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挖掘文物价值 讲述兰州往事

纪录片《金城文物》认真挖掘了兰州文物的

价值和背后故事，是兰州市历史脉络梳理、文物

资源保护、历史资料留存、人文景点推介的重要

载体。

第一集《文物里的兰州史》以物证史，用兰州

文物讲述兰州数千年历史，生动叙述了兰州多民

族融合的文明进程。第二集《彩陶漫记》，通过远

古遗址和博物馆里绚丽多彩的彩陶，生动立体地

呈现了黄河兰州段远古先民彩陶文明，宣传展示

了兰州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第三集《边陲土

司》，以鲁土司衙门建筑群等文物为载体，展示了

兰州市独特的土司文物瑰宝和明清兰州地区多

民族融合的历史。第四集《肃王遗珍》，通过明肃

王墓遗留的肃府本《淳化阁帖》、明肃王墓等珍贵

文物，叙述了明肃王对兰州城市建设、政治地位、

文教民风的深刻影响。第五集《明清城事》，通过

兰州现存大量明清时代文物遗存，展示黄河兰州

段农耕文化脉络。第六集《红色金城》，引导人们

铭记革命历史，赓续红色血脉。

展现文物保护 突出文物特色

《金城文物》的撰稿人和历史文物顾问史勇

认为，《金城文物》的拍摄与开播，在地方文化史

和文物保护利用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

部全景式讲述兰州文物故事的多集电视专题片，

该片叙事跨度大、出镜文物多，以纵贯古今的拍

摄风格和鲜活生动的镜头语言，系统梳理和回顾

了两千多年的金城史，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兰州市

文物保护利用成绩，既是一部有历史厚度的文物

资料片，也是一部有时代温度的城市形象宣传

片。”他说。

该片巧妙地采用“1+5”的结构框架，即第一

集以综述性质提纲挈领，其他 5 集再分别各呈亮

点，极大地突出了兰州文物资源的优势和特色。

《金城文物》内容涵盖了兰州自远古时期到

近现代工业文明时期的重要历史变革和留存的

大量文物遗址，旨在向广大观众呈现一个全面

的、立体的兰州。该片创作摄制过程中，涉及拍

摄点八十余处、文物百余件，主创人员足迹遍布

兰州市三县五区，同时得到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大力支持，是截至目前兰州市规模最大、涉及

文物和文保单位最多、最系统全面的一次文物类

电视纪录片创作摄制活动。

□ 李 超

纪录片《金城文物》——

生动呈现兰州历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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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央视综合频道

和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文化节目《简

牍探中华》，让简牍文字“话当年”，让书写在简

牍上的历史“活起来”，拉近了观众与简牍的距

离，携手观众一起解码中华历史文化基因，让观

众与当年刻写简牍的历史人物对话，探寻历史

真谛。

实 景 呈 现 ，创 新“ 讲 故 事 ”的 形 式 。 出 土

的 简 牍 呈 现 于 光 影 舞 台 ，观 众 屏 息 静 气 地 走

入两千年前的秦朝——原来那时的人们爱喝

粟米做的浆，原来那时的孩子就已经用“九九

乘法口诀”学算数。《简牍探中华》首期节目聚

焦 湖 南 省 湘 西 土 家 族 苗 族 自 治 州 出 土 的《里

耶秦简》，通过实景戏剧还原秦朝洞庭郡迁陵

县 的 历 史 样 貌 ，带 领 观 众 走 进 吆 喝 声 此 起 彼

伏的秦朝集市，走进官吏们的官署，走进郡县

制下小城的生活百态。实景戏剧以简牍文字

记载为剧本，还原了县令“禄”、县尉“乘”等历

史 角 色 ，让 观 众 与 昔 人 共 享 喜 怒 哀 乐 ，感 受

“与子偕行”的情谊，感受“深固难徙，更壹志

兮 ”的 情 怀 …… 简 牍 上 的 文 字 被 具 象 化 为 有

温度的存在，这就是立像以尽意。

基于简牍上的真实记录进行剧情化创作，

呈现出的实景戏剧让观众成为“剧中人”。《简牍

探中华》彰显了创作团队从受众视角出发的介

入思维，将“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的

精神融入节目的每一篇章、每一景致之中，这种

形式很有亲和感。

打 开“ 光 简 门 ”，创 新“ 讲 故 事 ”的“ 空 间

感”。可以看出，为了让戏剧效果更真实，创作

团队将实景搭建、绿幕拍摄、后期虚拟等相结

合，仅《里耶秦简》的实景戏剧内，就有官署大

堂、书府、宅院等多元场景。在官署大堂内，文

吏们面前摆放的桌案等陈设精巧、讲究；走在市

肆内，观众更能沉浸式欣赏每一个货架的设计，

感受百姓们讨价还价、聊着新鲜事的热络氛围。

除了实景戏剧所处的空间，节目又巧妙地

“虚实结合”，营造出挽手古今、“穿梭时空”的奇

妙空间感。第一重空间里，主持人穿过“光简

门”实地探访简牍出土地，在博物馆内与悄然出

现的秦丞相李斯、汉太史公司马迁对话，见证历

史变迁；第二重空间内，实景戏剧上演，历史往

事重现；第三重空间内，观众与主持人、历史文

化专家围坐而谈，带着对历史的感悟聆听专业

讲解，进而继续欣赏故事的生动演绎。“空间感”

的营造，为戏剧的展开铺陈了背景、升华了意

义，也让实景戏剧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广。

在这档大型文化节目里，“简牍文字”变得

生动亲切，神秘面纱被揭开，古奥深意被解读，

可感可知可敬。《简牍探中华》节目以“实地探

寻+实景呈现+文化对谈”的方式揭开简牍的神

秘性，有助于人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

史，提升文化自信心。

电视文化节目，只有植根中华文化沃土，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感应时代需要，才能

获得文化创新的底气，从而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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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题材电视剧是现实题材电视剧中创作

门槛、专业要求、受众关注度较高的类型，在立

意表达、内容设置、艺术呈现上形成厚实丰富的

题材谱系。日前播出的电视剧《问心》为我们观

察医疗剧的现实观照、审美走向提供新的叙事

维度和未来方向。

《问心》以东立医院心脏中心心内、心外两

个科室医护群体治病救人的日常为核心，在专

业性、现实性、故事性的相互交融以及医患人物

群像的塑造刻画中，延展出一幅关乎道德、信

任、尊严的现实人生图景。该剧既有近年医疗

剧创作的共同特点，又有其独特的立意格局。

创作者带着尊重、平和的视角表现每个角色，构

建医患、亲人、同事等多重关系，不仅用大量篇

幅表现不同类型患者的生活际遇与内心抉择，

还聚焦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沟通与和解，抚

慰大众的心灵。

近年的医疗题材电视剧中，青年医护工作

者已成为主角，成长叙事也成为创作标配。这

种创作趋势在给人带来新鲜观感之后，逐渐暴

露出故事同质化、情感模式化等问题。《问心》从

事业、家庭、爱情、成长等多个维度出发，塑造以

周筱风为代表的新一代医务工作者形象。高学

历、高情商、医术强、有情怀，成为他们共同的特

点。剧作用戏剧化的情节展示医护群体工作上

的执着、性格上的互补，以及内心的情感诉求，

揭示他们的职业使命与精神追寻，为人物的成

长拓展了新的叙事空间。

剧中，周筱风以行业精英身份出场，但这个

人物心里藏着童年创伤，喜欢一个人扛下所有

压力。职场上，他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进取

心，却对导师、同事、亲人与病人不断妥协让

步。这个角色的“不完美”，建立在他的内心与

他所面对的现实失衡的基础上，而他的成长恰

恰是在一次次的危机应对和现实考验中，不断

打 破 这 种 失 衡 ，逐 渐 走 向 情 感 升 华 与 心 灵 净

化。竞争对手林逸的直率让他感受到从事这份

职业的激情，同事们的帮扶让他感受到现实的

温暖，方竹清、方筱然、陈玥等人的支持让他意

识到情感的可贵，让他更加坚定从事医生职业

的信念。在这种相互给予、彼此成就中，周筱风

解开了心结。

《问心》体现近年来医疗题材电视剧创制方

面的新趋势，即写行业越来越专业、写情感越来

越细腻、写人物越来越立体、写现实越来越真

切，让我们看到创作者力争在观众越来越挑剔

的题材领域实现讲述故事与讲好故事双重创新

的努力。从这个角度看，《问心》中塑造的医生

形象，不仅距离医疗的一线很近，而且离真实的

生活、真实的人生也很近。

□ 徐 健

《问心》：医疗题材电视剧的新解

探寻金城遗迹，讲好
兰州故事。近日，由兰州
市文化和旅游局、兰州市
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兰州
电 视 台 摄 制 的 6 集 纪 录
片《金城文物》播出。该
片集知识性、艺术性等于
一体，全面反映了兰州的
厚重底蕴与文化温度，在
挖掘本土文物价值和背
后故事的同时，生动讲述
了一个鲜活、灿烂的兰州
故事。

纪录片《金城文物》剧照

纪录片《金城文物》剧照

网络微短剧是全媒时代媒介变迁与艺术形

式融合催生的视听产物，展现了人们对艺术作

品的叙事速度与体量长度消费需求的变化特

点。由国家广电总局全流程指导、中国电视剧

制作中心创作的网络微短剧《追捕者》，强化网

感叙事思维、创新艺术表现形式，取得了较好的

艺术效果和社会影响力。该剧通过艺术手法的

创新，实现了网络微短剧叙事情节“短而不平”、

人物塑造“少而不弱”、视听表达“细而不淡”的

艺术探索与美学效果，充分挖掘了小体量剧集

“小而美”的艺术魅力与精神力量，为网络文艺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满足人们多样

文化需求交上了一份答卷。

一

叙事结构的层递与嵌套设置，实现网络微

短剧故事情节的“短而不平”。网络微短剧中

“微”的媒介属性限制了剧集的故事长度与叙事

容量，但“剧”的艺术特色与美学追求仍没有降

低对短故事情节的戏剧黏性、情感张力、精神意

蕴的艺术要求，因此，如何实现网络微短剧故事

情节的“短而不平”、发挥“小而精”的叙事潜能

是创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追捕者》匠心剪裁

叙事结构，通过层递与嵌套的设置，以短小精悍

的情节推进强化一波三折的戏剧效果，从而满

足网络视听用户的消费需求。

大结构的层递性，最大化提升了谍战故事的

深度与厚度。该剧采用三段式叙事结构，依次讲

述抓捕敌特杀手晏子修、阻止敌特细菌战和拦截

敌特转移军备物资的三段故事，三段内容各自独

立又层层递进，主要人物贯穿始终，全面开掘了陈

文俊、方天翔、孙长乐、沈星河等面对困境与挑战

时表现出的人文关怀、价值追求与理想信仰。

小结构中的嵌套性安排，加剧了故事情节

的复杂性。《追捕者》以文本的层递升级与内在

结构的巧妙嵌套，激发故事结构的叙事潜能，实

现了“短而不平”的艺术效果。

二

人物群像各具特色立体呈现，实现网络微

短剧人物塑造的“少而不弱”。网络微短剧的艺

术创作更加突出文本开发、情感表达，其网络文

艺的情感陪伴属性以及与用户互动属性进一步

增强。其中，人物塑造成为与观众情感交流、价

值共振的主要连接方式。因此，网络微短剧中

的人设呈现与塑造程度至关重要，创作者不能

浅层地以漫画式、扁平化的人物塑造迎合网络

用户所青睐的审美消费趣味，而是要以立体的、

饱满的、深刻的典型人物塑造，提升剧集的艺术

感 染 力 与 思 想 浸 润 力 ，实 现 与 观 众 的 心 灵 互

动。《追捕者》挖掘人物形象的多维侧面，真实地

揭示了人物的内在性情与灵魂真相，实现网络

微短剧人物塑造“少而不弱”的艺术效果。

组长陈文俊是江城市公安局优秀侦破专

家，剧中深层多维地展现出他对方天翔、孙长

乐、赵大斗、老秦等人的关怀、鼓励与照顾，突出

战友情、兄弟情、同事情的艺术表达。医生沈星

河勇敢坚定、外柔内刚、韧劲十足。一方面，剧

中细腻扎实地展现了她专业的医术。另一方

面，该剧以弱女子对酷刑的强忍受力，展现出人

物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增强了人物的思想

深度与信仰高度。《追捕者》以人物多维层面的

立体开掘，拓展网络微短剧人物塑造“少而不

弱”“小而不弱”的美学高度。

三

镜头语言高密度切换台词留白，实现网络

微短剧视听表达“细而不淡”。网络微短剧以

短时长催生高情节密度，顺时性的叙事时空被

打破，有限的故事体量拓展精神意蕴，这一叙

事效果的实现离不开视听语言技法的巧思活

用。该剧通过镜头语言的高密度切换与台词

留 白 处 理 ，高 效 发 挥 视 听 语 言 的 符 号 表 意 效

果，强化视听的感官刺激与多义文本解码的审

美快感。一方面，提高镜头语言的切换密度，

拓展多层文本的意义连接，营造跌宕起伏与张

弛有度的戏剧节奏。如剧中在展现陈文俊思

考李七妹逃跑去处和枪的转移位置时，在 30

秒的回忆时空中快速剪辑了 30 多个镜头，碎

片拼贴关键信息，探寻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

从 而 推 动 情 节 的 发 展 ，提 升 了 戏 剧 黏 性 与 张

力。另一方面，精心设计台词的留白意蕴，拓

展了观众解读文本的想象力与思考空间。如

剧集开端以陈文俊因为师父的死不能原谅方

天翔的台词，引发观众对方天翔人设的想象。

《追捕者》以短小紧凑的镜头语言，拓展了视听

表达内在意蕴的浓度与深度，实现了“细而不

淡”的视听审美效果。

□ 杨继敏

解码网络微短剧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