，还有珍珠。其中，体积

最大、价值最高的是祖母绿。据记载，明朝时有

一名官吏手持祖母绿一颗，富商想要以500金

购之，对方觉得价低不卖，可见该宝石之珍贵。

到目前为止，此种款式的束带，仅发现一条，据

推测是万历皇帝在重大场合时佩戴。

万历皇帝以酗酒而闻名，从本次展出的金

爵、鎏金执壶等诸多酒器，可以看出他生前有

饮酒的习惯。事实上，文献记载他“每餐必

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在朱翊钧的少年

时期，首辅张居正就曾以《酒诰篇》劝告。而

此次亮相的鎏金“尚冠上用”单柄罐可能是万

历皇帝生前煎药用的药罐，印证其一生体弱多

病，经常服药。这件单柄罐出自神宗棺内，器

物的表面有磕碰和磨损痕迹，使用痕迹明显，

木柄黑光发亮，可能是经长期烟熏所致。

明朝已经出现真正的香皂

万历年间，政治逐渐走向衰落，而社会、

经济与文化则截然相反：社会生活纷呈，商品

经济蓬勃，文化艺术兴盛，展现的图景错综复

杂。单以明代金银首饰为例，在类型和样式上

大量增加，名称和插戴方式也越加细化。就连

小小的发簪，也不乏装点，有的在簪首镶嵌宝

石以作装饰，有的则运用焊接、掐丝、镶嵌等

多种工艺，制作精细复杂。此次展出的一件宝

石金簪属于孝端皇后，上面镶嵌了一个“寿”

字，体现了明朝人的追求以及审美趣味。据透

露，中晚明以来形成了喜欢吉祥的世风，建

筑、家具、服装、工艺品上，常以吉祥图案或

文字作为装饰。

一件鎏金皂盒，证明明朝已经出现了真正

的香皂，且是当时大户人家的洗浴用品。明代

李时珍就在《本草纲目》里记录了香皂具体的

制作方法：“十月采荚，煮熟捣烂，和白面及诸香

作丸，澡身面，去垢而腻润，胜于皂荚也。”

万历中期始，中国与南洋和西方各国的瓷

器贸易进入新的阶段。随着海外市场的开放，

中国瓷器被葡萄牙、荷兰的商船源源不断地运

往世界各地，受到欧洲社会的追捧与争相收

藏。瓷器成为当时欧洲、日本、东南亚等地区

最受欢迎的手工艺品之一。展线末端呈现的一

批瓷器，出水自明代沉船“南澳一号”。这是

隆庆开海至万历中期的外贸商船，其出水的瓷

器不仅是明代科技与文化艺术的代表，也是海

上丝绸之路文化与贸易交流的重要物证。而明

代的文学、戏曲、天文历法等亦成绩不俗，诞

生了《西游记》《牡丹亭》等杰作。

明十三陵万历文物特展在沪揭幕

   件文物展现晚明社会文化图景
昨前两晚，西班牙首屈一指的舞蹈家、编舞家曼纽尔 ·利南携“全男班”

弗拉门戈作品《生命万岁！》亮相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以滚烫热辣的生

命之舞点燃全场。根据记者在现场的统计，约90分钟的表演，观众席28次

响起热烈掌声与欢呼，与台上恣意挥洒的舞者们互相应和。

这是西班牙曼纽尔 ·利南舞团首次访华演出，也是《生命万岁！》的亚洲

首演。演至最后一幕，全体舞者脱掉华服、拆散假发、卸下妆容，将最真实的

自己呈现在观众眼前。“我和我的舞者们在用舞蹈讲述自己的故事。每一位

舞者都有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表达方式，他们抛却束缚，自由自在地起舞。”

曼纽尔 ·利南说。

刚柔融于一体，探索古老舞种的无限可能

舞台上，铿锵有力的踢踏声萦绕耳际。00后观众张梓桐目不转睛盯着

舞者的一举一动，模仿起翻转手腕的动作细节。当歌者嘶哑的吟唱逐渐转

为高亢，男舞者猛然迸发出极致的力量，双足急速踏击台面，舞出残影……

一小段舞蹈冲上高潮，张梓桐情不自禁地呼出一声“Ol?（弗拉门戈特有的喝

彩声）”！她一边鼓掌，一边小声跟记者分享：“速度和力度太惊人了。”

女人跳出魅惑深情，男人则要凸显雄壮气概——250年来，弗拉门戈便

如此传承，似已成为定例。然而，《生命万岁！》却以革新的姿态出现，由男性

舞者反串演绎，业界常把该作品与马修 ·伯恩的男版《天鹅湖》相提并论。

《生命万岁！》编导曼纽尔 ·利南自幼学习弗拉门戈，师从马诺莱特、马里

奥 ·玛雅等业界翘楚，2008年以一部《金牛座》正式开启独舞演员生涯，5年

后就赢得西班牙弗拉门戈表演艺术界的最高奖项“最佳男舞者奖”。此

后，他凭借《诺玛达》《双面》《铁之足》等作品，展现了惊人的舞蹈和编舞天

赋，成为世界各大艺术节的常客。“初学弗拉门戈时，我总是听到这样一句

话：男人跳舞必须要有男子气概。其实，我对女舞者的舞动方式很好奇，但

老师从没给过我这个选择。”野性的种子渐渐发芽，曼纽尔 ·利南闯出了一条

颠覆之路——男舞者们穿着长裙跳起女性步伐，刚柔融于一体，探索古老舞

种的无限可能。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离经叛道的曼纽尔 ·利南却是传统艺术的守护者。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弗拉门戈逐渐取代传统的弗拉门戈，简化了服

饰，改编了乐曲。在《生命万岁！》中，他反其道而行之，回归传统，让舞者们

身穿华丽的长尾舞裙登场，披着带有长长流苏的肩巾，头戴艳丽张扬的花朵

和发饰，展现弗拉门戈复古传统之美。

踢踏声萦绕耳际，展现力与美的结合

“在马德里，我接触过很多热爱弗拉门戈的华人，这让我对中国上海的

演出充满期待。”曼纽尔 ·利南说，“虽然我们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但艺术的

表达是没有界限的。”

事实上，曼纽尔 ·利南携舞团要来沪演出的消息传出后，在亚洲弗拉门

戈舞蹈圈引发一股热潮，不少观众甚至从日韩等地赶来，只为一览“全男班”

的风采。“《生命万岁！》2019年首演以来，一直都在世界各地巡演。我有一

位日本朋友跑到西班牙、英国、瑞士，看了超过10次以上！这次利南居然来

到阿拉家门口，上海观众真的太幸福了。”Triana弗拉门戈艺术坊创办人安

娜对这支久负盛名的舞团如数家珍：除了曼纽尔 ·利南，舞团里还有超级新

星约埃尔 ·瓦加斯、资深导师曼纽尔 ·贝坦索斯、唱跳俱佳的米格尔 ·艾雷迪

亚等。“这些人聚在一起，以最热辣的舞蹈告诉我们：生命值得翩翩起舞！”

表演结束，场灯亮起，大幕落下。现场观众却久久不愿散去，他们自发

地用双手打起弗拉门戈舞中经典的节拍。忽地，大幕再度升起，全体舞者上

台谢幕。曼纽尔 ·利南走到舞台前，深情一跪，向上海观众深深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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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这就是中国》平均收视率稳居同时段第二。图为节目剧照。

业 界 将

《生命万岁！》

与马修 ·伯恩

的男版《天鹅

湖》相 提 并

论。图为《生

命万岁！》演

出照。

（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
供图）

▲ “万历那年——明

十三陵万历文物特展”在上

海闵行区博物馆拉开帷幕。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大碌带。

 金翼善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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