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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类综艺为何有“炸裂”观感？

话剧《苏东坡》好评如潮
置身诗意戏剧与苏东坡的文学世界

从《国家宝藏》到《何以中国》
6月10日下午，作为2023年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自信自
强”主题论坛隆重召开。受国家文物局的
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副
召集人于蕾以《从“国家宝藏”到“何以中
国”》为题，分享了央视总台文艺为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所做的创作探索和创新实践。

“思想+艺术+技术”
以文艺赋能文博

过去五年来，从《国家宝藏》到

《典籍里的中国》，从《中国考古大

会》到 6月 10 日晚刚刚开播的《寻

古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思

想+艺术+技术”的融合创新，策划

推出了一系列精品文化节目。作

为总台出品的“文博+文艺”的开创

之作，于蕾以从《国家宝藏》到“何

以中国”大展的创新过程为例，深

入解析和分享了总台文艺创作的

心路历程。

从开播以来，被网友形容“炸裂”

的视觉震撼体验一直是《国家宝藏》

的诸多亮眼标签之一。于蕾表示，作

为节目符号的“国宝盒子”在五年来

已经经过从1.0版本到4.0版本的四

次升级，从裸眼3D到XR技术再到数

字展陈空间的实时交互体验，“技术

本体，是用文艺赋能文博的重要助力

之一，技术的完美应用，能够让文物

真正在观众眼前‘活’起来。”

从巴蜀国宝
看历史文脉赓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谈及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所

拥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平

性、包容性，与四川有关的文物频频

被提及。

绵延2160年、文脉不断的石室

中学和蜀石经，隐藏着蜀学“冠天下

而垂无穷”的密码，是中华文明连续

性的最好诠释；栩栩如生地刻画东汉

时期四川人制盐场景的东汉制盐画

像砖，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海油钻井人

的传承和创新；畅销的《孙子兵法》，

传播了止戈为武的中国哲学，其中蕴

含着和平性；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化的青铜神树，体现了中华文明的

包容性……

“当我们在调研蜀石经的今生

时，感受是十分震撼的。”于蕾表示，

没来调研前，并不清楚蜀石经的背后

还有一所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石室中

学和一群生生不息的传承者。此外，

刻画了汉代四川井盐“大口浅井”生

产繁忙景象的东汉制盐画像砖，是中

国钻井史扉页性的文物，“我们总是

讲文物的前世今生，制盐画像砖的生

产方式已成为前世传奇，但中国人尊

古不复古的创新精神，今生故事却一

直在继续。我们会持续努力，用创新

创造为新时代的丹青写出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实习生 王邵佳

6月 10日，正值“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里的中国》四川篇正式在央视

播出。峨眉武术、自贡井盐深钻汲制技

艺、成都三大炮传统制作工艺、川菜、蜀

锦织造工艺、道明竹编等多个四川非遗

项目先后亮相。数位非遗传承人与中国

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

中央文史馆特邀研究员单霁翔，主持人

撒贝宁，歌手黄龄一起，邀请您一起走入

历史深厚、精彩缤纷的四川非遗。

节目中，国家级非遗项目峨眉武术

代表性传承人王超、道明竹编代表性传

承人赵思进等人，用匠心传承技艺，带领

观众在非遗之旅中感受传承与创新的和

谐共生。

一分钟就能制作出一枚竹编戒指，

川北大木偶戏玩起书法、杂技、吐火有模

有样，四川特有的鸭形拳也在节目中亮

相，人类第一口超千米深井“燊海井”至

今仍给我们的钻探技术带来启迪。观众

是在观看非遗，也是在体验四川深厚的

人文历史。

“最大的看点就是，看了之后会反复

看，呼吁身边的每一个人加入到我们守

护非遗。”参与四川的录制、深入体验四

川非遗的魅力之后，黄龄感叹道。诚然，

融合了先民智慧和风俗人情的非遗是最

能打动人心的。非遗资源大普查数据显

示的8000多处，表明了四川是名副其实

的非遗大省。

目前，四川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153项、省级1132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05 人、省级

1062人。本次节目中展示的非遗代表性

项目，只是四川非遗项目中的冰山一

角。随着各位传承人的努力，还有社会

各界的支持，四川非遗将走向更大的舞

台，得到更多人的喜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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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非遗亮相《非遗里的中国》

国家级非遗项目峨眉武术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王超

道明竹编亮相节目。

6月9日晚，作为2023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话剧《苏东

坡》在四川大剧院上演。在成都参加第

三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的专家学者纷纷

前往四川大剧院，观看这部话剧。

四川曲艺和戏剧式叙述相结合

《苏东坡》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出

品，著名剧作家姚远担任编剧，国家一级

导演查丽芳执导，四川人艺国家一级演

员李东昌领衔主演。该剧故事从乌台诗

案讲起，追溯了苏东坡从44岁到64岁的

人生，通过他跌宕起伏的仕途，串起他的

诗文成就、情感生活，展示了一个富有创

造力、乐观豁达、才华横溢、为民造福的

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美食家的形象。

不仅如此，话剧《苏东坡》将四川曲

艺和“布莱希特”的戏剧式叙述相结合，

形成东西方融合的舞台效果，剧中主人

公的眉山方言俚语，更加彰显了巴蜀地

区的人情风貌。

这场演出犹如一场精妙绝伦的文化

盛宴，舞台上的演员们穿着考究的服装，

灯光和音乐交织在一起，犹如一幅绚丽

多彩的画卷展现在观众面前，每一个细

节都被精心设计和完美呈现，让观众置

身于诗意戏剧与苏东坡的文学世界中。

苏东坡诗歌穿插其中画龙点睛

云南省博物馆郑舒文在散场的时候

还意犹未尽，她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苏东坡》这部话剧非常精彩，演

员将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勾起了我对苏

东坡和东坡文化的兴趣。剧中还演绎了

苏东坡的多篇诗词，让我将苏东坡的生平

和他的作品结合起来。这部话剧各个方

面的呈现都很完美，让我真正近距离感受

到苏东坡的伟大成就和人格魅力。”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任、

教授陈刚对话剧《苏东坡》评价颇高：“今

天看完《苏东坡》这部话剧，首先我觉得
演员相当不错，特别是主演的演技非常
精湛，反映出苏东坡开朗豁达的人生态
度，也将苏东坡的友情、亲情以及他对老
百姓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其次，我

觉得这部话剧将苏东坡的诗歌穿插其

中，对整部剧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

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以

及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演出是话剧

《苏东坡》本轮全国巡演的第四站，此次

回到成都，家乡的观众特别亲切热情。

还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看演出，

以此作为家庭教育和培育精神文化的

重要一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罗海韵

《苏东坡》剧照。（图据四川人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