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海报。
▶郦波（左）、席瑞组成的黄金学者组合。

山东卫视文化节目品牌 《国学小名
士》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播出
以来，收获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和行业的认
可。本季节目以“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的竞赛大主题，分为8期循环攻擂赛和2
期冠军争夺赛，聚焦了中华诗词界极具
代表性的 8 位著名诗人：李白、苏轼、
李清照、辛弃疾、陶渊明、白居易、高
适、杜甫等，同时辅之以“深入浅出”
的诗词竞答和“逸趣横生”的知识解
读，引领观众愉悦地走进诗词和诗人的
双重魅力磁场之中。

从 《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的成功
可以看到，一档文化 IP 节目之所以能够
长青且焕发新生机，一方面，在于创作
团队的专业精神以及对内容精益求精的
要求，把一档文化节目做成具象的文化
图腾，进而形成一条长青节目可持续创新
的良性循环之路。另一方面，对于中华诗
词文化的持续深挖和垂直精进，努力做到

“大主题”与“小切口”的双重联动，让
文化命题与节目创新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奔
赴助益。

打造赛会制文化综艺新形态

在第七季节目正式播出之前，很多观
众有两点担忧：其一，一档节目做到第七
季，如何才能输出更为有效的创新成果，
且同时满足行业认可和观众诉求；其二，
既然作为一档赛会制的节目定位，节目最
大难点还在于如何找到赛制与内容之间的
契合点，形成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状态。

但让人欣喜的是，《中华家庭诗词擂
台赛》实现了长跑创新，通过扩容卓有成
效的特色化路径，让自身节目始终保持着
一种“妥帖得宜”的创新质感。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节目精心留存
了以往多季积累的成功经验和纯熟设置，
从而保证了内容上的基本盘。其中涵盖了
由郦波、席瑞组成的黄金学者组合，深入
浅出地拓展出更多与诗词相关的内容，特
别是聚焦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同
时还融入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流行梗、社交
热点等，不仅改变了大众对于文化内容曲
高和寡的刻板印象，还吸引了一大批年轻
观众的喜爱互动。

诸如首期节目中，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郦波谈及“李白与青春”之间的关
联时表示，“李白身上有一个关键词叫作
青春，在命运面前总是能够反客为主，酒
入豪肠，三分化剑气，七分酿月光，绣口
一吐，又是青春盛唐。所以我们对李白的
热爱，也是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而这
无不引发观众们的集体共鸣，以及对未来
生活的无限遐想和积极追求。

同时，节目延续以家庭为单位的选手
参赛机制，巧妙展现出当代中国式家庭
关系的结构与变迁，以及中国优秀诗词
文化在目前家庭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颇具代表性。另外，浩瀚广阔的诗
词内容，可以说是季季精进，堪称行走
中的中华诗词库。更重要的是，主动保
留和升级了“心有灵犀”“诗令飞花”等
经典诗词游戏环节，让节目展现出更多
互动感和趣味性。

另一方面，本季最明显的创新升级点
在于——精确找到平衡锚点，打磨出赛会
制文化综艺的另一种簇新表达。

第一，叠加与升级家庭组队与阵营联
盟的“双保险”策略。来自全国40组诗
词家庭，组成“鹤冲天”“破阵子”“夺锦
标”“折桂令”4 个阵营，搭建以家庭为
单位的“名士雅集”文化场，构建了既有
内部竞赛机制，又有结盟助力属性的嘉宾
架构，让节目实现了最直观的鲜明变化。
第二，硬核升级“40 晋 4 千帆竞发突围
赛”“4 晋 1 四海争锋排位赛”“1V1 潮头
登高争擂赛”三大环节，让赛制持续高
能、节奏紧凑，不仅激发选手全程保持高
昂的参赛状态，同时也有益于观众追看节
目时自然代入一种紧迫追随感。第三，化
繁为简，实现诗词竞技“攻守擂台”的主
目标。本季节目展开8期循环攻擂赛，每
期节目以上一期的擂主作为本场挑战目
标，攻擂目标更清晰，更能够凸显和呼应

“诗词擂台”的这一创新起始点。
节目采取了一种“有效式创新”方

法，并不是推翻重建，而是保持一种熟悉
又陌生的微妙状态，通过新旧节目元素的
二次排序组合赋予其不同新意，不仅让观
众可以从中发现全新的内容点，甚至接收
到令人惊喜的真意，当然也让节目创新路
径以一种动态化展现。

让文化自信与传承具象化呈现

七季以来，《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在自身迭代中持续创新，让传统文化与社
会生活、媒介传播、社会热点进行巧妙结
合，让更多年轻人去发现传统文化之美，
进而热衷喜爱与主动传播优秀文化作品。

一方面，在选题上持续优化升级，让
年轻观众与中华诗词巨擘跨时空对话，深
度领略中华诗词的恒久魅力，并从古人千
年的智慧中形成自我新的社会观照，找寻
生命意义和未来方向。诸如首期节目便登
上热搜的来自江苏连云港的7岁小朋友张
可儿，对自身偶像屈原的作品 《橘颂》，
可谓是烂熟于心，而这源于她感动屈原以
橘树自比的热烈爱国之情，也开启了她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大门。

另一方面，《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一直默默地将诗词、历史、家风三者紧密
连接，并形成一种丰富立体的精神传达。
具体来说，通过对喜爱诗词的家庭成员选
手们邀约参加，同时对中华优秀诗词文
化、历史人物进行挖掘式阐释，进而展示
出传统文化的精粹能量和自信魅力，当然

也是对中国故事、中国气派的礼敬与尊
崇，默默地传递出与当代中国人精神相通
的思想价值体系。

节目中众多德才兼备的诗词小达人，
不仅精通诗词文化、历史典故，还展现出
良好家风熏陶教育下的优秀品质。诸如来
自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沙雨宸
与姥爷侯占山，祖孙三代不仅都喜爱中国
传统文化，还擅长科技研发，一家人手握几
十项发明证书。另外，来自山东省寿光实
验中学的父女王庆吉、王艺晓，父亲不仅是
女儿的小学老师，同时也是其古诗词的引
路人，见证了女儿不断蜕变成长的全过程。

由此来看，《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的持续创新成功，或许就源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一次前进，它无疑是普
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功典范，同时也
是文化自信的最生动诠释。

精品文化IP持续释放高价值

评判一档节目的价值所在时，除了内
容层面的创新价值之外，其社会价值、市
场价值、行业价值等不同维度，也显得重
要且必须。

对于家庭社交与电视场景塑造而言，
更具互动感、适合全家人收看的《中华家
庭诗词擂台赛》，凭借其内容优势和创新
落点，潜移默化地吸引着一批受众开始回
归“家庭社交”的电视场景之中。当然，
这档节目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增
加当下人们之间的亲密度和陪伴感，特别
是家庭关系，让家人间相处的时间被拉
长，使得家庭成员之间不再是各自对着手
机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而是回归真正
的家庭温暖。

对于肩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主流
媒体而言，其文化品牌建设，不仅具有商
业附加值，还自带价值认同力。诚如《中
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在本季节目中巧妙地
引入山东文旅相关内容，诸如让观众了
解到文化底蕴深厚的济宁，那里曾留下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剑圣裴旻等人珍
贵的人生印记，令人神往。而与之相关
的当地名胜古迹如青莲阁和太白楼，通
过节目的口碑发酵，也吸引不少观众纷
纷线下打卡。因此，让文化 IP 助力当地
文旅发展，无疑释放出广电在 IP 内容延
展上的更大潜力。

对于行业而言，山东卫视一直以“悠
久文明 青春中国”为频道定位，从《中
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到《戏宇宙》《超级语文
课》《行进中国大运河篇》，再到《黄河文化
大会》《馆长来了》《中国礼中国乐》等，其就
不断强化自身平台优质内容产出的气质和
标签，更是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持续生产
和传播具有引发主流受众关注度、认知度、
好感度和喜爱度的高品质内容。

如果说 2017 年“横空出世”的第一
季《国学小名士》，属于文化类节目的勇
敢探索，且一战成名。那么，能够坚持到
第七季，不仅越发精进和成熟完善，且一
直保持高水准、佳品质、广传播的创新状
态，这或许才是一个文化 IP 所具有的长
线价值和真正影响力之所在。

从赛制到主题，《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文化+家风”双模式再上分
□裴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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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福财） 12 月 20 日，
16 集海洋文化系列短视频 《听见这片海》
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海博 TV，优酷、
腾讯、爱奇艺、B站等视频网站及福建省重
点网络视听平台、福建省县级融媒体中心等
网台同步播出。

《听见这片海》开福建海洋文学的钩沉、
整理和集中呈现的先河，不仅有福建本土著
名诗人和作家的作品，还有中国当代小说家、
散文家汪曾祺，当代著名诗人海子，台湾著名
诗人余光中、杨牧，“台湾地区民谣之父”胡德
夫，作家、《新民晚报》总编辑缪克构等的优秀
作品，他们都从福建的海中获得了各自的生
命体悟，并以不同的文学体裁、表达形式，对
这片海进行了描摹。

该系列短视频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
络视听节目管理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共同指
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
团联合出品，是国家广电总局 2023—2024
年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项目。

在《听见这片海》中
感受福建海洋文学

本报讯 （记者商小舟） 12月20日，由
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
主办的“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教程》《新型
生产关系》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京举办。

《新质生产力教程》《新型生产关系》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新质生产力教程》
沿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实践内涵、三大
着力点、实现路径、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思路
展开论述，形成了立体、多维、精准的知识图
谱。《新型生产关系》按照“为什么—是什么
—怎么办—重要着力点—最终落脚点—重要
辨析”的体系，对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论述与
实践问题进行学理化阐释与体系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郑文斌表
示，盖凯程和韩文龙两位作者充分发挥西南
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国家级重点学科的优
势，通过《新质生产力教程》《新型生产关系》
推进新质生产力学科体系建设，进一步阐释
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前者以理论阐释、逻
辑架构和案例分析，解读新质生产力理论，助
力学科体系建设；后者阐释新型生产关系核
心概念，推动学术体系发展。

《新质生产力教程》
《新型生产关系》出版

12 月 21 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
2024 中国版权年会上，中国版权协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孙悦发布了 《2023 年中
国网络版权产业报告》（以下简称 《报
告》）。据他介绍，为了全景式呈现中国
网络版权产业的发展面貌，该协会 2024
年专门设立课题组，从定性和定量分析
的角度，对 2023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发
展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市场规模、
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方面进行了分析
观察。

新技术赋能
产业呈现“4222结构”

2023 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市场规
模为 16014.7 亿元，同比增长 11.2%，产
业回暖明显。《报告》称，从更长的维度
来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即自 2012 年
到 2023 年间，我国的网络版权产业市场
规模已从 1551 亿元增长至 16014.7 亿元，
市场体量增加10倍多，充分体现了网络
版权产业的蓬勃活力。

《报告》指出，我国网络版权产业呈
现“4222结构”。其中，网络新闻媒体市
场规模占比稳定在近40%，网络新闻媒体
行业在过去一年大量运用AIGC、虚拟主
播、3D体验等前沿数字技术，为用户提
供了更为沉浸交互的体验模式。此外，
网络短视频市场规模占比近 20%，网络

游戏市场规模占比近 20%，网络文学、
网络长视频、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
直播、XR元宇宙等业态市场规模合计占
比近20%。

AIGC 推动版权产业生产范式变革。
《报告》显示，2023年，伴随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的日趋成熟，我国网络版权产业
已经成为 AIGC 工具创新应用的“试验
场”。AIGC 工具在网络文学、网络音
乐、网络游戏等细分业态加速渗透，不
断重构网络版权产业的创意策划和创作
流程，助力创造效能提升并激活创新表
达。与之相应，AIGC的市场规模也得到
迅猛增长，规模约达143亿元，AIGC应
用下载量快速增长至 3700 万次，同比增
长640%。

新增量出现
付费用户数量增长

2023 年我国网络版权产业的整体营
收中，用户付费收入达8043.4亿元，占比
50.2%；广告及其他收入达 7570.7 亿元，
占比 47.3%；版权运营收入达 400.6 亿
元，占比 2.5%。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游
戏、音乐、长视频的付费用户数量和人均
消费额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国内头部长视
频平台、音乐平台的付费用户数，稳定在
1亿以上。

《报告》 分析认为，这得益于3 个原

因：一是经济回暖，提升了人们购买力，
而且“90 后”“00 后”日渐成为主流用
户，他们有着较强的付费意愿；二是
2023 年网络版权内容精品迭出，激发了
用户付费意愿；三是各平台在运营上更加
细致，更好满足了用户的内容需求。

2023 年，我国网络版权产业的用户
在各类移动端的内容应用上，平均日使用
时长达 2.99 小时。从用户分布看，一线
城市、新一线城市及二线城市用户占比达
47.4%，小镇乡村用户越发向城市集中。
这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的城镇化正在加速推
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用户的整体生活节
奏加快。因此，在版权应用总时长保持稳
定的前提下，用户对碎片化、轻量化、易
获取的内容需求更加旺盛。

2023 年，微短剧、小游戏等轻量内
容爆发崛起，并以社群分享为传播纽带快
速向全网用户渗透。从数据上看，2023
年短剧应用月活用户规模近1.5亿，同比
增长 782.8%。小程序游戏和云游戏，受
益于轻量化和获取便捷性，市场规模快速
增长至200亿元，同比增长3倍。

新内容引领
打造精品成为行业共识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我国网络版权领域涌现
出一批有温度、厚度和力度的主旋律精品

力作。在视频领域，《逃出大英博物馆》
《欢颜》等160部作品，入选2023年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年度优秀网络视听作品，其
优质内容相比往年显著提升，较好地满足
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优秀传统文化题材上，2023 年我
国网络版权产业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体裁形
式和叙事模式上进行了深度创新，精心打
造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佳作。例
如，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诗人李白
和高适的友情为主线展现盛唐风貌、文化
底蕴和家国情怀，备受观众好评并被引入
央视总台2024年春晚节目。

文化出海成为热门话题。《报告》指
出，2023 年中国网络版权内容海外影响
力继续走高，创新叙事模式的传统古装
剧、展现新一线城市生活的言情剧在海外
热播，引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热议。值得
注意的是，中国网络版权内容生产模式也
实现了出海，即以中国网文为 IP 进行改
编，并在海外本地化拍摄制作的竖屏短
剧，原创网络综艺也实现版权制作体系向
东南亚全套输出。

跨界融合加速创造新增长点。2023
年《繁花》《去有风的地方》等一系列新
主流影视剧播出后，基于交互式传播效
应，引发了“线上收视热”与“线下文旅
热”联动的社会反响，为各地文旅创造出
新的增长点。

《2023年中国网络版权产业报告》发布——

产业增速回暖明显 用户付费意愿提高
□本报记者 赖名芳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尊重作
者，感恩作者。”近日，辽宁出版集团
万卷出版公司邀请相伴走过 10 年的作
者丁立梅到沈阳，出席“我们一起走过
的十年暨著名作家丁立梅创作成果分享
会”，并向丁立梅颁发“我们一起走过十
年”“十载携手同行 感谢有你相伴”纪
念证书。

丁立梅，笔名梅子，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出版有作品集 《风会记得一朵花的

香》等。她的作品风格清新温暖，情感细
腻，饱含诗意哲理，韵味隽永悠长，被誉
为“最暖人心散文作家”。

2014 年初，万卷出版公司开始策划
“中学生阅读与写作”产品线，经过 10
年的酝酿和发展，产品线建设初见成
效。其中，“丁立梅散文精选”系列图书
累计发行40万册，码洋1400万元，成为
万卷出版公司坚持精品出版、做强出版
主业、持续推进精品工程的一条重要产

品线。
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周景雷认为，丁

立梅作品的价值在于聚焦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她从植物里发现了世态，发现了人
情，发现了人性，发现了情感，引导人们
向善良的道路上进发，向温暖的道路上进
发，传递出温暖和善良之美。

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单英
琪表示，作者和作品是出版的前提和基
础，出版社的成就离不开优秀作者的支

持，图书产品线的成功离不开优秀作品的
支撑。丁立梅是“中学生阅读与写作”产
品线的领军作者。她的文字不仅滋养了青
少年读者的心灵成长，更对提升语文阅读
写作能力大有裨益。

辽宁省散文学会原会长初国卿认
为，丁立梅的作品于寻常的事物中发现
不寻常的哲理或诗意。文字有感情、有
温度，直抵人心，读来感到“如沐春
风，满室皆佳气”。

万卷出版公司感恩作者“十年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