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打开一本好书，都是一次与其他
生命的神奇相遇。6月15日起，《我在
岛屿读书》第二季每周四与观众相约江
苏卫视，余华、苏童、程永新、叶子等
文坛老友新朋一同以文学沟通心灵。

与第一季节目相比，《我在岛屿读
书》 第二季将录制场地搬到了广东珠
海东澳岛，在嘉宾阵容的邀约、叙事
主线的设置上也做了诸多升级。但不
变的是节目的内核，为观众打开一扇
了解文坛大家的窗口，让全民阅读深
入人心。

增加年轻作家比例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的嘉宾阵
容可谓是“神仙打架”，既有余华、苏
童、程永新、叶子四位嘉宾常驻，也邀
请到了莫言、阿来、王尧、陈继明、须
一瓜、祝勇、马伯庸、孙频、紫金陈等
轮流加盟，大家学者、中坚力量齐聚
一堂。从这一长串名单来看，新一季节
目嘉宾类型更加多元，有传统文学出版
作家，也有网络作家；年龄层次更加丰
富，从“50后”到“90后”不一而足。

因此，在新一季节目中，文坛大家
与新生代、中生代作家间的碰撞将成为
一大看点。“这些前辈作家们对于年轻
人的发展，对于他们从事的工作，其实
是很关注的。他们很了解这些年轻人的
作品，熟悉他们的名字。他们一直在关
注文坛的最新发展。”节目制片人颜小
可表示。

对于嘉宾邀约，颜小可坦言比上一
季节目“轻松”不少。“通过第一季节
目，作家们与我们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信
任基础，所以像余华、苏童老师很愿意
继续参与其中。至于年轻作家，他们也
常常说自己是来‘追星’的，抱着学习
和交流的心态来的。”

不过，莫言的加盟还是费了一番周
折。颜小可透露，起初因为行程和档期
等方面的原因，莫言加盟一事迟迟没有
敲定。直到节目开机录制，莫言才表示
自己确定可以参加。“当时余华老师去
接莫言老师，站在岛上一棵茂密的大树

下，那个场景和《等待戈多》中的一幕
非常相像。所以后来余华也跟莫言说，

‘我们等待你就好像在等待戈多’。”

漫谈“阅读的意义”

在主题内容设置上，《我在岛屿读
书》第二季做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升级。
节目主要围绕“阅读的意义是什么”展
开漫谈，着重呈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某
一种情感与文学的关联。比如，阅读帮
你发现美好、阅读带你品味人间烟火、
阅读让你跟上时代……凡此种种，通过
文坛大家们的对谈交流，让“阅读的意
义”愈发明朗清晰，让观众从中获得精
神疗愈。

例如，第一期节目的主题，是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成为流行风尚的“枕边
书”。说到“枕边书”，每个人心中可能
都会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最佳读物，文坛
大家们也不例外。苏童的“枕边书”是

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随笔，“它没有大起
大落的情感，会让你带着一种很香甜、
很愉悦的感觉入睡”；程永新的“枕边
书”是马赛尔·普鲁斯特创作的长篇小
说《追忆似水年华》，“每一段都可以朗
读，很多片段会勾起你小时候的回忆，
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余华推荐他的学
生人手一本的“必读书”，是苏童的

《夜间故事》。在余华看来，苏童创作的
以《西瓜船》《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
了》《吹手向西》为代表的近两百部短
篇小说每一部都是经典，“他的小说展
现了一个很宽广的世界。他非常擅长写
日常生活，而且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一
些最重要的因素，然后把它展现出来”。

虽然是漫谈，但是在主题的呈现

上，节目还是做到形散而神不散。此前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官宣莫言加盟
之后，网络上关于他和余华之间斗嘴互
怼、极限拉扯的片段，再度被网友翻
出，大家纷纷期待在节目中也能看到
两位文坛大家的高能爆梗。对此，节
目组回应称，不会为了获得所谓“前
方高能”的效果去刻意拼接他们的语
言，而是会更专注于去呈现他们关于
阅读、文学、写作、生活方面的一些
见解。“他们在节目中的相处模式就是
他们在生活中的相处模式，只要他们
在一起，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很有意思
的东西，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颜小
可说道。

深耕叙事新范式

近年来，文化类节目火爆荧屏，涌
现了不少口碑佳作。但 《我在岛屿读
书》的火爆“出圈”，在某种程度上也
反映出文化类节目在内容题材、叙事模
式上的全新变化趋势。

这种趋势一方面体现在文化类节目
的垂直细分上。过往，业内普遍存在一
个误区，认为过于细分会导致观众受
限，但《我在岛屿读书》第一季的成功
充分证明，击中那些真正喜欢这类事物
的人，形成“破圈”传播之后，也一定
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关注人群。另一方
面，文化类节目不能浅尝辄止。随着观
众审美能力的提升，走马观花式的铺陈
已经很难满足人们的需求，只有保持相
对高的专业门槛，才能保留文化类节目
的核心魅力。

“这就要求我们的节目组不能仅仅
把嘉宾做一个简单的排列组合，而应该
对内容的质量，以及所要表达的文化主
题有一个精细化的要求。”颜小可表
示，为此，在叙事风格上，《我在岛屿
读书》用生活流的讲述，给予文坛大家
极大的留白空间，真实呈现了他们的相
处日常，让节目在专业属性之外，呈现
出有趣、生动的氛围。正所谓，“让熟
悉又陌生的人，做真实又有趣的事。”
颜小可总结道。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从“清流”变潮流
□本报记者 杨雯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主要围绕“阅
读的意义是什么”展开漫谈。

江苏卫视 供图

■2023年6月21日 ■星期三 ■责编：杨雯 ■版式：桂政俊 ■责校：姚亚莉
电视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对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报道，不仅为广大观
众报道了评选结果，而且深度挖掘呈现
优秀电影作品背后的故事、电影行业的
现状及发展趋势。如今，日渐丰富的报
道手段和报道角度也进一步提升了电影
节的社会影响力。

借助传播技术
扩大“在场”范围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有
“在场”和“非在场”之分。所谓“在
场”，就是有一部分人亲临现场，感受
荣誉时刻的仪式感。这份仪式感源于颁
奖的整个过程，比如现场的舞美置景、
音乐烘托等。2004 年以前，观众一般
只能通过文字报道和图片来了解中国金
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场面。2004 年以
后，伴随着电视媒体的介入，仪式的

“非在场”表现借助电视媒介对外传
达，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对中国
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进行了直播。
作为国家主流媒体，央视拥有广泛的受
众、专业化和系统化的传播渠道，这不
仅扩大了电影奖项的传播范围，同时也
提升了电影节的影响力。

在网络新媒体兴起之前，电视媒体
是最为广泛的传播媒介，为颁奖典礼提
供了最佳的传播途径。而随着新媒体时
代的到来、5G 等传播技术的广泛应
用，人们可以借助手机等移动设备随时
随地观看颁奖现场，新媒体技术为颁奖
活动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互动性，将颁
奖典礼转化为影像艺术，通过屏幕将仪
式感传递给观众，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
受这场盛大的视觉盛宴。随后，颁奖典
礼逐年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形态，为观
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可以说，在
新媒体时代，电影颁奖盛典得以更为广
泛地传播。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中国电影金
鸡奖颁奖典礼自2019年起将连续10年
在福建厦门举办，在金鸡奖的新闻宣传
报道中，总台联合厦门广电，运用全媒
体矩阵，联合明星和专家阵容，以全景
式、沉浸式5G直播的方式呈现。总台
记者对红毯嘉宾进行采访，导演与演员
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着他们对于电
影创作的理解，展示作品背后的故事，

为观众提供了更多了解作品的机会。在
新媒体时代，云集名家新秀的典礼已经
成为一种影像艺术形式，为人们带来前
所未有的视觉享受。

2020 年金鸡奖期间，总台新闻中
心和新闻新媒体中心与厦门广电先后发
起6场新媒体直播，同步在央视新闻客
户端、微博、抖音、快手、头条等全平
台播出。其中，精心策划的 《第 33 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直播——云游厦
门 影赏鹭岛》，5 路记者在厦门不同
地点设置直播点位，带着网友云游厦
门，多角度了解厦门的历史脉络、时尚
生活、文化艺术等，不仅展现了厦门经
济特区 40 年来的变化发展，也为金鸡
奖落地厦门增添了生动注脚。截至直播
当天下午，各平台总观看量达 522.3
万。紧接着第二天，在金鸡奖提名表彰
仪式现场推出《金鸡奖提名明星齐聚一
堂 看你期待的 TA 品茗说电影》 直
播，创新地结合福建人爱品茶的习惯，
在直播访谈间里搭建茶台，请到场电影
人从各自获得提名的电影作品特性出
发，现场挑选一款茶冲泡品尝，以此放
松评奖竞争的紧张心态，畅谈获得提名
影片的特色，以及拍摄时的幕后花絮
等，生动有趣，各平台总观看量达
319.80万。

创新报道角度
增强新闻吸引力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最重要的内
容，就是把电影佳作介绍给观众，把优
秀的电影人送上最耀眼的舞台。早前，
央视对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报道主要
集中在大屏新闻的播出，通过在综合频
道《新闻联播》《晚间新闻》，新闻频道

《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共同关
注》，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今日
环球》等多个栏目的报道，展示电影节
对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的影响。之后，
总台不断创新报道角度，在小屏新媒体
平台上持续发力，以多场直播和随时刷
新的图文并茂方式呈现更加丰富立体多
元的电影节内容。

2021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第
34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举办期间，总台
新闻中心在做好大屏新闻报道的同时，
在新媒体端先后围绕金鸡奖开幕式、提

名奖颁奖仪式、明星红毯现场和金鸡
奖颁奖典礼进行了 3 场网络直播，邀
请到刘烨、朱媛媛等电影人参与，直
播总时长达 8 小时，各平台总观看量
达767.8万。

当 2022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
第 35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在福建厦门登
场时，1992 年始办的中国金鸡百花电
影节已走过 30 年不平凡历程，这一届
上多种类型、多种风格的电影角逐 20
个奖项，哪些影片最值得期待？影片背
后又有哪些感人故事？从开幕式到闭幕
式再到颁奖典礼，总台新闻中心给予了
全方位关注，包括对备受瞩目的电影人
进行深度采访、报道重要活动和电影作
品、直播红毯并进行观众联动等。其
中，11 月 11 日晚，央视新闻在客户
端、微博等平台，推出了“畅聊‘金鸡
百花’盛典 听提名作品背后的故事”
直播节目，各平台总观看量达 336.3
万。出镜记者在提名者表彰仪式现场，
分别以“金鸡啼晓 电影人用心用情绘
就银幕画卷”“扎根现实生活 塑造鲜
活人物”“青年新力量 推动中国电影
新探索”“光影描绘新时代 技术开创
新局面”“迈向电影强国 创造时代精
品”等为主题，邀请获得提名表彰的朱
一龙、齐溪、朱亚文等广为观众所熟知
的演员来到镜头前，一起畅聊电影创作
故事。

同时，邀请获得提名的 《爱情神
话》《人生大事》《再见土拨鼠》等主创
人员邵艺辉、刘江江、杨程成等参与直
播，让这些青年电影人的面孔被更多热
爱电影的观众所了解。直播中还增加
了有网感的趣味短视频，吸引年轻人
的关注，扩大传播声量。该届金鸡奖
新闻报道在大屏呈现上也出现突破，
重点报道了电影节打造的特色品牌活
动“金鸡百花星光海岸”、首创的金鸡
奖·鼓浪屿论坛、首次举办的数字影视
产业高峰论坛。并且，随着电影工作
者深入厦门马塘村走访，“厦门影视产
业基地”“马塘精神”等画面在央视新
闻中播出，生动展现了厦门在影视产
业、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发展成效。相
关新闻登上 CCTV 的 5 个频道 10 余个
电视新闻栏目，共计播发 43 条次，总
数较2021年的28条次有较大提升，特
别是在 《新闻联播》 播发了电影节开

幕和金鸡奖颁奖两条快讯，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传播效果。

提升选题立意
传递和引领时代价值

2022 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穿到筹办
工作及各项活动的全过程，在活动策
划、内容编排、宣传推广等各方面聚焦
主题、把准主线。而 2023 年中国金鸡
百花电影节暨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
将于 11 月上旬在厦门举办。总台记者
在报道中注意到厦门以举办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为契机，以节促产、以节促
城，出台了《进一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补充规定》《关于进一步促进影视产业
发展的若干规定》等多项扶持政策，实
施5年来，文化影视产业法人单位数年
均增速10.2%，从17925家增长到25945
家；营收年均增速17.8%，从1040亿元
增长到 2017.9 亿元，增加值占全市
GDP的比重超过5%，已经成为厦门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形成了影视、
网络视听等产业门类的聚集区。这也为
记者未来有关金鸡奖的新闻报道打开了
新的思路。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演进历程彰
显了其在先进性、人民性、时代性和标
志性方面的卓越表现，代表着广大民众
对于文学艺术的信仰、实践和追求。寻
找那些能够传承中国卓越文化、展现中
国美学精神和审美价值的杰出电影作品
和电影人，是扩大中国电影流量、实现
声望积累的重要推动力。如何让更多年
轻观众了解“金鸡奖”“百花奖”的历
史渊源；如何以更大力度、更多创意去
做好新媒体平台的传播，让更多观众有
亲临现场的体验，共享电影盛宴；如何
积极探索新技术应用，开拓 AR、VR
体验等新方式，吸引年轻观众更深入参
与电影节，作为电视工作者还有很多需
要努力的地方，需要打开新的思路、带
来新的提升，让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
发出更响亮的声音，以提高其国际传播
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
象的亲和力、中国话语的说服力以及国
际舆论的引导力。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
心记者）

总台报道助推金鸡百花电影节上新阶
□裴斐

谈及保护，在帮扶，更在焕活；薪火相
承，在其形，更在其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推出的大型文艺季播节目 《非遗里的中
国》，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非遗之风采，
彰显中华文化之底蕴。节目组走进浙江、福
建、江苏、云南、山西、四川，在与当地
人、非遗技艺近距离接触中，带领观众“真
听、真看、真感受”，展现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独特魅力。

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非遗
里的中国》向内擦亮国人的时代记忆，彰显
中国智慧的向心力；向外展现中国文明之
美，繁荣世界文明的大花园。

科技助力
打造趣味非遗新形式

广电行业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连，变动之
下顺势而为是赢得市场的关键。《非遗里的
中国》以新视角和新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活灵活现，为观众带来新鲜且震撼的观影
体验。在科技和视角的创新之下，节目既还
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刻内涵，又增添了
观看的趣味性。

多角色参与式内容布局，串联起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整体画卷。《非遗里的中国》一
集解读一个省几十项代表性非遗，90 分钟
的内容包含几十个人、事物以及其背后的故
事。将如此庞杂的内容呈现得较为顺畅，关
键是内容设计上的串联感。《非遗里的中
国》 以主持人和嘉宾体验非遗传承地为主
线，走进非遗现场，将众多技艺以街区展演
的形式一镜到底，由点到面地连接起属于这
个省市的整体非遗故事，较具层次感和丰富
性。节目以嘉宾之口传递出对非遗项目的困
惑，设置疑问之后交由传承人解谜，同时引
出传承人及其背后的故事。在这种“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连接中，与非遗有关的人
物和事件得以层层推进式呈现。

多元素聚合式技艺呈现，描绘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前世今生”。《非遗里的中国》
结合诸多新鲜元素，例如 VR （虚拟现实）
技术将非遗技艺还原放大；再如中国歌舞团
的舞蹈表演，通过具有交互感的跨维展演赋
予非遗技艺以活力。节目在技艺小片、插播
秀演、现场表演、嘉宾讲解与感受的共同作
用下，形成了对非遗技艺的全方位展现。莆
田木雕秀演《雕·栩》、苏绣秀演《绣江南》
等创新性表演，在人与物的动态交互中，讲
述非遗技艺背后的故事，强化了观众的沉浸
式体验。

融合新生
呈现中华文明大智慧

传统文化与时代发展同频，在传承之下
焕发新的生机。《非遗里的中国》让观众看
见非遗的由来，更看见其未来：非遗技艺通
过创新融合，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迸发出
强大的精神文明力量。江苏盐城建湖县九龙
口的淮剧小镇，将非遗与旅游结合起来；福
建莆仙戏以故事化情节吸引观众，通过老中
青三代共同诠释戏曲的底蕴……这种生活和
艺术的结合，使得非遗更贴近大众日常生
活。在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获益下，非遗得以
传承和发展。“非遗+旅游”模式在诸多地
区都有所尝试，打造非遗街道，形成非遗展
演矩阵，辅之文旅活动吸引大众参与其中，
为非遗创造被看见、广传播的机会。

微观技艺与宏观世界结合，在大小之间
得见中国智慧。《非遗里的中国》讲述了如
何保护和传承非遗技艺，也讲述了非遗技艺
里的中国智慧如何推动社会发展，惊艳世界
文明。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传承了 22
代，这一技术也应用在了“雪龙2号”的制
作中，是“雪龙2号”能在南北两极稳定航
行的重要技术之一。莆田木雕以树木为原材
料，雕刻出世间百态。木雕作品《清明上河
图》 于 2013 年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世
界最长木雕。这些非遗技艺的创新与突破，
向世界彰显着中国智慧的历久恒新。

将非遗保护落到实处，将非遗传承置身
日常。《非遗里的中国》呈现出的是丰富立
体且生机蓬勃的非遗画卷，连接着中华文明
的来路与前路，衣食住行样样兼具，身处其
中的人们传承创新、不断突破，让观者在看
见技艺传承的同时，更看见时代记忆。

《非遗里的中国》：

非遗新说 永续传承
□付莎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