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第3本版主编 武曼晖 编辑 王娅楠 孙泓轩 文化广场 2018年3月12日

每个博物馆推荐3件文物，每件文物
都拥有一位与之绑定的“明星国宝守护
人”，他们将和其他守护人一起，以各种不
同的方式，倾情讲述“大国重器”的前世今
生，解读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随着九大博物馆的大门一一推开，27
件“国宝重器”的传奇一一揭晓……以文化
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语言，中央电
视台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将
文物承载的历史记忆、人文精神和大国气
象生动解读，以古人之规矩，承时代之生
面，用时尚现代的方式激活深沉古老的历
史，“让国宝活起来”。

《国家宝藏》这样文物类电视节目的兴
起，也带动了一场文化遗产热潮。随着人
们对文物的持续关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
日益重视，文化遗产保护正在形成合力。

全新创制“纪录式综艺”，让
“国宝”开口说话

想到《国家宝藏》能火，没想到这么
火！《国家宝藏》自2017年12月播出后，引
爆了电视、网络和微信朋友圈，成为现象级
文化综艺节目。

节目制片人、总导演于蕾谈到初衷时
说：“一件件文物，历经岁月的洗礼辗转到
我们面前，其实就像一个个历经风雨的生
命，有太多的故事和感受想和人们诉说。
希望能擦去上面的蒙尘，让更多人了解文
物，亲近文物。”

这档名叫《国家宝藏》的节目，分两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故宫博物院、上海博
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
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
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九大博物馆每家推
荐3件文物，节目展示后交由公众甄选，最
终每家选出一件；第二阶段，举办一场以选
出的9件文物为主题的文物特展。

节目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
用困难重重来形容。联系博物馆、确定明
星、推敲文物故事，寻找文物的今生守护
人……“但凡有一点退缩，或者有一点将
就的念头，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于蕾说。最终，节目以融合纪录片、真人
秀、综艺等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于蕾创
造了纪录式综艺的样态。执行总导演汤浩
说，希望做有社会价值、有引领性的节目，可
以唤起人们对文物、对传统文化的关注。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记载民族血脉
的基因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座守护
中华文明的基因宝库。然而，“博物馆=旅
游点”的偏见，还在人们当中广泛存在。数
据显示，尽管我国文博资源丰富，但使用率
却不算高，观众平均每两年才进1次博物
馆。而在欧美国家，观众平均每年要走进
博物馆3至5次。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指出：“博物馆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
黄金时期，藏品不断汇聚、展览不断丰富。
看一个博物馆是不是真正对经济、社会的
发展作出贡献，就看它的资源在多大程度
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如何打开博物馆里的“奇妙”，让它真
正“鲜活”起来、“亲和”起来？《国家宝藏》正

是借助电视综艺这一传播载体，进行探索
和尝试。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颐武评价，《国家宝藏》真实、全面、立体
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不仅是
对文物的展览、文化的展现，更是唤起人们
进入博物馆的兴趣，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与
博物馆建立联系。

探索文化节目新蓝海，夯实
“综艺稳生态”

演员刘涛是第一个答应做守护人的明
星，她坦言听到“国家宝藏”这几字就被感
动了。刘涛说：“这样一档节目就像是打开
了一扇门、打开你的兴趣度，也打开了你对
中华文明传承的一种使命感。”参加过很多
综艺节目，也拍过许多影视作品，但以舞台
剧的形式为观众解读历史还是首次。到了
现场，刘涛还是有点发怵，“故事呈现时间
不长，本子跟一集电视剧一样厚。”

与其他节目不同，《国家宝藏》对明星守
护人的考验是全方位的，对历史的认知、对
演技的拿捏。总编剧于新玲说，每一个文物
故事，我们都要经过前期调研，然后写出不
同角度的故事，谁来主讲、选哪段故事。确
定明星守护人后，我们会发文物的背景资
料、与文物相关的历史人物，让明星做足功
课。一个剧本的敲定，至少要经过20稿。

最终，刘涛作为河南博物院“镇馆之
宝”妇好鸮尊的守护人，演活了“商代女战
神”妇好的前世故事。和刘涛一样，李晨、
雷佳音、段奕宏等明星，生动演绎了文物故
事，让更多人了解、爱上文物。

而与文物的前世故事相比，文物的今
生故事也成为亮点。博物馆志愿者、考古
工作者、大学教师、博物馆工作人员……都
加入了文物今生故事的讲述，让文物更好
地活在当下。于蕾说，尽管有明星参与，但
我们节目最大的“明星”是文物。“不管是明
星、素人、主创，我们都怀着敬畏心，那是对
文物、对文化的由衷尊重。”

央视副总编朱彤说：“所有创作人员无
不为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所折服，为
每一件国宝记载的民族基因密码而感叹。
所有的信息与感受，都将通过丰富多元的
视听手段、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传达给每
一位电视观众。让精致的国宝与精心的创
作叠加。”

在电视屏幕上，继“诗词热”和“朗读
热”之后，蜂拥而至的文化综艺在文学细分
领域的题材开发上出现了严重的雷同趋
势。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浩
若星辰的文化遗产为内容创作提供了取之
不尽的源泉，又亟须当下在珍视与呵护中
去继承和挖掘。

随着人们对文物的持续关注、社会对
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一股文化遗产热潮
正在兴起。《国家宝藏》这样的文物类节目，
也满足了人们对文化遗产多维度期待。

节目总制片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节
目部主任吕逸涛说，从“诗词”“朗读”到“历史
文物”，央视综艺正深入挖掘文博领域，探索
文化节目新蓝海，夯实“综艺稳生态”。

所谓的综艺稳生态，就是精益求精的

电视匠人们致力于开掘节目深厚的人文意
蕴和文化品格。于人民群众中寻找源头活
水，和社会热点相契合，与观众的情感相融
合，做到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
的大视角出发、大情怀展现。“以创新思维
把握时代脉搏，融入观众喜闻乐见的内容，
讲中国故事、扬中国精神，传中国文化。”吕
逸涛说。

从文物中寻找文化自信，一
场文化遗产热正在兴起

“我一直拿故宫当景点，但通过这次工
作经历，我才真正领略到故宫的魅力。”出
生于1989年的导演毕波，是《国家宝藏》第
一集的导演。拍摄故宫的经历，注定要在
他的人生经历中留下不同寻常的一笔。他
跟随摄像拍摄《千里江山图》，在卷长11.9
米的画前，看到了绵亘起伏的群山和烟波
浩渺的江水，看到了18岁作者横溢的才气
和满满的心力。他把对文物的理解和尊
重，也通过镜头带给了观众。

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王佳琦是一名
“95后”，在节目播出后，她和身边的同学
都成为忠实粉丝，他们还在课堂上专题讨
论起这个节目。她说：“《国家宝藏》令人惊
艳，每一件文物都请专家进行讲解，重现当
时的工艺，这一点就足够吸引我！《国家宝
藏》在无形中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不仅爸爸妈妈喜欢看，就连我们也很期待
一件件文物的前世传奇和今生故事。”

通过具有艺术观赏性的设计来为观众
“展出国宝”，解读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
历史，让观众懂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

时，也了解文物所承载的文明和精神内
核。《国家宝藏》让那些珍藏于历史长河的
文物走到聚光灯下，走进最大众化的“客厅
文化”，成功吸引了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

在中国年轻人聚集的视频网站B站
上，一些95后、00后的网友自发成立了答
疑解惑小组，从历史故事到博物馆与博物
院的区别，他们一一解答。文末不忘加上

“中华气节，精神永存”。
吕逸涛希望，“每一件文物都记载了中

华文明、文化的基因，通过大众传媒的传
播，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文化、热爱
中国的文化、传播中国的文化，从而更好地
保护中国的文化。”

为此，九大博物馆馆长组成“国宝守护
联盟”，希望更多人走进博物馆。伴随节目
的播出，一系列丰富有趣的主题互动在线
上线下同时开展，在体验和交互的润物无
声中建立情感的链接和时代的共鸣，吸引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去发现、去呵护、去激
活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事实上，通过
人们与文物的对话，触摸到文物的温度，感
知到文物背后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国
家宝藏》通过电视呈现的手段让文物活起
来，也让更多人关注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
中来。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说：“《国家
宝藏》从一开始就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努力
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结合起来，努力实
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

“我们期待通过此次电视的国家队和
博物馆国家队的合作，能够为全社会提供
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作出贡献。”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
会文物司巡视员罗静说。

上图：中国工
程院院士、陕西历
史博物馆设计者张
锦秋讲述文物的今
生故事。

下图：演员刘
涛在演绎文物的前
世故事。

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记载民族血脉的基因密码；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座守护中华文明的基
因宝库。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

主旋律文化的传播不是强行植入，而是“润物无
声”；不能强迫灌输，而要“柔中带刚”

今年春节档，火出“史上最强”的票房。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凭借
口碑实现“逆袭”，票房已经突破14亿元。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
旋律”。《红海行动》击中人心的不只是影片的“燃”，
更有现实的“真”。影片改编自中国海军的也门撤侨
行动，“蛟龙突击队”在索马里海域解救中国商船，在
战乱国家营救中国公民，一个个紧要时刻、一系列生
死救援，让人们通过镜头看到了什么是“勇者无惧”、
什么叫“强者无敌”。站在电影传播的角度，这是“高
品质”与“高口碑”的一次默契；站在国家进步的高
度，“蛟龙”所获得的掌声，更像是生活在“强起来”时
代的人们，对国家和军人一种自然而然的期许。

从《湄公河行动》到《战狼Ⅱ》，再到《红海行动》，
近年来，观众每每被真情打动、被热血感染、被主旋
律电影“圈粉”。这些影片在制作与情节、故事与价
值上孜孜以求，用生动的实践回答主旋律作品如何
引人入胜的重要命题。过去，人们常常感叹主旋律
文化传播不易，难就难在容易落入窠臼、生硬说教，
给人刻板印象。有人评价《红海行动》是自然流露的
主旋律情怀，可谓一语中的。在故事讲述中传递价
值，在人物塑造中注入情怀，才有这样的“自然而
然”，才能取得“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

主旋律文化传播需要“硬实力”的根基。《红海行
动》之所以“炸裂”，主要是它取材于真实故事。这几
年来，我们在许多海外行动中看到了中国国际地位和
国防能力的提高，这是叙事的“硬实力”。因而装备精
良、作风硬朗的“蛟龙突击队”一亮相，就让普通中国
人感受到自信自强，对“虽远必救，再难必援”有了更强的信心、更足的底气。

同时，主旋律文化也离不开“软实力”的内核。一句“中国海军，我们带
你们回家”足以让人感动，一句“中国军人不会让任何一个中国人受到伤害”
足以给人力量。电影之外，“孤胆利刃，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宁舍此生，
不负使命”的责任担当，“吃尽万千苦辣，只为祖国荣光”的爱国情怀，那种情
感冲击力、人格感染力，从艺术形象延伸到军人集体，从创作者传递给观众，
产生了广泛的共鸣。

“恰逢其时、恰乘其势”，这不仅是形容一支能打胜仗的队伍，更是主旋律文
化正在面对的“时”与“势”。主流文化的传播不是强行植入，而是“润物无声”；
不能强迫灌输，而要“柔中带刚”。就像《红海行动》所传递的，中国不好战，但从
来不怕战。这种“能战但不好战”，何尝不是一种以柔克刚、以柔变强的“柔实
力”？今天，无论文艺创作还是主旋律文化传播，都需要立足时与势。只有以滴
水穿石的韧劲、润物无声的巧力来怀柔远人，才能“驰骋天下之至坚”。

“我们必须打赢！”人民军队如此，主旋律文化的创作与传播更是如此。
只要立足时代、赶上时代、引领时代，我们就能不断发掘并讲述更多动人的
中国故事，凝聚起建设新时代的人民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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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宇宙”一词，我们会立即想到
“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包罗万象”“奥妙
无穷”等词语。也难怪，如今的宇宙，是由
数千亿个星系组成的，我们处的银河系，
直径约10万光年，也不过是宇宙的数千
亿分之一罢了，“宇宙”可谓大矣。但在我
国古代，“宇”和“宙”都不过是人们居住房
屋上小小的部件，到越来越大的“宇宙”，
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

金文的“宇”是一座房屋里面一个
“干”字，实际上就是一座房屋的形状和
结构。《说文解字》曰：“宇，屋边也。”《诗·
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释文：“屋四
垂为宇。”这里的“宇”正像《一切经音义》
中说的“宇，屋檐也”一样，指房屋的屋
檐、廊檐。《仪礼·士丧礼》“置于宇西阶
上”、《资治通鉴》“权起更衣，肃追于宇
下”等，也都是这个意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宇”这个房屋上
的部件，慢慢地就代替了整座房屋。《诗·
大雅·緜》“聿来胥宇”、《楚辞·招魂》“高
堂邃宇”、苏轼《水调歌头》“惟恐琼楼玉
宇，高处不胜寒”中的“宇”，就不是屋檐
而是整个房屋了。

到了屈原的《离骚》“尔何怀乎故
宇”、贾谊的《过秦论》“振长策而御宇
内”，此处的“宇”是指国家或天下了。《吕
氏春秋·下贤》“神覆宇宙”、《墨子·经上
篇》“久，古今旦莫（暮）。宇，东西家南
北”里的“宇”，已经是一个很大而多变的
空间范畴。

我们再看“宙”字。甲骨文的“宙”

字，是一座房屋里面加一个“由”字，表示
房屋靠一根上细下粗的梁顶着。《说文解
字》曰：“宙，舟舆所极覆也。”《淮南子·览
冥》：“而燕雀佼之，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
宙之间。”高诱注：“宇，屋檐也。宙，栋梁
也。”这里的“宙”都是它的本义“栋梁”的
意思。但到了《南齐书》“功烛上宙，德耀
中天”、王勃《七夕赋》“霜凝碧宙，水莹丹
霄”里的“宙”，就已经是指天空了。

另外，我们从古人运用“宇”“宙”二
字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古人对大自然
和宇宙也是逐渐认知的。

“宇宙”一词连用，最早出自《庄子》：
“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这时的
“宇”代指一切空间，“宙”代指一切时
间。宇宙已是标标准准的穿越时空了。
《尸子》：“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
宙。”《文子·自然》也说：“往古来今谓之
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说明古代诗人和
科学家都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如《楚
辞·屈原·涉江》“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
霏而承宇”，张衡《东京赋》“泽浸昆虫，威
振八宇”以及《庄子·庚桑楚》“有实而无
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等
等，“宇”已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方位、处
所，而是指所有的空间；这里的“宙”已经
表示没有开始没有终末的无限时间，宇
宙已经无限大矣。

我们现在说宇宙，已经找不到房屋
的影子了，我们也早已把宇宙当成了自
己的家。但了解“宇”“宙”二字的本义，
有利于我们阅读古文，研究古人对宇宙
的认知程度。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辛弃疾（南宋）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
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
愁余，山深闻鹧鸪。

郁孤台，位于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古城西边的贺兰山（当地人称为田螺
岭）上，又称望阙台。清同治《赣县志》
记载：“郁孤台，在文笔山，一名贺兰山，
其山隆阜，郁然孤峙，故名。”

建台的确切年代已经很难考证，但
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当时的郁孤台
远比现存的范围大，史料称：“几亩花园
塘下，披树色以千家，一弯濂水溪边，映
台痕而百尺。”唐李勉为州刺史时，曾登
台北望，慨然易匾为“望阙”。后几经兴
废，仍名郁孤台。1983年按清代同治
年式样重建。台有3层，高17米，占地
面积300平方米，简约中彰显大气，古
朴里蕴藏真意。

郁孤台因辛弃疾而闻名。宋孝宗
淳熙二年（1175年），它迎来了36岁的
辛弃疾。当时，辛弃疾以提点江西刑狱
来赣。在赣州这两年，他多次登临郁孤
台，多次遥望汴梁。在一个荒草漫道、
夕阳劲洒的黄昏，辛弃疾再次来到郁孤
台，望着浩浩汤汤的章江贡水，仿佛看
到了大半个中原陷入金人手中，穷苦老
百姓惨遭杀戮，不禁潸然泪下，一首千
古绝唱吟咏而出。此时，夕阳的余晖倒
映在江水中，也映射在他那颗孤悬天地
的心上。也许，他从未想过，他分秒心
念的家国大事，已悄然融进了郁孤台的
每一寸肌肤，每一个角落……

登临郁孤台，台楼上的一木一石、

一字一画，都镌刻着丰富的历史底蕴，
成为怀古幽情的抒发之地，令无数游
客流连忘返、痴醉其中。苏轼登楼赋诗

“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文天祥倚栏
吟诵“城郭春声阔，楼台昼影迟”，郭沫若
欣然填词“遍地尽杉松，泱泱绿化风”，刘
克庄、王守仁、汤显祖、戴复古、李梦阳、
王士祯、朱彝尊等，一一前来，面对郁孤
台，无不流露仰望咏叹之情。时光如水，
一去不回；郁孤有情，海纳百川。郁孤台
容纳那么多孤独的圣贤墨客，也必将拥
揽后来者，抚慰众人心。

踏进巍巍孤立的台楼，登楼远眺，
翠浪翻腾，三江合流激荡起的浪花，犹如
一道道水做成的利剑碰撞出夺目的光
芒，古宋城墙、古浮桥的底色在岁月的擦
拭下十分鲜亮，入楼门前的辛弃疾塑像
傲然挺立在历史的风雨中，如炬的目光
注视着芸芸众生……它们一起构成了
江南宋城光耀千年的文化气象。

今天的郁孤台（上图），早已不再
“郁孤”。没有了孤起平地之状，修葺一
新的历史文化街区和散发心学气息的
阳明书院，伏卧蜿蜒的全国最大、保存最
完好的宋代古城墙、横亘千年的古浮桥，
以及童叟戏耍的欢歌闹腾，山水相融，民
风淳朴，让郁孤台越发厚重。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远去了
鼓角争鸣，沐浴着新时代的光辉，流淌
着家国血脉的郁孤台给人以温暖、希望
和永远向前的力量。

说“宇”道“宙”话宇宙
●刘绍义

读文解字■■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让“国宝”活起来火起来
●王珏

■■

郁孤台下清江水郁孤台下清江水
●魏本貌 刘志平

考古学家近日完成莱州东海神庙遗址考古勘探，出
土了大量建筑和文物遗存，并初步明确了这座祭海“国
庙”的建筑规模和布局。

在山东半岛东北部的烟台莱州，在一片杨树林的怀
抱中，一抹红墙分外显眼。走进大门，左侧至今仍保存一
段庙墙，墙高5.5米，厚1.5米，这是遗址内仅存的地上建
筑。右侧有巨石雕刻的赑屃，由于年代久远，石像身体已

经严重风化，但脚部和背部的花纹仍清晰可辨。遗址内
随处可见雕刻着精美花纹的石柱底座和碑座，还有不少
钻孔和回填的痕迹。

参与这次考古勘探的莱州市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英
军说，考古人员每4米打一个1.5米至2米深的探孔，“初
步确定了神庙的建筑规模和布局，以及各建筑的功能，进
一步明确了东海神庙作为祭海‘国庙’的地位和价值。”

据史料记载，莱州东海神庙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
修建的“海水祠”，后经历代维修和扩建，至民国时期，东
海神庙已经具有东西两跨院、前后各三进的院落规模，总
占地面积约40亩。但由于海神庙地上建筑在战争中被
毁，之前的研究主要来自史料记载和老人的记忆。

莱州市博物馆馆长张玉光说，这次考古勘探共发现

各类建筑类遗迹40余处，以及大量遗存文物，其中建筑
遗址以明代为主，文物遗存以宋代至明清时期居多，为今
后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历史上，东海神庙曾为皇家祭祀东海神的场所。据
《海庙祀典考》《旧唐书》等史籍记载，莱州东海神庙皇家
祭祀始自唐代，自宋代已成定制，明清两代尤为重视，至
清光绪十六年最后一次祭海，有文字记载的帝王祭海共
有81次，沿袭千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除了皇家祭祀以外，民间也每年四次自
发组织东海庙会，庙会规模宏大，不仅当地人参与，连环
渤海和浙江、安徽一带的渔民也来祈求平安。莱州东海
神庙承载着两千多年的海域文化，在周边国家如朝鲜、日
本、韩国也具有很大影响力。

考古学家完成东海神庙遗址勘探
●滕军伟

某报刊有一长篇通讯，
介绍歌词大家乔羽先生。在
谈到“乔老爷”为《上甘岭》配
词时，文中有这样几句：“终
于，乔羽的激情像喷薄的火
山，他躲到一个僻静无人的
地方，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将
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排除一
切外界因素，一挥而就，一喷
万丈”。《我的祖国》这首堪称
经典的作品就此问世。真没
想到，这里又一次碰上了“将
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出版物中有些差错，由
于错的人多了，会让人熟视
无睹。“将在外军令有所不
受”便是一例。将者，身负重
任之军人也。服从命令乃军
人之天职。“军令”岂能“不

受”？乔羽先生说的，应该是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
“君命”，不是“军令”！

“君命有所不受”，典出
《孙子·九变》。孙子说：“凡用
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君君，
臣臣，关系颠倒不得。然而

“君”在皇城之内，“将”在千里
之外，军情瞬息万变，急如星
火，“安有千里而求战者乎？”
所以，孙子接着又说：“途有所
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
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

受。”这就是说，大将在外，一
定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有
临场的处置权，只要实战需
要，正常的路可以不走，能打
的敌人可以不打，攻得下的城
池可以不攻，争得到的地盘可
以不争，甚至，君王的命令也
可搁在一边不予理会。这种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军事思想，
正是《孙子》的价值所在。

“军令”和“君命”，在读音上有
点相似，也许这正是一错再错
的原因吧。

“军令”岂能“不受”
●郝铭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