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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纪录

杭州亚运会举国关注、举世瞩目，既是
亚洲体育界的盛事，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良好契机。此次杭州亚运会宣传中，
中央媒体、浙江本地媒体、地方各级广电媒
体发挥主力军应有作用，突出文化传承主
题，着力赓续中华文脉，加强策划、精心编
排，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在主阵地主
战场最前沿推出了一大批小而美的视听内
容，化散为聚地形成了强大声势，彰显了中
华文化深厚底蕴，展现了中华美学独特魅
力，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多元素彰显底蕴

围绕亚运会开幕式“国风雅韵”这一凸
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篇章，各家主流
广电媒体进行了多轮次拆条推送，再现精彩
瞬间，并通过评论、侧记等多种形式，面向
网络用户深入解读其中的思想内涵。“水玉
琮击鼓迎宾”“玉鸟穿越千年”等主题短视
频，带领用户回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明；

“拱宸桥”主题短视频，链接起宋韵杭州和
现代杭州，具象呈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同时，主流广电媒体还策划推出一批创
意短视频，以亚运会比赛项目为创意基础，
融入武术、国画、篆刻等传统文化元素，展
示中华文化思想观念与人文精神。杭州亚运
会主题宣传短片《亚运In杭州》，将杭州西
泠印社篆刻汉字形象拟人化处理为马术、乒
乓球等项目的运动员，演绎简短灵动的竞技
故事，让古文字这一传统文化标识借助竞技
体育的活力轻盈触达青年用户。

主流广电媒体充分发挥视听内容媒介优
势和互联网传播优势，充分调用诗、画、
舞、景等创作元素，顺应用户观赏偏好，推
出一批展现中华美学独特魅力的精彩视频，
赢得用户“顶级审美”“中国式浪漫”等热
情赞扬。围绕开幕式“水墨入诗画”“烟雨
染江南”、闭幕式“荷桂共生辉”等唯美段
落，主流广电媒体进行了多角度、多轮次报
道，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视频号等平
台的榜单、热搜等重要平台推荐#开幕式现
场绝美瞬间##水墨入诗画每帧都是视觉盛
宴##闭幕式荷桂交替太美了#等话题，形
成了余音不绝的传播效果。

其中，浙江广电推出的《月圆人安好，
天涯共此时。你的十二花神之桂花，中秋与
您相会》等短视频，展示中秋夜外国记者体
验精美宋服变装、与中国运动员共吟“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唯美瞬间，展现中
外友人共度佳节的美好画面。此外，浙江广
电还推出了短视频《丹青游》，以西湖岸边
挑花郎与送花姑娘的古今穿越故事为线索，

“脑洞大开”地让《清明上河图》《蹴鞠图》
等宋代传世名画与亚运项目“梦幻联动”，
画作中的祥和繁华与亚运会的盛大场面相得
益彰，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亚运美学和谐交
融，全网播放量超2亿次。

全方位具象展现

主流广电媒体亚运会报道中，传统文化
主题内容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如浙江广电微
信视频号官方账号“Z 视介”发布的 83 条
杭州亚运会报道中，约有三成涉及传统文化
主题，点赞量可观。

亚运会报道的文化气韵，不仅体现在对
开闭幕式“文化大餐”的再加工、再传播上，还
体现在精心策划创意视频上，更体现在对亚
运会赛场内外大量细节的敏锐捕捉上。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欣赏传统点茶技艺时连连称
赞，武术比赛中运动员入场先行抱拳礼，亚运
村里运动员争相预约中医理疗……外事活
动、赛场竞技、场外生活，主流广电媒体均从
中精准定格了生动细节，具象展现了中华传
统文化，且因真实而更富感染力。

亚运会报道的文化气韵，贯穿赛会全周
期全过程，更注重结合秋分、中秋等节点应
时应景推出，寄予杭州亚运会丰收、团圆的
美好寓意。央视新闻短视频《当国风亚运遇
上西湖十景》在西湖中秋的湖光山色之中展
开亚运主题。中秋节的象征符号玉兔化身运
动员，移步换景的镜头让断桥残雪、苏堤春
晓、曲院风荷等西湖十景渐次出现，乒乓
球、艺术体操等体育项目轮番上演，让传统
文化、城市地标与亚运精神水乳交融。

（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
中心）

杭州亚运会报道：

视听产品小而美
中华文化韵味长
□崔一非

一部纪录片，纵览中华数千年文明
传承。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指
导，湖南卫视、芒果TV、伯璟文化出
品，人民日报视频客户端视界联合出品
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国》第三季
正在湖南卫视、芒果 TV 每周日热播。
本季节目追溯上古三代，从神话传说到
考古史料，从史前社会到夏商周广域王
朝，全片以礼制的孕育和发展为主线，
解码中华文明基因。

回溯中国人的“童年时代”

“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中国人
的故事，总爱以盘古的神话开篇，而

《中国》 第三季也将从这“一片混沌”
开始讲起。从盘古开天地到女娲造
人，到“三皇”的故事，到由天神、
地祇、物魅、人鬼所形成的神灵秩
序，再到人们附会在“五帝”身上的
政治理想，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里，
实际上蕴藏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华
民族代代传承的精神。

本季节目在用前三集讲述完蕴含中
国先民自然观与世界观的神话体系之
后，先用两集内容聚焦到国家形成之前
的史前社会，然后用四集内容讲述广域
王权时期的夏和商，最后两集则展现周
朝分封体系、礼乐文化的形成，继续以
脉络式思维，抽取历史的主干，文化基
因的内核。由此，全部内容结束之时，
正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的前夕，
正好接续上《中国》前两季——从春秋
到辛亥革命两千多年的历史流变的内
容，三季《中国》也组成了一部全景式
的中国通史。

为什么最初的“上古探源”反倒成
了收官之作？对此，《中国》 制作人、
总导演李东珅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季《中国》
遵循的是一个阶梯型的逻辑，而非简单
的时间逻辑。“我们三季节目的核心表
达，是‘中国为什么是今天的中国，中
国人为什么是今天的中国人’。毫无疑
问，对今日中国有着更大影响的是过去
的两千多年，即从西周到辛亥革命。那
么，又是什么影响着这过去的两千多年

呢？那就是西周前的历史，是中国人的
‘童年时代’的历史，上溯尧舜禹，时
跨夏商周。”

从“情景再现”到“情意再现”

你会如何描述神的形象？如何描摹
远古？针对“上古”“夏商周”这些特
殊的创作对象，影像呈现成为横亘在创
作之路上的第一只“拦路虎”。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再采用角色扮
演这种传统的展示手法。从客观上来
讲，扮演的难度非常大；从主观上来
讲，则是我个人的纪录片审美原则。我
很难想象去找一个人在纪录片中扮演存
在于每个中国人想象中的女娲、盘古，
或者一群人裹着兽皮扮演原始人，太容
易让观众出戏了。”李东珅表示，从10
年前的《河西走廊》开始，他和团队致
力于纪录片的情景再现，当时也是挺新
颖、挺好用的，后来用多了便逐渐意识
到不太对劲，拍得太像电视剧了，跳不
出影视创作的画面框架。由此，纪录片
的特质要如何体现？直到《中国》前两
季，团队找到了破局之法，把“情景再
现”转变为“情境再现”，不再着重在

“场景”上，而是在“意境”上。通过
对历史氛围和意境的构建，让观看者真
正地走进去。“到了第三季，‘情境再
现’的手法也无法还原‘意境’了。我
们决定采用更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情
意再现’，即对情绪和意蕴的再现，用
思考、认知所决定的综合设计让‘意’
实体化，让画面落地。”

由此，创作团队选用了一种全新的
影像呈现方式，在延续中国式审美的基
础上，实现了颠覆式的创新，那就是

“绘画+CG”。183位优秀的青年画家因
而相聚，共创近200天超3000个小时，
在大量可考的图文资料支撑下，放飞想
象。身披稻穗披风的巨大的神农，直耸
入天际的高山与巨木，隐藏着的各式自
然之神……他们尝试了中国画的所有门
类与当代技巧，描绘出那些存在于古老
传说中缥缈绮丽的人物与事件；再通过
CG 特效，让近千幅艺术画作动了起
来，给所有元素赋予灵动的表现力。每
一幕皆是原画，每一帧皆经历几十次的
打磨。

这样的创作方式既保留了绘画特有
的丰富层次、细腻笔触、纸张纹理和国画
气韵，也强化了动效视觉的生命力和表

现力。李东珅说：“我们不要做得像动画
片，也不是电影特效‘把假的做成真的’，
而是在我们的审美需要之下，‘把假的做
成假的’。在体现画作画面意蕴的同时，
产生一些运动。在我们的画面体系里，绘
画是打底，而运动是一次超越。”

三季全系列一脉相承

何以中国？要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
研究和阐释，就应当回溯到口口相传
的、只有神话与传说的时代，回溯到必
须用考古材料来说话的时代。为保证叙
事文本在信息及论断上的准确性，《中
国》第三季特邀请王子今、许宏、沙武
田、阮明套等一众历史学家及考古专家
作为学术顾问。节目组亦查阅大量的考
古资料与历史文献，力求以精准的文
字、当代的视角、中西的视野，梳理呈
现出中华人文精神的源头，中华文明的
源和本、根和魂。

在《中国》第三季中，有这样几句
解说词：“人，始终都是真正的主角”

“以造神的方式，中国人以独特的思维
架构起一套指引生存的解释体系”……
在李东珅看来，人创造了神话，人才是
中国文化中那个最重要的元素。因此，
节目中也尽量避开了对神的形象的刻
画，转而用意象来替代，比如用眼睛来
代表人们想象中的神。“在整个 《中
国》系列，人始终是最重要的。”

李东珅介绍，《中国》全系列的创
作思路都是“从大脉络看大逻辑，以大
写意绘大趋势”。文本层面，保持了同
样的思考逻辑，前两季以思想和制度为
主线，第一季讲述了中国原生思想的诞
生、国家制度的奠基、多民族与多文化
的融合，直至全面鼎盛之世的到来；第
二季更加关注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和文
化积淀；第三季以礼制的孕育和发展为
主线，从原始社会到农耕文明再到建立
国家，看影响中国数千年的礼乐文化如
何形成。画面层面，延续了大写意的美
学。从融汇戏剧舞台的假定性和象征性
手法到水墨、工笔、重彩、壁画等不同
的国画风格，《中国》的美学始终是鲜
明的、自成一系的。

《中国》第三季：开启上古探源之旅
□本报记者 杨雯

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出品，黑龙江
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制
作，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伊春市委宣传
部协作推出的全媒体阅读推广类节目

《一起读书吧》，打造沉浸阅读新模式，
吸引过亿人次关注，让全民阅读的理念
更加深入人心。

“ 《一起读书吧》 全方位、立体
式、多媒体联动，涵盖全天候新媒体直
播、短视频、海报、微信推文等多元形
式。”《一起读书吧》节目总导演王培培
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
从 4 月 23 日 （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 开
始到 7 月中旬，《一起读书吧》 共策
划、制作新媒产品近500个，320多个
新媒账号一体联动发布，掀起融媒阅读
新风尚，全网总触达量 1 亿+。其中，
短视频 210 个，单条点击量过千万 2
个，直播23场，主题海报50张，微信
推文226篇。

节目邀请全国著名作家、名校专家
学者以及拥有动人故事的爱书人，围绕
全网关注度高的热点读书话题，在青山
绿水间畅谈抒怀，引领观众沉浸式感受
读书魅力，让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森林+书屋
用新场景打开新模式

王培培介绍，《一起读书吧》将录
制搬出演播室，选择素有“中国林都”

“红松故乡”“天然氧吧”之美誉的黑龙
江伊春，小兴安岭贯穿其全境，拥有亚
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
始林群落。

节目采用全景沉浸式阅读访谈模
式，在小兴安岭的大森林，于青山绿水
间打造了一座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亲近
感的“森林书屋”，让嘉宾在云月互
映、鸟悦虫鸣间，与满眼葱茏的绿意促
膝长谈，与梦中的白桦林相拥对话。

“书屋+露天+活动体验”的全实景录
制，打造出“人在景中读，景因人更
美”的真情境，在沉浸式访谈中，嘉宾

真情实感地分享读书感悟，给屏幕内外
每一个有思想的心灵“输氧”，为观众
推荐大量优秀图书、名句名篇，让读书
成为最美生活方式。

话题+故事
用新热点激活新流量

《一起读书吧》依托网络大数据分
析，创新“话题+故事”双叙事结构，
结合热点事件、时间节点，搜罗全网热
议读书话题，并以那些纸页背后的动人
故事为线索，让受邀作家、学者和爱书
人在娓娓道来中带领观众走进更深层的
书中世界。

王培培介绍，《一起读书吧》热点
话题讨论贯穿始终：节目全程开通融媒
直播讨论，让每一个话题都从书中而
来，更能回到生活中去，引领观众重新
认识自己、认识生活，在书本中相遇全
新的自己。这里有乡愁的眷恋、信念的
坚定、勇气的力量，更有治愈一生的童

心与陪伴，让思绪在一场场话题讨论中
共鸣共燃，跨越屏端直抵心端，带读者
在全媒交互环境下沉浸品味至真、至
善、至美的人间真情。

仅预热期间，节目在极光新闻客户
端、奋斗者客户端、书香龙江微信公众
号、黑龙江卫视抖音/视频号就受众关
注的“盲童如何读书”“探秘古诗文中
的科学”“走进童谣里的地域文化”“如
何选择好书助力人生”等各领域读书话
题进行了 15 场直播，点击量达 1065
万。其中，“书香过节，他乡即故乡”
话题推出“书香过端午”30 小时不间
断主题直播，吸引了逾200万人次同时
在线观看，网友纷纷留言：“过了一个
不一样的端午节，过了一个文化端
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国龙
分享的《故乡，你还回得去吗？》单条
短视频点击量达1014.3万，引发全网关
于故乡话题的热议，形成了一场关于故
乡情的深度共鸣。

同时，节目深挖话题背后一个个触

动心灵的故事，让话题“活”起来、让
讨论可亲可感，引领受众“心”临其
境，感悟当下生活。在这里，大家能听
到一系列感人故事，如勤学苦练 22
年，全国唯一女口书画家如何在书中汲
取生命力量等。这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来
源于网络大数据的甄选，真正让大数据
解析助力全媒体传播。

融媒+品牌
用新互动激发新效能

王培培介绍，《一起读书吧》创新实
现“融媒+品牌”互动宣推，以融媒为方
式，以品牌为导向，通过多元融媒产品设
计实现融媒和品牌间的双向奔赴。

一方面，打造《一起读书吧》《名
篇里的黑龙江》 等全新品牌 IP，建立
极光新闻专区和东北网专区，每天进行
特别设计主题宣传，在微博、抖音和视
频号设立#一起读书吧#和#名篇里的
黑龙江#等话题。

另一方面，实现“新 IP”与“老
品牌”的强效互动，助力“黑土优品”
品牌升温。《一起读书吧》 在场景布
置、话题讨论、书目遴选方面凸显“龙
江特色”，揭秘黑龙江优质农产品背后
的文化故事，以阅读的新方式，探索

“黑土优品”宣传新样态。同时，“黑土
优品”品牌也实现了与《一起读书吧》
的双向互动。例如，依托“黑土优品”
中的“龙江好鹅”，《一起读书吧》请来
了黑龙江“养鹅诗人”崔淑芬大姐，她
一边牧鹅一边学习写作的故事感动了无
数网友。大家纷纷表示：“读书不仅仅
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一种享
受、一种生活态度”。

目前，《一起读书吧》已登陆黑龙
江卫视周日晚间黄金时段，并同步全网
上线播出。该节目在青山绿水间推荐好
书，分享书中感动篇章，带领每一个读
书爱好者在一篇篇书页中感受白山黑水
的真情，在一次次交流中尽享书香悠长
的画意。

全网总触达量超1亿，《一起读书吧》——

为阅读助力 给心灵“输氧”
□本报记者 张席贵

浙江广电推出的《丹青游》短视频创意
十足。 资料图片

在最新播出的第五集《双璧》里，节目梳理了中国“玉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湖南卫视 供图

节目引领观众沉浸式感受读书魅力。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