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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在中国《诗·歌》|“声”生不息 “音”为有你

文化类节目：渐进、渐悟、渐成

【新华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诉说教师传道授业的无私奉献。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道出战士保家卫国的英勇无畏。

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

描摹工匠精雕细琢的匠心锤炼。

悬壶物外乾坤小，种杏云中雨露均。

叙述医者白衣执甲的济世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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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生不息，“音”为有你。

在“五一”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以诗为歌，致敬每一位奋斗中的你。

【光明日报】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广播电视重点节目创作播出工作的通知》发布，广电总局围绕“领航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赓续中华魂”“创新向未来”四个主题，确定了 120 档广播电视重点节目。其中“赓续中华魂”主题节目聚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
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展现中华文化生命力，在数量上位居四类主题节目之首。纵观几年来的发展，文化类
节目的创作经历了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经验值得总结，空间仍可提升，前景值得期待。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传承和弘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不仅要立足中华文化宝库选取题材，更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今年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 中国诗词大会》、上海东方卫视《斯文江南》、浙江卫视《万里走单骑》、广东卫视《技惊四座》等节目
以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丰富的节目形式样态，为广大观众提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河南卫视、浙江卫视在春分、清明等节气节点推出中国
二十四节气主题系列节目，展现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进一步提升节气文化热度。这些节目深耕文学艺术、典籍著作、文物考古、文化
遗产等垂直领域，挖掘阐释不同传统文化领域所凝结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得到观众的认可，获得良好的口碑。

当代审美追求包含着当代性、人民性，要符合当代审美体验，是中华美学精神的时代体现。在 2022 年央视春晚上，以国宝名画《千里江山图》
为蓝本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采用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回顾经典名画，重现大宋美学，带来沉浸式体验，令观众大为赞叹。艺术的最
高境界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用具有人民性、契合当代审美追求的形式，传承弘扬中
华美学精神，能够大大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节目的审美追求还要主动适应融合发展大势，注重吸引年轻人，用年轻人喜爱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创作出更多与年轻人同频共振的优秀作品。
河南卫视在今年清明节推出的《2022 清明奇妙游》，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叙事概念“四维戏剧盒子”，不仅有古典戏剧的二维观感、特技设立的三维自由，
同时叠加了清明时节的平行宇宙，实现了节目、故事、情感、场景的交错融合，呈现了中国文人雅集传统与清明节气自然特征的互动碰撞，新颖别
致的呈现方式对年轻人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河南卫视《春分奇遇记》，
讲述了最早编写记录二十四节气的西汉淮南王刘安穿越时空，与热爱科学的小男孩刘一旦相遇，帮助他完成“鸡蛋壳热气球”实验的故事。节目既有《淮
南万毕术》中记载的“艾火令鸡子飞”实验考据，还使用了时空穿越的故事创作手法，将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手法巧妙融合，使节气文化入脑入心。

科技赋能可以助力审美和创作的飞跃。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着眼于大数据、人工智能、VR/AR 等技术运用，以视觉上的“新奇特”打开艺术创
作的广阔空间。山东卫视《齐鲁文化大会》中，选手根据屏幕中出现的山东地图，选择其中一个城市作为出发点，轮流回答与城市相关的文化知识，
历史感、科技感、时尚感、潮流感兼备，让人耳目一新。节目还很好地运用了 AR 特效、3D 扫描等新技术，让文化“动”起来，古今“通”起来，
用新形式推动传统文化深入人心。

“酒香也怕巷子深。”创作之翼，绝不仅仅停留在节目内容制作本身，在传播宣推上也要下足功夫。《2022 中国诗词大会》将精彩内容剪辑为
中、短视频，在微信、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传播，进一步扩大节目影响力；推出互动游戏，让观众进行线上测试，吸引观众特别是青少年
群体了解诗词、爱上诗词；还推出“送你一张诗词明信片”活动，邀请人们寄出诗词明信片，推广普及中华诗词文化。大屏小屏联动，线上线下互动，
积极运用新媒体等平台扩大节目传播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飞入千万百姓家。

“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文化类节目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凝聚匠心、深挖广拓、创新表达，以更强的精神能量、更深的
文化内涵、更高的艺术价值，激发中华文化彰显时代精神、绽放时代魅力，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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