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电视节落幕

《大江大河》 最大赢家

6 月 14 日，第 25 届上海电视节落下帷幕，白玉兰奖
各奖项揭晓。 今年白玉兰最佳中国电视剧奖归属于讲述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历程的《大江大河》。 演员倪大红、蒋
雯丽摘得白玉兰最佳男女主角奖。

今年入围白玉兰奖的电视剧中不乏《大江大河》《创
业时代》《都挺好》等创新之作，《大江大河》脱颖而出，荣
获奖项。

演员倪大红荣获白玉兰奖。 他在《都挺好》中扮演的
苏大强引起广泛关注。 蒋雯丽也荣获白玉兰奖，她在《正
阳门下小女人》中把亲历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徐慧真”演
活了。

白玉兰奖最佳男女配角奖由《都挺好》中扮演“二儿
子苏明成”的郭京飞和《大江大河》中倾情出演“宋运萍”
的童瑶获得。

《大江大河》成为本届白玉兰奖的“大赢家”，获最佳导演
奖的孔笙、黄伟，最佳编剧（改编）奖的袁克平、唐尧，最佳美
术奖的邵昌勇均来自《大江大河》主创团队。 ⑦2 (据新华社)

《秦明·生死语者》

鬼手佛心 法医追凶

6 月 14 日，电影《秦明·生死语者》全国公映。 该影片通
过展现法医秦明“鬼手佛心”鉴证追凶的过程，呼唤全社会
对法医这一职业的理解和尊重。

导演李海蜀介绍，该影片改编自法医秦明首部小说《尸
语者》，讲述法医秦明意外发现一具“无语体师”死于他杀，
根据线索追查多起陈年命案幕后真凶的故事。

秦明是国内法医师兼小说作者，曾创作《尸语者》《无声
的证词》等小说，已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 秦明说，中
国每一位法医的故事其实都可以改编成一部极富传奇色彩
的电影，然而长久以来法医们的默默奉献并不为大众所知，
“秦明的故事不是写我自己，而是在写法医这个职业。 希望
这部电影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理解我们、尊重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法医同仁继续坚守这份职业，坚守我们的热爱”。 ⑦2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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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内涵 文化更有品位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诗词大会》等以诗词、国学、民乐入题的文化类节目，凭借好口碑与高热度
形成了一波荧屏文化类节目热潮。 然而，任何题材的节目播出一段时间后，都会让大众产生审美疲
劳，从而进入回落的调整期。 近日，一批新的文化类节目以模式升级、内核重塑等方式迎来了新一波
好行情。

文化类节目越来越火

文化类节目破局的关键在于对文化内涵的深挖
据《中国文化综艺

白皮书》显示，在关于
“文化综艺节目的什么
要素最吸引你”的调查
里，节目精神内涵和节
目创新性发展两大要素
是受访者关注的重点。
未来， 文化类节目的着
力点应该放在哪儿？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
授文卫华对记者说 ：
“文化类节目破局的关
键在于对文化内涵的
深挖。 文化表达的升
级，不是靠更换嘉宾阵

容、灯光舞美、节目环
节就能完成的，这需要
节目创作者们自身有
解构文化内涵的能力，
然后再通过富有创意
的影视化手法把文化
知识以喜闻乐见的形
式呈现给观众。 ”

不久前，湖南卫视
在春推会上推出多档
原创文化类节目，《新
锐报到》 聚焦世界级

“国字号” 工程，《巧手
特工》凸显生活中的匠
人匠心，《书法大会》致

力于传统文化的年轻
化推广，而《神奇的汉
字》则围绕汉字开展全
民脑力挑战。文卫华认
为：“从当前文化类节
目的创新求变能够看
到，这些节目真正走入
了大众生活，通过人们
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
出文化观念、文化内涵
和人文情怀。 ”

此外，以《经典咏
流传》为代表的“文化
类综 N 代”则通过持续
创新成为延续好口碑

和高收视的典型案例。
央视综合频道总监张
国飞表示：“文化类节
目不能‘为赋新词强
说愁’， 抛开人的感情
空谈文化没任 何 意
义。 ”在他眼中，文化类
节目的核心在于“化”，
现代人审美情绪与中
国古典艺术的文化精
神以及根植于传统之
中的人文精神的结合，
是新一季《经典咏流
传》 成风化人的力量
所在。 ⑦2 (据新华社)

“共情力”升级，让节目焕发更强生机
“文化+科技”“文

化 +旅游 ”“文化 +美
食” ……文化类节目
的层次和维度在创作
者的手中愈加丰富饱
满。《机智过人》《魅力
中国城》《中国味道》
等节目通过具有共情
力的大众议题， 让文
化融入生活， 真正触
及观众。《机智过人》
呈现了一系列让传统

文化焕发生机与活力
的潮流“黑科技”，并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
向大 众 普 及 科 学 知
识 ， 促进科技创新 ；
《魅力中国城》以城市
历史脉络为主线，挖
掘城市的文化内涵 ，
用具有城市特色的文
化元素带动本土文化
的传承和文旅产业发
展；最新一季的《中国

味道》 则聚焦日常的
一粥一饭， 以中华传
统美食作为切入口 ，
拉开时代景深， 释放
文化深意。

值得一提的是 ，
《中国味道》 已经是
第六季了， 从“草根
厨艺比拼 ”“顶级名
厨比拼 ”“寻找最牛
吃货” 到“寻找传家
菜 ”“味道博物馆 ”，

再 到 “探 索 美 食 文
化 ”，《中国味道》凭
借着“文化+”这一模
式 实 现 了 自 身 的 突
破。 央视综合频道综
合 部 副 主 任 何 淑 文
说 ：“《中国味道》代
表的是一种关于味觉
的文化， 节目用味道
做载体， 希望唤起的
是大众情感上的认同
与归属。 ”

“国潮”走红，为传统文化找到新阐释
当下，“国潮热 ”

席卷而来， 为文化类
节目开辟了一片创作
土壤。 不少一线卫视
以及视频网站纷纷打
出“国潮”牌，一系列
围绕“国潮”做文章的
原创文化类节目涌现
出来， 成为荧屏上抢
眼的文化景观。

此前， 北京卫视

推出了一批深受年轻
人喜爱的文 化 类 节
目，如《非凡匠心》《传
承者》《上新了，故宫》
等。 在今年的广告招
商推介会上， 北京卫
视以“上新了·国潮”
为主题， 依托其独有
的地域资源打造了由
《上新了·故宫》 第二
季 、《我在颐和园等

你》、《天坛》、《了不起
的长城》等组成的“国
潮”节目资源带。

上 海 东 方 卫 视
的资源招商 会 同 样
把“国潮 ” 放在内容
板块的重要位置 ，推
出了 诸如 《国 潮 青
年》《我 们 的 国 货》
等文化类节 目 新 形
态 。 据了解 ，《国潮

青年》将通过呈现潮
流文化 ，展示当代年
轻人的生活 态 度 与
方 式 ；《我 们 的 国
货》 则落脚 于 “国
货 ”这一具象的“国
潮 ”文化表征 ， 通过
综艺化的实 景 体 验
呈现 12 件经典国货
的产品故事 及 其 背
后的文化内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