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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人物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家文物
局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
第一季《古滇记》《古蜀记》《玉石记》

《稻谷记》《云梦记》《河洛记》《寻夏
记》7个系列播出后反响热烈，电视观
众总触达8.36亿人次，相关微博话题阅
读量累计 24.34 亿人次，并获评中国
（广州） 国际纪录片节“2023年度中国
影响力十大纪录片”等殊荣。

同时，该片也获得了专家学者的广
泛关注与讨论，他们认为《寻古中国》
充分运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
果，以7个系列为坐标，揭示了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路径，以“思
想+艺术+技术”让文化遗产“活”起
来，加强了历史与大众的文化情感联
结，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助于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描绘巍巍神州之图景

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下来的理念，
已浸润于每个中国人心中。《寻古中
国》以“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
华文明故事”为主旨，通过对古籍、古
物、古迹的讲述，以一眼万年的古今

“穿越”，全景展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和起源、形成与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用
“及时、系统、全面”来概括这部纪录
片的特点，即反映考古成果较及时、
节目叙述较系统、表达内容较全面。

“纪录片拍摄的内容选择了刚刚获得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以重
要考古发现为基础，系统地阐述其来
龙去脉，尽可能全面地向观众展示其
内容，从而使观众能够了解这些考古
遗存的产生发展过程。”

虽然主题恢宏，但节目中每一个向
历史深处发出的叩问都可感可知，指向
实处。最早的青铜鼎是怎样做的？通过
考古发现、分析检测和复原实验，从铸
型制作、合金熔炼到合范浇铸，一直追
溯到炼制青铜的矿石来源，青铜容器制
作的每一个环节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寻
夏记》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
员方燕明认为，《寻夏记》全景展现考
古人探索夏文化筚路蓝缕百年历程，为
大众开启寻觅夏文化之旅；展示考古科
学家在探寻夏人踪迹、夏代都邑、经济
技术、精神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以
春秋笔法提纲挈领、精致叙事、宏大制
作，将夏文化研究成果科普大众，为宣
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国家起源研究成

果提供了有力支撑。
反映良渚这类重点遗址的各类节

目很多，几乎先前能想到的角度已经
涉及，要如何出新？《稻谷记》独辟蹊
径，从秋坞水坝现代灌溉的作用出
发，由近推远，有理有据，可谓别具
匠心。在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郑云飞看来，《稻谷记》
以翔实的考古资料、先进的传媒技术
再现了中国古代稻作的起源与发展的
历程以及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贡
献；展示了应用多学科手段探索稻作
起源的中国现代考古人的风貌；以生
动的民族学资料呈现出了中国丰富多
彩的稻作文化。

河洛，是黄河与洛水交汇形成的区
域，也是古人心中的“天地之中”。在
这片见证中华文明起源的土地上，究竟
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河洛记》从地
理区位、气候条件、农业、手工业、聚
落和城址、文化交流全方位、多角度解
读了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
作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馆长赵晓军评价道。

“ 《寻古中国》 以最近的考古材
料、最新的研究成果、朴实而生动的视
觉语言，描述了古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之
路，再现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在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所长陈星灿看来，虽然该片只是对古代
中国的某一个截面或某一个侧面的形象
描绘，但也足够让人浮想联翩，带领观

众进入遥远而又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
系的古代社会。

近观悠悠历史之留痕

《寻古中国》以年轻的语态、清新
的文风、创新的表达，结合大场景3D
扫描、自由视角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等新技术，创新设计视觉形象，让文物
以360度视角有沉浸感地予以展示。文
物上的马儿跑起来、鸟儿飞起来、火焰
升腾起来……观众得以近观悠悠历史之
留痕，感悟泱泱文明之魅力。

《寻夏记》采用考古成果与文献记
载、科技手段结合，重要遗址、遗迹、
遗物实景拍摄与增强现实、大场景3D
扫描、场景复原再现结合，证据呈现与
专家解读结合，生动、鲜活、具体地揭
示夏王朝的都城变迁、经济基础、青铜
礼制等辉煌气象，以及夏礼赓续、传承
的重大价值。“这样近乎全景式的精细
制作，使夏王朝历史的重要内涵和价值
显得丰富、真实、鲜活、可信，增强了
夏王朝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
说道。

《稻谷记》 用鲜明而独特的视角，
严谨而通俗的解说，特别是各种三维动
态图的捕捉与构建，描绘了稻作起源发
展的长期演变过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妍认为，
其创作兼具科学性与趣味性，按时间顺
序讲述了金黄的稻粒是如何在中华大地
乃至全世界生生不息的，带给我们无尽
的思考和想象。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博
物馆馆长商原驰看来，《玉石记》以玉
石文化为切入点，探寻中华文明源流，
策划精心、制作精细、呈现精彩。“系
统梳理了全国多个重要考古遗址及出土
的珍贵玉器，以实物资料辅以文献资
料，以先进技术再现历史原貌，以通
俗、轻松的语言展示、解读前沿研究成
果，史实不虚，叙事不拘。采用先进的
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3D技
术等高新技术手段，古今交融，虚实结
合，时空交错式的叙事脉络使历史遗
迹、珍贵文物在不同视角的丝滑转换中
瞬间鲜活起来，使观众有迹可循，有趣
可感，不知不觉中开启与历史的沉浸式
对话。”

感悟泱泱文明之魅力

以中华文明为题材的纪录片并不鲜

见，《寻古中国》却凭借视角独特的选
题，深入浅出的阐述，精雕细琢的画
面独树一帜。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副院长顾亚奇表示，该片鲜明的创新
点主要包括三方面：首先在于选题

“精到”，精挑细选了较为典型的文物
遗存；其次是主旨“高远”，全系列的
作品在段落叙事或者场景构建上虽各
具特色，但始终扣准“何以文明”“何
为中国”的核心理念，诠释了多元一
体的中华文明谱系；再次是形态“巧
妙”，新技术应用秉持“技”为“艺”
服务的原则，虚拟场景与内容有机融
合、浑然一体，主持人以创意拍摄方
式巧妙嵌入，观察者、感悟者、思考
者的角色设定，为节目的观点提炼、
思想表达创设情境，同步提升了观众
视听体验，整体性破除了传统纪录片
的线性叙事与话语模式。

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中国纪录
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所言，“讲述中
华文明故事，需要考古的新成果，传播
的新范式，更需要以情感体验建立与当
今社会的关联”。凭借着创新性的讲述
方式和严谨的科学考古、探索和论证，

《寻古中国》 拉近了大众与历史的距
离，在更多人心中刻下文明坐标，种下
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
气、底气，也在一脉相传、亘古不变的
文化情感联结中，将中华文明的火种引
向更广阔深远的未来。

对此，多位专家也表示认可，上海
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燕晓英表示，《寻古中国》不仅
拓宽了学术界和公众对话的渠道，同
时，还推动着考古成果与历史研究成果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观众注
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中国传媒大
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维钢进
一步表示，《寻古中国》“寻”的不仅是
古国的历史真相，还有考古工作的当下
价值和时代意义。考古学不仅还原出一
段历史原貌，更能解答中华文明从哪里
来的疑问，启迪大众对“我们是谁”

“我们从何而来”的思考。
“《寻古中国》依托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研究成果，以古迹、古籍、古物、
古人为线索，寻始源、塑共识、见精
神。7个系列如文明坐标，标记出各区
域的文明演进路径。”北京大学融媒体
中心音视频办主任吕帆认为，随着一个
个悬念的解答，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
的形成过程渐渐清晰。“寻”的终点，
也在观众一声“这就是中国”的感悟中
抵达。

《寻古中国》：向历史深处的殷殷叩问
□本报记者 杨雯

“乘客您好，欢迎您乘坐长春快速轨道交
通8号线客车，本次车由北环城路开往广通
路。”每天，在长春快速轨道交通8号线上，出
行的乘客总会听到这个亲切的声音，负责报
站配音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琛。

凭着对声音的热爱，王琛在语言艺术这
个领域多面开花，在他看来，能够为自己的
梦想而努力，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

从兴趣到专业

“一个人年少时期的兴趣爱好，对未来
职业生涯的影响很大，我就是凭借着年少时
的兴趣，选择了我的人生努力方向。”王琛
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介绍，他在
读高中的时候，就在学校的各种文艺活动中
崭露头角，经常担任主持人或朗诵员。

在一次活动中，当王琛朗诵表演结束
后，师生掌声如雷，大家纷纷鼓励他报考专
业类的院校进行深造。师生的鼓励与认可，
在王琛的心中埋下了一粒小小的种子，那一
刻，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从事语言
艺术工作，并开始努力向着自己的梦想一路
奔赴。

“有了梦想就有了动力和希望，高中的
日子里，我一边学习文化课，一边在长春电
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学习语言和表演
方面的专业课知识，并参加一些译制片的配
音工作。”王琛告诉记者，人生的曼妙在于
不可知的机遇，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人生中
的恩师胡连华老师，在胡老师的培养下，王
琛的专业素养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在长影译制片厂前辈的指导下，王琛考
取了吉林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从
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边在长影从事
配音工作，一边在大学深造，通过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他在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大学毕业后，王琛回到长影继续做配音
员，同时兼任吉林大学播音专业的客座教
师，后来又先后担任了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光华学院、吉林动画学院等高校的播音主持
课、影视配音课教师。如今，他有很多学生
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学院、吉林
艺术学院等学府，还有很多学生现在已经是
各大电台和电视台的骨干播音员、主持人，
看着他们从懵懂青涩到事业有成，这让王琛
感到十分自豪。

2010 年，王琛考入吉林广播电视台，
成为一名主持人。其间，他为广播剧 《谍
战》宣传片录音，荣获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
总局金鹿奖一等奖，其他作品也在十几年间
荣获了30多个奖项，并荣获吉林广播电视
台“十佳播音员”的称号。

多领域全面开花

因为工作的关系，王琛会经常参加各种
公益演出，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盲人协
会在长春举办“盲人听电影”培训时，为了
让盲人朋友能够用耳朵来“听”电影，他请
教了各方面的专家和教师，又结合自身的经
验，从语言表达的感染力、技巧性等多方面
入手，给盲人朋友带来了精彩的讲解，为公
益活动贡献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课后，很多盲人朋友对王琛说，尽管他
们的眼睛看不到，但是通过聆听他的演讲，
感觉眼前打开了一扇门，让他们带着感恩之
心和拼搏之力去努力前行。

在采访的过程中，王琛向记者展示了自
己几十部影片的配音作品，例如在《达芬奇
大冒险拯救蒙娜丽莎》中，他为男主角洛伦
佐配音；在《雷霆沙赞》中，他为男一号比
利配音；在《夏目友人账》中，他为男一号
夏目配音；在《阿丽塔：战斗天使》中，他
为男一号雨果配音；在《马达加斯加》中，
他为朱丽安国王配音……他的声音醇厚、质
朴，深受广大影迷的喜爱。

“辛勤付出总会有累累硕果，前辈在配
音时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时刻鞭策着
我。”王琛对记者说，记得有一年冬天，很
多配音员感冒了，而一部影片的档期要求非
常着急，所以配音员边打吊瓶边配音，晚上
甚至还要睡在录音棚里。“平日录音时，遇
到有些角色人物性格不好拿捏、戏剧冲突不
好体现、语言的情感脉络需要夸张表达时，
前辈总是孜孜不倦地对我进行指导，他们的
一言一行让我体会到了‘踏踏实实做人，勤
勤恳恳做事’的意义。”

王琛目前担任吉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
负责 20：00—22：00 《青草音乐不老歌谣》

《那些年的歌》的播出工作，这是两档艺术
性很强的节目，主要内容是讲述每一首歌曲
背后的创作故事。王琛表示，主持这两档节
目，有利于提升他的艺术造诣，对他来说更
是一项新的挑战，现在节目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也在业内被不断熟知。

“语言艺术几乎成为我人生的全部，我
一直秉持着初心去从事艺术创作工作，而这
一切也都是因为内心最深处的那份追求、梦
想和情怀。”王琛说，他将会沿着梦想的轨
道，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将更多的好声
音传播给更多的人。

吉林广电主持人王琛：

怀揣希望与梦想
传播更多好声音
□本报记者 张席贵

浙江乡村究竟有多美？是局部美还
是全域美？是自然生态美还是农民生活
美、农村发展美？相比于传统文字极尽
努力的描述，以及图片的静态呈现，镜
头语言能胜万语千言，具有不可替代的
天然优势。随着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浙江广
播电视集团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千万工
程》在浙江卫视播出，一系列答案也一
一呈现。

该片聚焦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
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以下简
称“千万工程”），通过 《又见江南》

《万物生长》《心安吾乡》三集，全景展
现 20 年来“千万工程”扎实推进，历
史性重塑乡村生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引领乡村精彩蝶变的非凡历程，彰
显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农民情结和真挚
为民情怀，以非凡魄力开辟新路的远见
卓识和战略眼光。

展现乡村新貌

万千乡村，万千气象。《千万工
程》用唯美的镜头、人文的视角充分展
现浙江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画
卷，直观呈现“千万工程”带来的山乡
巨变。跟随镜头，观众能俯瞰浙江乡村
生态环境与整体面貌之美，感受当地乡
村生态宜居、人居和谐的美好图景。

第一集 《又见江南》 讲述了“千
万工程”回应当时浙江农民群众的迫
切需求，历史性重塑乡村生态；第二
集 《万物生长》 回顾了“千万工程”
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打下扎实基础，为实现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提供实践路径；第三集 《心安
吾乡》 则重在表现“千万工程”让乡

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逐渐回归中国人身有所栖、心有所
依的精神家园，开始成为人们“此心安
处是吾乡”的理想去处。

湖州鲁家村、宁波滕头村、金华新
光村、嘉兴青莲寺村……从浙北翠竹茂
林、山青水净，到浙中田园小城、宜业
宜居，再到浙东古镇悠悠、文化绵延，
创作团队调研拍摄浙江省 11 个地市近
100个乡村，以大量乡村故事润物无声
地呈现深刻变化：美丽乡村从“盆景”
到“风景”，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
美好生活，串点成线、连线成面，让绿
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的色彩。

阐释变革道理

从一个村到一个省，从一个“小切
口”到形成“大变革”。透过《千万工
程》，观众更能理解为什么“千万工
程”被浙江农民群众誉为“继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
的最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被专家学者誉为“在浙江经济变革、社
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让列车换道变轨的
那个扳手，转动了乡村振兴的车轮”。

在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青莲寺村村
民陆建明转行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在抓
紧赚钱与承受污染之间，农民个人选择
并不轻松。因此，在省域范围全面推进

“千万工程”，其过程自然也并非坦途。
在杭州市余杭区小古城村村民“降低围
墙、拆除心墙”的曲折故事里，我们看
到了建墙容易拆墙难，推动老百姓观念
发生转变，背后是党员干部在发挥关键
作用。在溪口村村民姜鹏将家乡 40 万
亩竹海，通过开发竹产品“把我们美丽
的乡村变成了美丽的经济”的故事里，
我们看到村民在“靠山吃山、因地制
宜”的启发下，真正实现了“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小故事折射大道理，《千万工程》
以小切口故事串起，让观众深刻懂得

“千万工程”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并不
容易，也更能理解为什么这是一项前瞻
性、突破性、基础性工程。其以“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以农
村人居环境建设为启动点、破题口，探
索出一条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路
径，更让“两山”理念在发展实践中深
入人心。

传播普适经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值得一提的
是，《千万工程》 并没有局限于浙江，
而是通过结对帮扶、百村联盟、联合国
获奖等事例折射“千万工程”经验共享、
辐射全国、影响世界，强调这一省域工程
具有普适性的意义。片中，湖北省科学
技术协会前来东吴镇学习“大学小镇”乡
村振兴模式，宁波湾底村党委书记蔡国
成和村委班子同四川凉山舍垮村党总支
书记李比玛扎石视频通话分享发展经
验，湾底村村民和千里之外的舍垮村开
启了一场“共富”的双向奔赴……可以看
到，全国上下掀起了学“千万工程”、干

“千万工程”的热潮。
此外，片中还多次引入美国、英

国、埃塞俄比亚、喀麦隆、尼日利亚、
赞比亚、德国、波兰等国学者、驻华大
使、政府官员、艺术家的视角，展现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他们用
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中国乡村的变化，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凸显了“千万工
程”的好经验、好做法所具有的全球性
意义。

《千万工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
顾过去、展望未来，现代化强国离不开
现代化农业，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乡
村，行业也期待更多纪录片聚焦乡村振
兴伟大实践，把新时代中国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
故事传播出去。

《千万工程》：在“浙”里看见和美乡村
□陈周行

非常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