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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路上动人的故事俯拾皆是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城南的钱山漾遗
址，是世界丝绸之源。在这里发现的绸
片、丝带、丝线等一批尚未炭化的丝麻织
物，距今已有4000多年，是至今发现的最
早的家蚕丝织品。如今，热衷用丝绸制
作和设计服装的中国设计师马可和郭
培，“化茧成蝶”，“中国设计”频频闪耀巴
黎高定时装周。

1745年，瑞典商船哥德堡号第 3次
满载货物从中国返航，船员们已经离家
两年半了。然而船只在离岸仅900米处
意外触礁沉没，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贸易中一次重大事件。如今，远洋帆船
早已被万吨巨轮代替，电子商务正改变
着传统的贸易方式。顺丰国际中俄物流
产品经理、俄罗斯小伙子马克西蒙说，俄
罗斯全年接收约2.3亿个国际包裹，90%
来自中国的电商平台。

150多年前，大批广东人顺着海上丝
绸之路前往澳大利亚淘金。墨尔本成为继
美国旧金山之后华人聚集的“新金山”。如
今，南方航空公司自2014年开通广州至墨
尔本航线后，在当地招聘飞行员，墨尔本的
波斯高凭借丰富的飞行经验成为南航最早
一批外籍飞行员之一。2016年，中国和澳
大利亚空中乘客运量比几年前增加了3
倍，波斯高也可以每周回一趟墨尔本的家。

广东与荷兰的贸易最早从明代末年开
始，17至18世纪，阿姆斯特丹是欧洲的中
国茶叶、陶瓷集散地。如今，荷兰是中国在
欧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将近
1000亿美元。从阿姆斯特丹阿斯米尔拍
卖市场发出的郁金香切花，10多个小时后
就出现在广东的花卉市场，依然娇艳欲滴。

这些都是这部纪录片中令人印象深刻
的片段。这部纪录片的主创们从世界丝绸
之源出发，奔赴五大洲28个国家，全片21
个故事主角，有九成以上都是外国人。该
片将宏大主题切分成具体而微的人物、故
事，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故事，描述“一带

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变化，见证丝路精
神，格外动人。

摄影机背后的深刻震撼

《海丝寻梦录》总撰稿、执行导演黄文
峰介绍，《海丝寻梦录》分3个摄制组，沿着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海上航线，从广东出
发，下南洋，经过东南亚、南亚前往中亚，再
进入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进行节目拍
摄。所到的28个国家中，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包括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斯里
兰卡、伊朗、土耳其、荷兰、肯尼亚等。

越南。汉代广东出海的第一站，也曾
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出境后的第一大
港。今天，广东TCL公司在越南的工厂成
为当地人就业首选。

马来西亚。历史上，马六甲是东南亚
重要的贸易枢纽。碧桂园集团在马来西亚
承建的森林城市，不单是产能合作的典范，
同时也是全球合作的大平台。

土耳其。横跨亚欧非的奥斯曼土耳其
帝国曾经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交汇点，帝国依靠独特的地理位置，
垄断了中西方的贸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曾经在讲话中提到土耳其的“中间走
廊”，目标是通过土耳其将欧洲、中亚和中
国连在一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望“中
间走廊”的倡议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
的重要组成部分。

肯尼亚。郑和船队经常造访的地区，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名城蒙巴萨的
拉姆岛上，还有郑和船队水手与当地人
通婚、生活的石头村遗迹。今天，来自广
东的中交四航局、中国交建集团承建了
连接蒙巴萨——内罗毕的蒙内铁路，6月
份将正式通车。

黄文峰说，拍摄中最令人快慰的就
是摄制组被 2000多年海丝贸易历史的
积淀和今天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所深
深震撼。

比如，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拍摄期间，
巴铁兄弟的友好热情随处可见，当地人对

中巴经济走廊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们相
信有中国人的支持，这里一定能发展起
来。摄制组下榻酒店的好几个当地服务员
求教如何学习中文，因为这对他们的就业
非常重要。

还有一个有趣的拍摄对象。他原来在
北京一家媒体做僧伽罗语的新闻播音员，
因为经常参与“一带一路”有关新闻报道，
从中找到了商机，开始从斯里兰卡运茶叶
到中国销售。其实，斯里兰卡的茶树最早
来自中国，是英国人沿着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移植到斯里兰卡的。他觉得，其实大家
就是一家人。

南派纪录片的代表作

最近3年来，广东广播电视台连续打
造了3部“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即《丝
路：沙与海的交响》《一个美国制片人眼里
的海上丝绸之路》和这部《海丝寻梦录》。

黄文峰认为，相比较而言，《海丝寻梦
录》的最大特点是“硬主题软表达”和“广东
题材国际表达”。《海丝寻梦录》基本上是从

外来“他者”的眼光来看广东、看中国、看
“一带一路”的。跟国内其他同类题材“以
我观物”的视角不同，这是一个更国际化的
叙事语态。这也符合南派纪录片的风格，
以小见大、风格细腻，故事讲述的语态平实
客观，对主题的表达婉转自然。艺术手法
上，切口小，发掘深，不说官话、套话。

在黄文峰看来，《海丝寻梦录》是典型
的南派纪录片。广东有悠久的航海和海洋
贸易历史，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源
地，是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广东的商业
传统，包括岭南文化都源自海洋文明的熏
陶。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是广东与各国共
享的财富，也是地道的广东历史文化题
材。这部作品准确地把握了当下的时代主
题，在创作中具备国际化的表达与视野，片
中90%以上的内容都是在国外拍摄。

“我们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的视角，也不
是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不求系统全面地
介绍21世纪海丝的方方面面，而是将镜头
集中在经济、制造、贸易等宏观经济领域，
聚焦经济合作，这也是‘一带一路’最基础
最核心的内容。”黄文峰说。

行当一词讲究技艺，听来格局偏小，是
旧时平民赖以谋生的媒介。但深一层说，
每个行当都是时代的产物，从中可以窥见
当时的政治、经济和人文等特色。

近30年来，社会变化天翻地覆。江南

曾风靡几代的众多热门行当凋零殆尽，更
有甚者已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江南老行
当》（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一部忆古
怀旧但又展露时代烙印的随笔集。作者王
喜根将记忆中的老行当写成了160篇千字
文，每一篇于字里行间显露出不可抑制的
画面感，同时都配上黑白线条图，与文章古
朴、敦实的语言相得益彰。

时代的步伐永远向前，等待不是它的
做派。书中很多行当我压根不曾听过，比
如簖蟹。说穿了就是捕蟹，只不过用的渔
具是竹片编成的栅栏。

老行当消失的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
科学进步，比如随着医院这项基础设施的
完善，接生婆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完成使
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的是因为机器
革新，比如自从冰箱进入寻常人家，卖冰棒

的拍打声和吆喝声也销声匿迹。有的是因
为互联网的普及，除了穷山沟里，哪儿还有
货郎的影子呢，早就被电子商务挤走了。
有的是因为思想进步，恋爱、婚姻都讲自
由，相亲活动众多，谁还敢以做媒为生呢？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工业文明带来的经
济大繁荣。

老味道算是幸运的，只要真的美味，就
能留存在舌尖上。草炉烧饼、豆腐脑和五
香烂蚕豆等乡间小吃一晃身，竟成了异彩
纷呈的潮流食品，甚至进入一些格调颇高
的餐馆，但也可能丢了几分纯正的老味
道。殊不知，有些美食就适合待在窄小、油
腻的苍蝇馆子里。市井之味嘛，凭的就是
真手艺。

刻章、制壶、刺绣这些老行当当庆幸自
己被当作艺术得以传承。诚如《浇糖人》中

那个古稀老人的赞叹：“糖不值钱，值钱的
就是这个手艺。”不得不提一下传统文化中
极为重视匠人精神：对专业专注，精益求
精。当然，追求极致永远是一桩苦事。

光阴流转，有些事物终将无迹可寻。
经常读到怀旧文章，作者通过文学形式，把
童年记忆中或亲身经历或长者讲述过的老
行当记录下来。这并不是迂腐、矫情，而是
我们的骨子里涌动着一种敬畏文化的情
怀。本书不仅是一位亲历者的人生回忆，
俨然还是一部江南老行当的断代小史，所
录虽是切片式回忆，但大多再难重现。

原以为读该书会带几分伤愁，其实却
不然，王喜根唱的并不是低沉的挽歌，而是
一支浓醇的赞歌。

他在自序中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
的生活息息相关，是靠人传承下来的，从业
的人日益减少，那就要断绝了。我辈虽不
能亲手延续它，却能用笔记录它的魅力，将
之变为后人记忆中的财富。

其实，《浇糖人》中的那个古稀老人
还有一句感叹：“……不吃，光看也是个
享受！”

《海丝寻梦录》：

这个梦甜美而辉煌
●苗春

浙江卫视全新升级的《奔跑吧》自开播
以来持续占据收视榜首，目前网络点击总
量超过65亿，微博话题热度持续发酵，频
频占据热搜榜单，一举成为本季度最具热
度的现象级综艺。

一档国民现象级综艺的炼成并非一蹴
而就，需要节目不断地创新，不断地给予观
众新鲜有营养的内容，让观众开心一笑之
后又有所思考，引起话题讨论，回味无穷。
从内容上看，《奔跑吧》每期的主题都不尽
相同，每期节目结尾处都会用《奔跑有意
义》那样一个短片动画的形式来提炼引导
当期话题，这些话题无不与时下社会主题
价值相勾连，比如“鸡毛换糖”那期节目感
悟时代的快速变迁，“9vs400团体站”那期
是直面生活的选择，“男生和女生对抗”那
期是不要轻视你的对手，而最引起轰动的

“黄河大合唱”那期则提出了回顾历史是为
了不忘初心、继续奔跑。这种话题提炼是
以往几季《奔跑吧兄弟》所没有的，是这一
季节目的创新之处。

一档综艺节目拥有主题设置无疑是有
意义的，是符合观众多重需求的。伴随真
人秀节目影响力不断扩大，观众的审美水
平也在不断提升，有单一笑点的节目已经
不能满足观众全部所需，观众需要有时代
认同感、有价值观的节目，需要产生精神层
面的共鸣。从“黄河大合唱”那期节目播出
后的网络互动热度即可看出，许多网友很
受激发，观众的个人情绪被家国情怀取而
代之。

在弘扬文化自信、共建“一带一路”的
时代大背景下，通过文化传播手段让老百
姓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无疑是当下所

需。而作为一档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民现
象级综艺，《奔跑吧》展示出了该有的担
当。这一点从节目所选择的主题、地点以
及细节道具不难看出：在第一期“鸡毛换
糖”的主题中，嘉宾们分组化身成上世纪
90年代义乌小商品街的四“大”经商家
族，节目组准备的道具可以说是相当用
心：一脚蹬的健美裤，最时髦的花衬衫，西
装里的大垫肩，一般人根本买不起的大哥
大……节目组正是通过这些道具细节来
呼唤观众遥远的记忆。继而镜头一转，
到了21世纪。科学的企业化管理取代家
族生意，小商品的种类蔓延到生活各个
领域，智能的物流科技让义乌小商品走
出国门成为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小商品
集散中心。一档90分钟的节目，通过艺
人们的欢笑体验，带领观众快速感受中国
二十年来的飞速发展和变迁，无疑是具有
跨时代意义的。

延安是黄河流经之要塞，是中华民族
重要的发祥地，同时还是新中国革命老区，
能够选择延安作为一期节目的主题地点，
《奔跑吧》“黄河大合唱”那期节目是用了心
的。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钢琴演奏家李
云迪弹奏钢琴，80名西安音乐学院合唱团
员以及60名西安交响乐团成员和节目嘉
宾们一起庄严演唱《保卫黄河》。伴随着气

势恢宏的音乐节奏，网络视频弹幕中飞起
的是“祖国万岁”“好感动”的评论，浓烈的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强心，被《奔跑吧》以
这种方式猝不及防的唤醒。

正因为有这样别具匠心的主题和初

衷，《奔跑吧》摆脱了纯娱乐综艺的枷锁，变
得更加有意义。毕竟，以举家收看电视为
主的中国客厅文化需要的不仅仅是欢笑
声，更需要与时俱进的价值观思考。综艺
节目，理应有此担当。

一部在视频网站上线的微纪录片，讲的是距离大多数现
代人生活遥远的手工艺匠人的故事，“冷门”体裁加上“冷门”
题材，却在网络上引发大量年轻人自发传播，甚至打破优酷纪
录片种类播放量记录，这部《了不起的匠人》究竟是怎么对年
轻人“圈粉”？

从去年6月上线第一季起，《了不起的匠人》先后讲述了
旗袍匠人、团扇匠人、角弓匠人的故事。今年第二季又把主题
定位为“东方美”，展现了制陶匠人、蜀锦匠人、染织匠人、汉服
匠人等12位匠人的精巧技艺和日常生活。

《了不起的匠人》把镜头对准普通匠人们的手艺生活，不疾
不徐地娓娓道来，正是基于对文化类节目的自信。不管是《我
在故宫修文物》还是《了不起的匠人》，所展现的都是“一生只做
一件事”的普通匠人。这些普通人的不凡之处是他们用一生去
打磨自己的作品，赋予作品以灵性。当人和器物产生情感关联
时，这些匠器就和现代社会机器化大生产制造出的商品产生了
区别。而匠人们沉静如水的日常生活，也和年轻人所处的快节
奏都市生活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让年轻人倍感兴趣。

为了拥抱年轻人，《了不起的匠人》在形式上也花了很多
“小心思”：每集20分钟的长度，“短平快”“小而美”的形式，讲
起故事绝不拖泥带水；区别于传统纪录片严肃的配乐和旁白，
《了不起的匠人》选择了艺人林志玲作为“分享人”并担任旁
白，第二季还邀请台湾音乐人胡德夫演唱主题曲《无涯》，为整
个节目带来年轻、时尚的风格，让人眼前一亮；此外，作为一部网络平台播出的纪
录片，《了不起的匠人》还结合优酷独有的优势，尝试了搭载直播、边看边买等网
络化、年轻化玩法，赋予文化类节目在商业层面更多的想象空间。

“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花家”（注：
种花=中华），这是很多网友看《了不起的匠人》时的弹幕评论，真实的语言反映了年
轻人在面对伟大匠人和古老手艺时内心的澎湃和感动。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就有底
气让年轻人讲出这些话，而越来越多类似《我在故宫修文物》《了不起的匠人》的出
现，也正在为年轻人打开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大门。

大型纪录片《海丝寻梦录》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组委会联合制作，共3集，每集50分钟，近日相继在广东卫视
和央视纪录频道播出。

摄制组采访金砖之父吉姆·奥尼尔（右二）。

根据我国神话作品《封神演义》改
编的东方奇幻史诗电影《封神三部曲》日
前正式启动，主创阵容首度集体亮相。

影片由著名导演乌尔善执导，北京
文化投资，世纪长生天影业（北京）有限
公司承制。《封神三部曲》是华语电影史
上首部奇幻史诗三部曲作品，同时也是
首部采取连拍模式创作的国产电影。

摄制组曾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参与
前期策划，并数次前往美国和新西兰考
察。影片于2014年6月启动，2016年
9月起筹备，2017年2月起面向全球海
选男女主演，计划于2018年至2019年

拍摄，暂定于2020年至2022年期间公
映。乌尔善透露，这部电影巨制将以世
界语言讲述中国人的故事，希望得到当
代中国年轻观众的喜爱，也能够让海外
观众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目前已经确定的主创阵容，包括
好莱坞最成功的制片人之一、制作顾
问巴里·M·奥斯本，华语影坛著名制
作人江志强、杜杨，著名编剧冉平、冉
甲男、芦苇，剧本顾问詹姆士·沙姆斯
以及美术指导叶锦添、视效总监道格
拉斯·汉斯·史密斯、摄影指导王昱
等，都是海内外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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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封神三部曲》确定主创阵容
●肖龙

老行当里的文化味
●江泽涵

《奔跑吧》：观众需要有时代认同感的综艺
●梦瑶

整理出版后的《北京城中轴线古建
筑实测图集》（下称《图集》）近日在中国
故宫博物院正式面世。

1941年，为预防北平古建筑遭战
火焚毁，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谋划，由
建筑师张鎛主持，历时4年绘制了北
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的北京城中轴
线主要古建筑实测图，共704幅。《图
集》将北京城中轴线建筑从南到北逐
一系统地测绘下来。宫、苑、广场有总
平面、总立面和总剖面；单体建筑有平
面、立面、剖面和大样图；标注有详细
的尺寸和材料、做法。既有空间构成
表达，也有总立面的渲染。全部数据
均按不小于1/50的比例尺，用墨线或
彩色渲染在60×42英寸的高级橡皮
纸上，图纸完整、数据精确、制图精美，
勘称中国古建测绘图范，对于研究中国
古代城市布局、传承建筑设计理念具有
科学价值。

这批图纸原藏于中国文化遗产研
究院前身文整会，其中50幅远赴台湾
展览后滞留台湾。上世纪60年代，国
家将其中的紫禁城建筑355幅图纸拨
给故宫博物院收藏。本次整理过程中，

纳入了清华大学珍藏的营造学社1940
年代绘制的故宫古建筑测绘图62张，
实现了三地收藏同时代北京城中轴线
实测图716幅的完美合璧，在图纸文献
整理出版上创造了一个范例。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
整理项目初议于2005年，是2013年
10月故宫研究院成立后的十大项目之
一。该书的整理出版，对于北京城中轴
线建筑群的保存、研究、修缮、复原有着
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

当日，故宫研究院还宣布成立钟表
研究所、宫廷现状研究所、故宫文物南
迁研究所、世界文明古国研究所、影视
研究所等5间研究所，设立金砖研究
室、简牍研究室等2个研究室，这是故
宫博物院继2015年大规模扩容以来的
又一次学术领域、布局、体系的扩充、完
善与调整。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表
示，2017年是故宫博物院精细化管理
年，故宫研究院在发展规划、项目实施、
学术交流等方面既要有目标宏大可行
的顶层设计，也要有脚踏实地的落实措
施，精细谋划，稳步实施，扎扎实实地把
故宫的学术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北京城中轴线古建筑实测图集》面世

重现 72 年前北京古貌
●郑娜 黎诺瑶

在第8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900多人的南京紫金大
戏院座无虚席，甚至有未及时购到票的戏迷抱着万一有余
票的希望，始终守候在剧场外直至散戏。上海京剧院创排
的新编现代京剧《浴火黎明》再次上演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浴火黎明》取材于《红岩》，由知名戏曲编剧李莉担任
编剧，一级导演王青担任导演，傅希如、杨扬、鲁肃、董洪松
等一批“80后”青年演员领衔主演，演绎了六七十年前的青
年共产党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定革命信仰、心系祖国未
来，最终为中国共产党留下8条诤言的历史事件。

历史上，“红岩”题材的戏演得很多，以“江姐”为主角
的诗剧、报告剧也很多。类似的革命历史题材写到现在，
容易概念化、模式化。为何《浴火黎明》在今天还能吸引
这么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主要是因为这部戏有突
破、有创新。

不同于以往革命题材偏重于展现革命英雄的历史事
件，《浴火黎明》更侧重剖析革命者是如何成为英雄的心路
历程，从多角度深入剖析人物内心。如“范文华”这个人物
形象，剧中就清晰地梳理了人物从迷茫、委屈、纠结、悔恨到
重拾与坚定信仰的心理轨迹，细腻刻画了一位因上级背叛
而迷失、彷徨的共产党员，在历经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锤炼
后坚定信仰的心路轨迹。这些丰满而立体的人物形象，让
观众觉得真实，很容易对红岩烈士产生情感共鸣。

作为《浴火黎明》呈现的重点之一，革命党人以生命换
来的宝贵教训“狱中八条”，对当代社会也具有警示作用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
济、恋爱和作风问题”……早在几十年前，深陷黑牢里的共
产党员，就提出直贯我们当今现实的严峻问题。他们留下
的这笔革命遗产，在今天仍然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能
够引发人们的思考与感悟。

在唱腔设计上，《浴火黎明》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
美。作为一部具有京剧传统底蕴的现代京剧，其唱腔整体
风格内敛而抒情，情感饱满，很能凸显人物特点，又富有京
剧特色。不仅优美动听，而且流派丰富、板式多样，让不少
第一次走进戏院的观众也沉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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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节目现场。

摄制组和采访对象斐济渔民等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