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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对抗赛制，明星不再焦虑

从王俊凯的《明日说》、王力宏的《三字
经》、余少群的《枉凝眉》到张杰的《少年中国
说》、腾格尔的《敕勒歌》等，通过将明星的演
唱和经典的古诗词熔于一炉的全新形式，再
次拉近了观众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距离。对于
这种原创的形式，创作团队也有过犹豫，许文
广透露，“我们知道比较火的音乐节目，它的
高收视取决于其演唱的歌曲是一些耳熟能详
的经典歌曲，而《经典咏流传》可能更多的是
原创歌曲。原创节目的歌曲收视，跟耳熟能详
的经典歌曲收视有几何级数的差异。在原创
歌曲中又显得那么小众的经典诗词的风险可
能就更高了。所以，当时我们在团队内部做过
一个调研，让每个人列举出几首印象深刻的、
能够广为流传的、根据经典诗词改编的歌曲，
结果发现耳熟能详的、能被广泛传播的歌曲
不到10首。所以，我们不是没有过犹豫，思考
会不会过于小众、制作的门槛是不是太高，我
们的音乐创作力量是否足够支撑。但是后来
我们发现，可能这条道路尽管有门槛，但恰恰
意味着它具备空间，而且这也是作为国家电
视台应该要做的事情。”

目前，国内的音乐节目离不开对抗、竞

争、排名、淘汰，而这些恰恰是《经典咏流传》
放弃的元素。明星不再焦虑了，会更安心地
投入创作，成为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收
获。“从播出的效果来看，我觉得可能恰恰因
为取消了对抗赛制之后，这个节目成了我这
几年录得最走心的一个。不光是创作团队一
次一次被歌曲的表现力和背后的故事所打
动，我们的音乐创作人也以一种更纯粹的心
态，投入到制作音乐的过程。可能没有了这
种赛制带来的焦虑感之后，大家的心安定下
来，比如说我看到像王力宏背着一把吉他就
出场了，然后去唱《三字经》，就是这样一种
很轻松的状态。我们此前也做过《梦想合唱
团》和《梦想星搭档》等强赛制的音乐节目，
它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可能没有这
种比赛之后，少了某种戏剧性的张力，但又
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回归。”

谈 选 题

小诗《苔》入选，是意外又必然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这首《苔》由清代诗人袁枚
所作，在《经典咏流传》之前，它鲜为人知；在

《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支教老师梁俊和山
里的孩子们用歌曲的形式把它重新唤醒，冷
清了近 300年的小诗全网播放量突破 3亿，

一夜走红。在节目组看来，《苔》和《经典咏
流传》的相遇是一个意外又是一个必然。因
为总导演田梅的标准是不希望选择很生僻
的诗词，所以《苔》不会是节目的首选；而另
一位总导演王宁的介绍又透露出梁俊就是
节目组要找的人。“我们的编导蔡晓双起初
在微博上看到了关于梁俊老师的信息，马
上就意识到这位老师是栏目组要找的人，
但相关信息极少。蔡晓双从《乌蒙山的桃花
源》追寻到做过这本书发售活动的书店、咖
啡馆，这才在其中一家书店的老板手中得
到了梁俊的电话号码。在梁俊老师的公众
号‘童书乌蒙’上有他自己录制的视频，《青
玉案》《苔》《边草》《十年生死两茫茫》《西江
月》等许多耳熟能详的古诗词变成了歌
曲。”王宁还回忆说，“当初感觉《苔》字数太
少，不好填充歌词，但是‘苔花如米小，也学
牡丹开’，越读越觉得，这十个字虽然浅白，
但是意味无穷，其中蕴涵着强大的力量。同
时，这首诗所内藏的寓意也与生活在乌蒙
山区的少数民族儿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所以，领导在看到这个故事、这位老师、
这群孩子、这首诗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就
决定让音乐团队开始编曲。”

除了《苔》是节目组公认的最有意义的、
最动人的改编外，由谭维维带来的《墨梅》也
备受幕后主创推崇。许文广就评价这首歌曲
特别具有艺术高度，“我们对谭维维印象最

深的歌曲还是《华阴老腔》，那么在《墨梅》里
她又做了一个新的颠覆，她并没有用那种宽
音大嗓、呐喊的方式来体现这首诗作，反而
用了一种接近戏歌的方式做这首歌曲的开
头，它里面并没有飙高音和呐喊，但是极其
动人清亮，而且听完之后会在你的脑海里挥
之不去，反复萦绕。这个旋律跟谭维维自己
多年坚持民间采风有很大的关系。”

（据人民网）

《《经典咏流传经典咏流传》》
古诗词与流行乐走心相遇古诗词与流行乐走心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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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年初，央视在文化类综艺节目上连续发力，继《国家
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之后，又一档让人“彻底跪了”的热播节目《经典咏
流传》再成热议话题。节目以古诗词和部分近代诗词配以流行乐，即所谓的

“和诗以歌”，星素搭配用歌声诠释诗词之美。近日，节目总策划、央视综合频
道副总监许文广和总导演田梅、王宁等分别接受了记者采访，他们不约而同
地谈到国产综艺原创的重要性。许文广提到，现在的音乐节目都是单调性的
繁荣，要么是草根选秀，要么是明星PK，他们的团队也曾一时迷茫，也停下
来思考，最终找到了把音乐跟文化、跟经典结合的模式。

霍尊霍尊

去年年底，央视和故宫两大文化体强强
联合，携手八大国家级博物馆（院）打造的大
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一经播出，引
发强烈反响。

那么，率先开启了“古典文化综艺元年”的
《国家宝藏》背后，到底有哪些创新和坚守？它又
为何引领了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热情？3月28日，

《国家宝藏》第一季研讨会由中央电视台和故宫
博物院联合主办，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如图）。

情怀铸就品质，创新打造辉煌。现场，与
会领导、学者、媒体与节目主创团队展开了
热烈的交流与探讨。

央视文化综艺形成大IP
《国家宝藏》背后王牌团队

的创新与坚守

2017年，央视在文化领域掀起的“现象

级风潮”此起彼伏。《国家宝藏》作为 2017至
2018的承上启下之作，无论是创新方向、制
作水准还是传播热度，都将“央视出品”的影
响力和号召力推至新高。在文学等细分题材
被集体消费的时候，央视着眼未来，以创新
思维把握时代脉搏，《国家宝藏》正是央视肩
负国家媒体责任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的创新
尝试。节目从全新切口进入文化节目，由顶
级专家、学者和明星保驾护航，加之央视多
年创新积累的经验，成功打造了又一个新的
文化节目标杆。

节目融合应用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
手法，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
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让古老和年轻握
手，让庙堂与江湖互动，让过去与现在对话。
它让古典文化不仅“活”了起来，还“潮”了起
来，更“燃”了起来。

传播阵地转向年轻群体
在全媒体爆发“网红体质”

和“裂变属性”

气质革新，拥抱年轻。《国家宝藏》基于
央视这一主阵地，全媒体表现十分出色。

根据各平台的反馈，《国家宝藏》观众的

主体构成人群中，年龄集中度最高的是20岁
到25岁，15岁到20岁的紧随其后排名第二，
广大年轻观众持续在B站、豆瓣、微博、朋友
圈等网络平台刷屏、点赞及分享。

年轻观众的追捧，使得《国家宝藏》充
分爆发“网红体质”和“裂变属性”。“农家乐
审美”“黄公望嫌弃三连”等热门话题持续
火爆，引发“古典范儿”被新周刊评为 2017
年度十大热词之一，衍生词汇“疯狂盖章”
一度取代了“疯狂打 call”。每周定时追更，
热情的网友还自制节目嘉宾及国宝表情
包、动漫、手绘等，不断发酵节目的拟人化
传播和多角度话题。

不单视频内容广受欢迎，音频内容同样
备受推崇。《国家宝藏》在喜马拉雅表现一路
强劲，节目主题曲《一眼千年》一经开播就位
列多家音乐媒体榜单第一，并在2018年春节
先后登上湖南卫视、北京卫视、辽宁卫视三
家省级卫视春晚，央视狗年春晚还特别设置
了“国宝回归”环节。

可以说，《国家宝藏》造就了一场“年度
文化现象”和“年轻流行事件”，其传播体系
不仅印证了央视平台的影响力，也充分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年轻文化有机结合
的巨大空间。 （据新华网）

情怀铸就品质 创新打造辉煌
《国家宝藏》第一季研讨会在故宫博物院举行

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日前在接受《法国
电影》周刊采访时表示，凡是角逐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影
片都要在法国院线发行，仅通过在线点播播映的影片只能
参与电影节非竞赛单元。

2017年第 70届戛纳电影节期间，美国视频点播公司
“网飞”（Netflix）与戛纳电影节主办方关于入围影片播映方
式产生分歧，引发广泛争议。

“网飞”制作的两部影片《玉子》和《迈耶罗维茨的故事》
入围了第 70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为保护传统院线，
法国规定影片在院线发行 36个月之后才能在线点播，但

“网飞”表示这两部电影均不会在法国院线上映。戛纳电影
节主办方随后发表声明，重申对传统院线发行程序的支持，
并决定从 2018年起所有希望入围该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
片都要作出在法国院线发行的承诺。

弗雷莫表示，“网飞”仍期待推出其他电影参与戛纳电
影节，但是“他们坚持的方式与我们背道而驰”。不过，部分
不入院线的影片“艺术层面上非常突出”，因此将获准进入
电影节非竞赛单元进行展映。

弗雷莫还表示，第71届戛纳电影节将明确禁止红毯自拍，
以免造成“不合时宜的混乱”，影响红毯及整个电影节流程。

第71届戛纳电影节定于5月8日至19日在法国南部城
市戛纳举行，澳大利亚著名影星、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切
特将出任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据新华社）

竞赛单元影片
都要进入法国院线发行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杨彩霞）近日，著名京剧艺术家、京
剧余派第四代传人王珮瑜女士，应邀做客西南科大，作为学
校第十九期科大“青课”的主讲嘉宾，为全校师生近距离展
示了京剧艺术的魅力与生命力。

当晚七点左右，讲座现场座无虚席。“今天在场的有多
少人是没有接触过京剧的？今天我这个讲座就是面向不了
解京剧的人而开的，我要让你们爱上京剧！”讲座伊始，王珮
瑜就用她独特的开场白和强大的气场赢得了一片欢呼。

整堂课历时两个多小时，王珮瑜从京剧的历史开始，
向听众介绍了这项高雅艺术的魅力所在。她从长期的调
研中总结出，人们不爱听京剧的三大原因：“听不懂”、

“太慢”、“老人才喜欢”，并结合《四郎探母》《珠帘寨》
《乌盆记》等经典剧目对这些传统印象作了一一剖析。
短短两小时，从唱念做打到手眼身法，王珮瑜多角度展
现京剧的魅力与生命力。王珮瑜表示，自己传播京剧并
未给自己定指标，在她看来“一时也有一时的价值”，并
且“难道不开花不结果就不去做吗？”王珮瑜的课程并
不限于京剧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京剧、对于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传播态度。

西南科大京剧协会副会长、全国高校京戏委员会理事
李晓凤说：“要弘扬国粹，京剧是势在必行的，学生们应该
学着去接近、理解这项艺术，对于高校来说，面对面交流才
更能增加学生兴趣，比在电视上看要有更强的互动性。”李
小凤表示，希望这样的讲座能够对今后科大学子弘扬国粹
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京剧了解其
背后的历史，然后更加热爱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京剧大腕儿做客西南科大

畅聊京剧艺术

本报讯（记者 郑金容 谢艳）昨（29）日，我市举行 2017
年度电影放映工作总结会，阿里影业高级数据产品专家以
大数据为支撑，分析总结我市去年电影市场。全市 28家城
市影院负责人、农村电影放映员等50余位电影人参加。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17 年我市电影市场票房产值
1.97亿元，同比 2016年增幅 30%。全年累计放映场次 31.04
万场，观影人次 629.4万。城市人均观影次数 4次以上，超
过全国平均次数。从票房的总成绩来看，我市票房居全国
城市票房排名第 56位，较 2016年城市排名上升 4位；在四
川省各市排名中仅次省会成都，票房较排名第三的南充市
高出 7000万元，是名副其实的“四川电影第二城”。截至目
前，我市共计影院 28家，银幕 177张，其中绵阳市区共计
13家，江油市 6家，三台 3家，安州 2家，梓潼、平武、盐亭、
北川各 1 家，实现市县区城市影院全覆盖。

会议中，绵阳市电影协会还为农村公益电影优秀放
映员、城市影院优秀工作者颁奖，并为明星影城、创新
影城、先进影城等集体授牌，部分影院还联合签署公益
广告承诺书。

我市去年票房达1.97亿元

居全国城市票房排名第56位

戛纳电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