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片《何以中国》播出

倾听中华文明的

历史回响

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发展至今的内在脉

络是什么？ 为何我们的文字、礼俗、思想和民

族精神能始终相承而未中断？ 中国这个文明

古国如此之强的韧性和生命力是从何时开

始、又是如何造就的？ 纪录片《何以中国》立

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的重

大研究成果， 系统性追溯了中华文明的根

基、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历程，力图为观众

解答上述问题。

该片由国家文物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指导，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已于

12

月

9

日起在东方卫视和百视

TV

播出。 该片

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纪录中国”传播工程

支持项目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十四五”纪

录片重点选题名单。

该片分《秦汉》《摇篮》《星斗》《古国》《择

中》《殷商》《家国》《天下》

8

集， 从迈向一体

化的秦汉王朝讲起，进而溯源至旧、新石器

时代之交，见证中华大地的先民走向农业定

居，组成家庭和社会，建立早期信仰与文化

审美，开始五湖四海间的交流，形成区域古

国和早期文明， 开启夏商周的王朝时代，直

至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历程。 该

片由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任学术总顾问，

近百位中国考古学家组成阵容强大的专家

顾问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至四期首席

专家、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评价这部作品“既

是万年中华文明的历史缩影，也是对百年中

国考古学史的真挚纪念”， 在他看来，“可以

把这部纪录片看作是影视化的早期中国文

明简史”。

据悉， 上海广播电视台已经与华纳兄弟

探索集团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何以中国》

将启动国际版的制作和传播，向国际社会讲

好中华文明故事。 （苗春）

面塑花馍

“捏”出新花样

“民以食为天”，对于中国人，尤其是北方

人来说， 面食不仅是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被制作成各种面塑艺术作品。

2008

年，

面塑花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邢茹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非遗项目

“面塑”代表性传承人。 她的非遗面塑工作室

位于青山区兴胜镇东达沟村的一个“村民大

院”里，包括生产操作间、体验室、面塑陈列

馆。 走进面塑陈列馆，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花馍作品，有生肖面塑兔子馍 、象征团圆的

枣花馍，还有极具包头特色的“

圐圀

馍”。

“‘

圐圀

’在蒙语里是‘草围栏’的意思，

寓意一家人团圆和美；‘蛇盘兔’造型灵感来

自咱当地的说法‘蛇盘兔，辈辈富’；这边还

有福禄寿喜、 连年有余的组合……” 每当有

人参观，邢茹都会如数家珍地向参观者介绍

花馍作品，传播花馍文化。

2000

年，邢茹随丈夫入驻北京宋庄画家

村，经常把家乡的花馍馍作为礼物送给国内

外的朋友，受到大家的喜爱。

2013

年，邢茹

在北京宋庄开设面塑主题餐厅 ， 同时在山

东、山西、陕西各地学习不同地区花馍在民

间习俗中的应用。

2017

年，邢茹参加了包头

青山区举办的首届“东达山面塑艺术节”，同

年组建“包头东达山邢茹面塑工作室”，从事

包头地区面塑花馍的挖掘整理、 宣传交流、

推广应用、培训体验、设计制作等工作，并多

次在北京乡村、包头社区、学校、展会、艺术

节开展面塑展示、培训、体验活动，宣传推广

面塑技艺。 目前，邢茹已在包头培训面塑学

员

300

余人。

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同时，邢茹还广采众

长，创作了蔬菜调色的“面锁”“寿桃”“喜馍”

“生日礼馍”“卡通包”等果蔬面系列花馍，增

加了花型、色彩，丰富了祝福寓意，集观赏、

食用、绿色健康于一体。

近年来，邢茹创作的面塑作品不仅深受

群众喜爱，也得到了专业奖项的认可。 面塑

作品“吉祥”获青山区东达山第一届面塑艺术

节优秀设计奖，“面锁”“寿桃”“寒燕燕”“爬娃

娃”获“包头市烹饪饭店行业协会民间技艺传

承奖”，“连年有余” 获“中国岚县第十三届面

塑艺术节最佳传承奖”…… （张淑梅）

拓展数字阅读媒介场景 丰富网络文艺表现载体

网络直播读书节目

开启阅读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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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类别层出不穷

现阶段，直播读书节目主要分为

五类： 一是专题型， 指网络平台自

制、拥有固定称谓、以对话与访谈为

核心形式的节目，如《书行者》《老俞

闲话》《知识星期肆》 等。 二是节日

型， 指媒体在特定节点参与打造的

节目， 如

2023

年“世界读书日”前

后新华网推出的《读天下阅未来：悦

读悦青春》、 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

《春日阅新正当时》 等 。 三是个人

型 ， 指作家 、 学者 、 博主等以分

享、 演讲、朗读等方式展开的节目，

如“成事不二堂”“凯叔讲故事”“赵

健的读书日记”等账号的相关内容。

四是衍生型， 指依托文化

IP

进行的

节目，如“豆瓣读书”“杨澜读书”“十

点读书 ”“全民悦读会”“凤凰网读

书 ” 等品牌不定期推 出 的 相 关 内

容 。 五是中介型 ，指出版社、杂志

社等机构以直播形态举办的新书

分享 、名作领读 、学习讲座 、知识普

及等活动。

可以说，这些类别的直播读书节

目“多点开花”、相互融合，共创了直

播读书节目方兴未艾的当下生态 ，

让读书在直播情境中焕发了生命

力， 让直播因阅读濡染而沉淀了宝

贵的审美意蕴。

打造崭新阅读体验

读好书，是直播读书节目基本的

选品标准与审美自觉 。 如何定义

“好”，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展现，其

共识是具备传承中华文明、 凝聚文

化认同、丰盈知识结构、调节生活节

奏、观照社会人生、彰显时代风貌等

功效与价值。 唯有以读好书为起点，

直播读书节目才能夯实基础， 进而

创新阅读体验。 《我们读书吧》在分

享 《人生海海》《人类群星闪耀时》

《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的》等佳作的

过程中，以直播的辐射力丰富了“世

界读书日”的内涵，从一个侧面勾勒

出网络媒体的锐意进取。

进一步而言， 直播读书节目改

变了传统阅读作为一项个体活动具

有的私密性及排他性， 建构了以观

点表述、 价值分享、 情绪共鸣为连

接点的即时互动空间， 开拓了阅读

的公共性及社 交 性 ， 推 动 了 读 者

向用户的转化与聚拢 ， 建立了以

阅 读 为 黏 合 剂 的 虚 拟 趣 缘 社 区 。

“中信读书 会 ”“喜 马 读 书会”“刘

润读书会” 等直播间是比较典型的

趣缘社区。

《书行者》第一季以“生活主角”

为主线，既精选《回响》《北上》《亲爱

的蜜蜂》《西高地行记》《星空与半棵

树》《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坦率》

《欢迎来到人间》等匠心力作，也邀

请徐则臣、阿来、陈彦、濮存昕、潘凯

雄、 毕飞宇等嘉宾围绕文学与生活

的议题展开讨论。 在直播的有限时

空里，《书行者》 讲述作家创作的心

路历程，呈现作品背后的动人故事，

在潜移默化中挖掘作家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达成了共识与共

情。 可以说，《书行者》以高质量文学

作品分享为着力点， 以高水平作家

深度访谈为突破口， 既定位了节目

内容， 也提升了用户的注意力及参

与度。

带来情感和精神慰藉

当下，“人间烟火气” 是内容生

产的“流量密码 ”，本质是生产者希

望以人文关怀书写民生话语、 关切

现实生活。 直播读书节目的流行，不

仅因为节目是娱乐的新方式与知识

的传送带， 更因为能为用户带来情

感疏导与精神慰藉。

一方面，直播读书节目是一种以

听觉传播为基石的信息输送载体，

既降低了视觉干扰的可能， 也能凸

显内容本身的重要性与伴随性。 所

以，相较于电商、游戏等直播传统业

务的热闹与喧哗， 直播读书节目更

偏向在“润物细无声”中给予用户知

识的力量与阅读的美好 。 《保持对

话》的节目场景质朴简洁，但罗翔等

嘉宾的侃侃而谈， 打造了思想交锋

的文化盛宴，“治愈”了众多网友。 此

外，一批主打“夜读”与“夜听 ”的直

播读书节目也正在成为大众精神栖

息的新空间。

另一方面，人文性是读书类节目

与生俱来的根本属性。 直播读书节

目对主理人的知识储备及文化底蕴

要求较高， 主理人和嘉宾往往会借

读书来思考人情冷暖 、 观照日常现

实，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

心。《赵健书房》第一季以“不关灯的

书房、不孤单的思想” 为定位， 以读

书博主身份“出圈” 的主理人赵健

先后与苏童、 麦家、 岳南、 叶兆言、

马家辉、 王立群等嘉宾一起， 以推

广阅读为切入点， 探讨生活真相，

共叙人生意义， 创建了有温度 、 有

力度、 有深度、有高度的谈话场与互

动区。

助力网络空间治理

读书是直播的新要素与新赛道，

助力网络空间治理是直播读书节目

的题中之意与理想愿景。

阅读可以涵养人的浩然之气。直

播读书节目通过对这一效能的继承

与弘扬，借读书之美塑造主理人的人

格化传播经验，以开卷有益陶冶用户

的行为修养，在净化直播环境、共创

清朗网络空间的层面上发挥建设性

作用。 同时，直播的高光时刻还会以

切片短视频的形式再传播，既提升了

节目曝光率，也丰富了优质网络视听

产品的多样供给。

《老俞闲话》 是直播读书节目的

旗舰产品， 集荐好书、 观行业、 品

生活、 拓视野、 讲故事 、 谈人生于

一体， 探索了工具性、 专业性、 人

文性、 审美性有机统一的创作诉求

与传播效果， 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

与内蕴。

毫无疑问，直播读书节目正在成

为一种新学习载体、 新社交场景、新

生活方式。 在中国互联网波澜壮阔的

进程中，直播读书节目拥有巨大的空

间及潜力。强化铸根培魂、寓教于乐、

启智增慧的使命担当，成为建设互联

网场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之氛

围与风尚的强力引擎，是直播读书节

目持续向上向好的必经之路。 同时，

推动直播读书节目繁荣发展，需要每

个爱书之人的共同参与。

张蕾 鲁昱晖 文

/

图

崇尚读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网络直播，是数字时代的新兴业态。 近年来，在“深化

全民阅读活动”与“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现实呼唤中，读书与直播实现了双向奔赴。 直播读

书节目的兴起，既拓展了数字阅读的媒介场景，也丰富了网络文艺的表现载体，成为人们精神

消费的重要方式。

▲

《保持对话》节目现场。

▲

本文作者之一、《书行者》

节目主理人张蕾（左）在《书行者》

节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