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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倩

  近几年，文化传播与媒介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农村题材电视剧和地域文化的相互借力中体
现得尤为突出，农村题材电视剧频频“出
圈”，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
的喜爱，也让地域文化突破了异质文化藩篱，
实现了跨地域、跨文化的“破圈”传播。

地域文化

助农村题材电视剧“出圈”

  在各类艺术媒介中，电视剧在文化传播上
具有独特优势。首先，电视剧的观众可以相对
自由地选择观看的地点与时间，其受众范围
广，空间限制小，时间灵活性大；其次，电视
剧也不像电影那样受时长的限制，一般是由多
集组成，能够充分地铺展故事，使观众对文化
的接受与理解更为具体深刻。
  纵观改革开放40 多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
的发展不难发现，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乡村文化
传播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并没有充分发
挥，存在明显的文化传播力不足问题，究其原
因，主要有三。其一，重故事轻文化，高度重
视现实呈现和戏剧冲突，普遍忽略乡村文化对
农村发展、农民变化和农村问题解决的深刻影
响；其二，乡村文化的呈现流于形式，浮于表

面，多是文化元素的“奇观化”堆砌和“噱头
式”吸引，缺少真正对文化内涵和精髓细微深
入的展现；其三，乡村文化传播没有立足根
本，在满足受众对于都市消费文化的需求和传
播乡村文化之间缺乏适度平衡，将电视剧中的
农村变成了都市的延伸和回不去的故乡。
  如何增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文化传播力？
凸显地域文化是有效途径之一。地域文化既包
含乡村文化，也包含都市文化，它一方面是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农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的交
会点，是融通中国文化的重要枢纽，另一方
面，也是做好优秀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以及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
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近年来，农村题材
电视剧的创作呈现明显的地域化趋势，多部优
秀作品在电视剧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众多对农村和农村文化都很陌生的年轻
观众的青睐，如讲述20 世纪90 年代宁夏西海
固移民迁建故事的《山海情》；以“生态新农
村”青岛西海岸新区后石沟村为故事发生地，
以山东省直单位选派党员驻村“第一书记”为
故事背景，诠释城乡联动发展与田园诗意栖居
的《温暖的味道》等。
  在这些电视剧中，地域文化不再是标签和
背景，而是走向前台，与剧中的人物、故事和
主题紧密融合。剧中所充分挖掘和展现的不再
仅是景观、民俗、方言、服饰等地域符号表
征，而是人的精神与地域文化的深层次联结，
这种深层次联结的建立，是站在当下历史节点
和时代语境中对人性、情感和精神的真诚观
照。因此，这种地域化创作，既能突出地域差

异、强化地域真实，满足受众“求新”“求
真”的本能需求，又能打破地域壁垒，克服文
化折扣，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从富有深厚精神文化内涵的高品质文艺作品中
获得性情陶冶、精神升华的需要。
  这些农村剧还较好地平衡了农村文化与都
市文化的关系。如《温暖的味道》在城市、农
村之间交叉叙事，让观众看到了现代城市生活
与农村生活的高度融合，在讲述农村的变化与
发展的同时，也展现了农村致富与城市需求密
不可分的关系；还将“直播带货”“美食大
V”等在新时代出现的文化现象与现实主义农
村题材进行创新融合，在力求生活细节真实的
同时与时俱进。

农村题材电视剧

促地域文化“破圈”

  地域文化借助农村题材电视剧这一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扩大了自身的传播。
  首先，通过视觉空间展现“千里不同风、
百里不同俗”的地域景观。《山海情》里宁夏
西海固风沙弥漫的戈壁滩，《山河锦绣》中秦
岭腹地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还有《三泉溪
暖》中充满浓郁齐鲁风情的章丘古村落和闻名
遐迩的百脉泉群……这一个个地域景观的真实
呈现，令本地的观众感到熟悉和亲切，对其他
地域的观众也极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让他们从
视觉上形成了对当地文化风貌整体、真切的感
性认识。
  其次，通过听觉效果彰显地域文化特色。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传统文化的活
化石，也是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和情感象
征，一方面，具有极大的亲切感与真实性，另
一方面，也承载着强烈的情感认同与文化价
值。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将方
言作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和表意符号，使电
视剧与地域文化的传播效果获得了同步提升。
《山海情》将原汁原味的陕西话贯穿全剧，充
满了真实的生活气息，传达了普通话所无法传
递的情感信息，与剧情和人物浑然一体，获得
观众的高度认可，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以方言
为载体的地域文化也走进人们心中。 2 0 2 2
年，《山海情》的姊妹篇《山河锦绣》，带火
了“乡党”“大”“娃”“羞先人”等“老陕
话”，再次掀起了“陕西文化热潮”。从《平
凡的世界》《装台》只是让个别角色说方言，
到《山海情》《山河锦绣》将陕西方言贯穿全
剧，方言比重的逐渐加大，在无形中强化了地
域文化的传播。
  最后，通过物质文化的原态展现和非物质
文化的活态呈现，实现地域文化的多层次、全
方位传播。《三泉溪暖》中频繁出现的古村落
朱家峪、三涧溪村，以及龙山黑陶、章丘铁
锅、百脉泉水、香稻、鲍芹等物质文化，都承
载着章丘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烙印。《大山的女
儿》以原生态的壮族民歌贯穿全剧，让人们领
略到民族艺术的独特魅力，也使当地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活态传播。

  （作者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
副教授）

  搞笑又有眼力见儿，社交媒体上显眼包这个词
火了！
  释义：特指那些在同类中脱颖而出比较显眼的
事物，不一定指人。爱出风头、非常张扬，但又丢
人现眼。网络流行语境中，该词属于褒义。
  显眼包的重点在“显眼”。它在搞笑之外，更
多了耍宝很突出的含义。
  比如，和单纯的搞笑人设相比，显眼包“丢人
现眼还不自知，引得别人捧腹大笑”。因此，显眼
包常常出现在社交界、拍照界、动物界等各个分
区。用它形容别人，一般是用来表达个性，赞扬其
带来的快乐。这也是当下人们的一种解压方式，一
些平时板正的人会在特定的场合放飞自我成为限定
“显眼包”。
  一般来说，显眼包的“社牛”属性明显，毕竟
一些社恐人士很难突破心理底线在公共场合引人
注意。

高颅顶美学

  精灵耳、漫画腿、A4 腰、硬币锁骨等毒辣审
美还未走远，一群自媒体账号又开始鼓吹高颅顶
美学。
  释义：要达到美人的标准，首先得有好比例。
从发际线到头顶的距离开始算，长度越长，代表颅
顶越高、越好。从发际线到头顶、眉毛两者间的距
离一般要约等于1：1。只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高颅
顶女性，才能被称之为美。
  实际上，人们对颅顶的修饰并不是近年才兴
起，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从嬉皮士演变来的“招手
停”女士发型朝气蓬勃，时尚明星都偏爱把头发吹
得蓬松顺滑，那时的颅顶美学，追求生命感，是迎
着都市女性风一路上扬的野性、张力，显现多元、
精神丰沛的模样。
  如今对高颅顶的标准是严苛的，得按照尺子来
划分优良。高低颅顶之分的背后，一半是捣鼓审美
公式的条条框框，一半是幼态美与成熟美的抗衡。
美人尖发际线、高颅顶、双眼皮都不是美的必要条
件，尖细眼角搭配乱发是美的，低颅顶搭配明艳外
扬的大波浪也是美的，甚至是宽下颚、厚嘴唇，都
会有各自的风情。
  审美总是随着消费、文化、社会在变化，而女
性又总需要与各式各样的审美教条斡旋，可说到
底，美从来都是不设限的，设限的是观念。现代的
审美流行时时在变，从指尖到发丝儿，掺和进来的
资本也在极力塑造着女性身体的欠缺感，促成了一
场场审美消费博弈。说到底，高颅顶也只是偶然被
挑中的流行对象而已。

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在养老院给老人打分，是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
工作。 2021 年2月，人社部正式颁布老年人能力评
估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释义：新型职业名称。每一位老人入住养老院
前都需要进行一次评估，整个过程有严格的流程要
求和细致的打分表格，评估内容包括老人日常生活
自理能力、认知功能状态、精神状态与沟通能力、
视觉能力四大类。
  不过，目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这一行发展并不
成熟，如果养老院专职雇用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叠
加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时的评估以及复评次数，一天
内这位员工可能也就只能进行一两次评估，所以这
个职业更多是让院内护士或护理员兼职做。
  新的养老服务形式、养老服务职业层出不穷，
巨大的市场缺口需要大量的人才涌入。一方面，出
于更好服务的角度，养老院一般不愿意去雇用50
岁以上的护工，另一方面，护理员需要白天黑夜地
护理老人，其平均薪资并不具有竞争力。
  但面向未来，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的发展前景还
是非常可观的。养老行业等待着更多年轻人的加
入。做好老年人能力评估师需要对养老院各个部门
流程都很熟悉，比如管理老人入院流程，老年人所
需的护理等级涉及养老院护理部，老人身体情况判
定涉及医务部。做好这一行对以后晋升管理层或转
岗都非常有利。

情绪劳动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已然成为职场人的标配能
力，情绪劳动走入大众视野，引发无数打工人
共鸣。
  释义：人们为了让自己在所处组织中维持恰当
的精神状态，必须诱导或抑制情感，运用一定策
略，对自己进行情绪调节。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社
会学家Hochschild 在 1983 年提出，他最初对情绪劳
动的定义是“员工致力于情绪管理，以便在公众面
前创造出一种符合组织规则要求的表情或行为”。
  一般来讲，直接面对“客户”的服务岗位更容
易进行情绪劳动，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
绪劳动；迪士尼的演员要始终保持“快乐、惊喜”
的情绪劳动……
  组织和客户通常期待服务业人员提供与工作内
容相匹配的情绪，哪怕被期待的情绪表现与人们的
真实感受大相径庭。实际上，任何工作，只要涉及
人际互动，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
  一直以来，与强调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相比，
亚洲传统文化更看重人际互动，其教育理念始终强
调控制和隐忍，职场环境更是如此——— 很多人在情
绪表达时，会先掂量他人的感受和彼此关系的发
展，这常常让我们付出更多的情绪劳动。这种情况
正在发生改变，相比过去，Z世代更加主张自我价
值的彰显和实现，越来越不愿意为了顺从他人而委
曲求全。

  （□记者 朱子钰 实习生 裴银璐 整理）

显眼包

出圈与破圈

  □ 本报记者 周学泽

  近日，济南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暨自贸
试验区济南片区综合服务中心为小清河复航
工程济南港主城港区发出港口经营许可证，
这标志着小清河济南港主城港区已具备运营
条件。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明确：小清河今年全
线通航。这意味着，经过近3年半的日夜奋
战，停运26年的小清河就要全线复航了。
  小清河复航，是经济的“复航”，也是
文化的“复航”。小清河航道所行原为济水
故道。因此，小清河复航，让人禁不住想起
济水——— 山东古代的一条母亲河。
  作家柏杨在其历史学著作《中国人史
纲》中写道：“姒文命（大禹）治理的黄河
等九条河流中，八条河流直到二十世纪仍然
存在，只有济水在若干年后被黄河并吞，成
为黄河的下游，只剩下一个尾巴，改称小清
河，还微留痕迹。”
  6月21日，山东省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
心专家组成员、济宁市委党校原副校长姜传
岗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济水可谓
山东的母亲河，山东几千年的文化根源之一
正是济水。小清河复航，有重大经济意义，
同时也是重新认识山东文化的一次契机，借
助小清河的复航，我们可以更好地认知齐鲁
文化的根脉。
  第一，以历史发展眼光认识济水和小清
河的变迁。
  现在谈到山东，人们常说的话是“一山
一水一圣人”，“一水”通常被解释为黄
河。黄河现在和济南很近，从黄河南岸到济
南千佛山，仅仅有 10 多公里。但近 170 年
前，黄河主干道离济南大约有200多公里
远，盘踞在济南门口的那条河，叫作济州
水道。
  姜传岗认为，在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黄河下游流域是在今河北省和天津一
带。黄河定格于山东是在清末，而在此前历
史上，对山东影响深远的是济水。
  古济水被称作四渎之一，四渎是古代对
四条独流入海的大河的称呼，即“江、河、
淮、济”，司马迁的《史记》多次提到济
水，济水能和长江、黄河、淮河并列，足见
其重。《山海经》中说：“济水出共山南东
丘。”《水经注》曰：“济水出河东垣县东
王屋山。”《禹贡》记载：“导沇水，东流

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
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
海。”《禹贡》为《尚书》中的名篇，是我
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文献。
  据河南日报报道，历史上济水“三洑三
现”：济水于王屋山太乙池开滥觞，潜流至
龙潭寺和济渎庙，变沇为济，这是济水的一

洑一现；济水出济源流经沁阳、孟县（今孟
州市）和温县，然后穿越黄河，在荥阳洑流
出来，这是济水的二洑二现；济水自荥阳向
东，经郑州惠济、新乡原阳、开封兰考等，
再次潜流数百里，至山东定陶而出，继而经
菏泽、巨野、郓城、济宁、济南、济阳，最
后从临淄（今东营）入海，这是济水的三洑
三现。
  姜传岗认为，济水“三洑三现”的记载
需要科学判断和甄别，济水上游流经山区，

洑潜而流有可能，下游平原地带，河流洑流
违背科学，所谓洑流应是地表水断续的特
征。查阅《史记本纪第二夏》中大禹“道九
川”有：“道沇水，东为济，入于河，泆为
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
汶，又东北入于海。”司马迁没有用“洑”
字，这个记载比较准确。
  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黄河
决口夺济水故道北流。但黄河并没有按照济
水原道入海，在历城华不注山一带，黄河脱
离济水故道，东北流经利津入海。由此，济
水在历城分了岔，一支向北流向了济阳、利
津，一支向南走原河道。济水历城以下的河
段荒废，防洪功能渐失。一到雨季，黄河洪
流吞噬农田、村舍乃至人命。
  金朝天会八年（1130年），原北宋济南
府知府刘豫在华不注山南侧修筑了泺堰，将
泺水导入济水故道，并沿着济水故道挑挖疏
浚，使之直通大海，这条新挖出的河流就是
小清河。之所以叫小清河，是因为当时人们
把从东平到利津这一段济水叫大清河。
  济水在西汉以前水源充足，水势浩大。
东汉之后，水量逐渐衰微，至今只余留首尾
两段：在济水的源头济源市亚桥下，还有6.8
公里古济水涓涓流淌汇入蟒河进入黄河；在
下游，从济南到入海口237公里的济水故道
小清河，以玉符河为源，携带着趵突泉、大
明湖的清流一路高歌奔向大海。这是济水最
后的“余响”。
  第二，济水和小清河的变迁，对齐鲁文
化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济水的变迁，对沿途河南、山东产生重

要影响，不少城市的得名来自济水。姜传岗
考证，作为古代九州之一的兖州，得名于济
水。兖州之名源于“兖水”，兖水即“沇
水”，亦即济水。《禹贡》言：“导沇水，
东流为济。”又言：“济、河惟兖州”，是
说济水、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属于兖州。兖
州初址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地区，后来沿济
水多次往东搬迁，最后定于山东省的现址。
其他地名，如济州、济北、济宁、济南、临
济、济阴、济阳等，更是直接以“济”字为
名。此外，河南省一些地名也是来自济水，
济源就是济水之源的意思。
  济水是齐鲁文化的母源之一。周朝时期
的齐国、今天的齐河县之“齐”字，得名于
济水。《春秋说题辞》曰：“济，齐也。”
《风俗通》曰：“济者，齐也，齐其度量
也。”因此，齐鲁文化中，有这条从中原大
地流淌下来的济水的基因。济水在数千年历
史上成就了古代山东的文明开发和繁盛，可
谓齐鲁之邦的母亲河之一。
  第三，济水和小清河的变迁，对人们的
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
  历史上，济水和小清河在人们的生产生
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济南，即济水之南，
在古代这里上可达运河，下可至沿海盐场，
使济南掌控着山东漕运盐运以及税收管理大
权，水陆四通，舟车辐辏。
  小清河挖通后，在泄洪、排涝、灌溉及
航运诸方面发挥着较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
一直是山东境内效益最好的航道之一，海盐
可从海滨水运到济南，再通过大清河（现黄
河）上游转运到中原内陆各地。 1 9 8 6 年
后，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小清河航运受到
巨大冲击，货运量、港口吞吐量直线下降。
1995 年黄台港货物吞吐量已减至1 . 5 万吨。
1997 年，小清河断航。
  2020 年，山东决定正式启动小清河复航
工程。复航后的小清河全长169.2公里，将发
挥航运、防洪、灌溉、生态、旅游、环保、
商贸等多项功能，为全国新增一条通江达海
的内河航运“黄金水道”。
  今天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小清河从深远
的历史中走来，承载着厚重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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