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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如今，网络生活已经深度嵌
入人们的现实生活，网民成为大家的共同身份，共建
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加强内容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网络文化产品的内
容生产全过程，打造真善美的网络文化内容，逐渐取
代基于营造噱头、数据造假、打擦边球吸引观众的互
联网内容，以优质网络文化产品引领社会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互联网内容建设提供了丰
富滋养。近年来国潮动画、国潮电影兴起，创造了良
好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认可，这
启示我们要充分激活优秀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社会发
展相契合的思想元素，精心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网络传播等活动，促进中华文明的传承
发展。
  在加强内容建设的基础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应用新技术方面，我们应当注重用主流价值驾驭
先进技术。在弘扬正能量的前提下突出个性化视角，
增强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的品牌塑造与粉丝流量，有
效提升网络文化产品的群体影响力和分众化触
达率。

“科目三”爆火，

一个文化传播的样本

  据光明网，前不久，“科目三”爆火，一个无法绕
开的因素是短视频的捕捉。这种原本在寻常巷陌不
难见到的场景，在镜头的聚焦之下，在人们有意识地
观赏之下，其文化意蕴被深层次发掘了。率真的快
乐、自然的歌舞，像极了一种最本质的艺术流动———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人们通过短视频
平台以时空压缩的方式见证了“艺术的诞生”，一个
民间自发的创造，被赋予了意义，也形成了潮流。
  更耐人寻味的，是“科目三”火遍了全球，成了全
世界的一个社交符号。在国外社交平台上，“科目三”
被写成了拼音的“kemusan”，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单
词，也说明了“科目三”这个词语本身近乎不可翻译。
但这段舞蹈却是共通的，几乎所有文化背景的人，都
能迅速领会这个舞蹈的意义，感知到某种快乐，并不
自觉地跟随。
  无论人们对这种形式的嫁接如何评价，但至少
从现场观众来说，这种混搭的舞台效果颇好，人们献
上了真诚的掌声，也发出来自心底的笑声。或许这种
情绪本身，就有超越形式的意义。雅俗分野在这一刻
已经不再那么重要，新鲜的、接地气的当代创造，可
以快速形成一种对话空间，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创造
迅速捕捉到一个信号——— 我们是在有意识地互动，
我们共享同一种文化语境。这种传播效果本身，比纠
结于雅俗的教条定义更有意义。

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是众望所归

  据羊城晚报，12 月22 日，第78 届联合国大会协
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
假日。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水到渠成。据统计，
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把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全
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作为中
华民族最盛大、最隆重也堪称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春
节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谈及
春节和年文化，有过这样的阐述：这种年心理，大到
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小到身体康宁、家庭和美，在过
年的时候它是分外强烈的、理想的、热情的。它用什
么来表达？用文化。这个文化表达就是过年的民俗。
  春节之所以能够不断走向世界，赢得国际社会
认可，还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春节传承着和
平、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从古至今，中国人都
坚持以和为贵，极为推崇和弘扬“和”文化。这个“和”
是和平的和，是和谐的和，是和善的和，也是和美
的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春节
走向世界，并非终点。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在当下极为重要。葆有开放包
容、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怀，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
互鉴中丰富发展，我们将走得更为坚定自信。

打开美术馆的“市民视角”

  据光明日报，从普通市民的视角出发，他们评价
美术馆的标准，以及他们对于美术馆的需求和要求，
都可能与专业标准并不相同。在现实的城市日常生
活中，这些需求、关注点、兴奋点都真实而普遍，它们
是市民文化生活、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反
映着广大受众的真实心理诉求，也极大驱动着普通
市民感受文化魅力、陶冶艺术情操。
  把美术、艺术融入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来承
载、涵养美术、艺术，促进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
这既是大众文化普及工作的重要目标，也是提高国
民文化艺术素养和美育水平，进而提高国民综合素
质的重要途径。因此，评判美术馆的大众视角不可或
缺，应该把其纳入美术馆的建设、策展、运营的规划
之中，在整体的城市文化建设中给予充分关照。
  吸引到更多市民之后，如何更好地实现美术馆
的宗旨？美术馆专业评判标准也提供了众多参考答
案——— 更丰富的典藏、更高效的策展、更全面深入的
学术研究、更为人喜闻乐见的普及性公共教育。如
此，把美术馆的专业性和大众性、趣味性充分结合，
互相衔接，无疑有助于美术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变
得更加全面、完善。
           （□记者 王臻儒 整理）

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95岁高龄的老人，还能自己打车去山东书
城买书吗？能。老人名叫杨源恺，是大众日报原
副总编辑。12月22日下午，在大众日报宿舍门
口，我看到了这温暖的一幕：一辆出租车停下，
坐在副驾驶上的杨老付了车费，拄着拐杖下车。

回头，微笑着朝出租车鞠了一躬后，摆手离去。
他身后是还没消融的残雪，他呼出的热气，从帽
檐边散开。
  令人尊敬的杨老1945年就成了大众报人。
我刚踏进报社大门，就听说了。一手拿枪，一手
握笔，这是硝烟弥漫时代大众日报老前辈的标
准姿势。无论受到多大磨难，无论受到多大委
屈，依然初心不改。艰苦的岁月，没有颓唐，血色
中有浪漫与激情。如今赋闲多年的杨老，还在学
习，还在思考。而我却有了要歇一歇的念头。盯
着老人的背影，我感到惭愧。我崇敬我的前辈，
他们的情怀、良知、风骨和修养，永远是我学习
的标尺。
  2024年元旦，是大众日报创刊85周年纪念
日。正是有着像杨源恺这样的大众报人的坚守，
这张红色报纸才像一棵大树一样，叶茂根深地
矗立在大地上。
  大众日报是人才的“蓄水池”。新中国成立
后，全国各地干部奇缺，大众日报总是毫无保留
地向外输送最优秀的干部，向外输送的干部中
有8人担任了驻外大使，有相当一部分人担当了
国家、各省市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更是出过大
哲学家、大画家、大艺术家和大诗人。走出去的
人中，戴目算一个，少时因病致聋，参加革命后
给新四军当秘密情报交通员，抗战胜利后到大
众日报社当译电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教

育局负责盲、聋哑学校工作视导。他先后或合作
或独立编写了《中国手语》《现代汉语常用词手
势图解》《汉语成语手势图解》等著作，大大方便
了聋人，同时也填补了国内空白。力冈算一个，
力冈在大众日报社是助理编辑，刻苦学习俄语，
成为我国二十世纪重要的俄语文学翻译家，他
翻译的文学和传记作品达700 多万字，其中《静
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命运》《复
活》《日瓦戈医生》等经典作品深深地影响了几
代中国读者。戴目我不知道，可力冈我太知道
了，他翻译的大部分作品我都读过，《静静的顿
河》我还读了不止一遍。
  现在好多人认为著名山水诗人孔孚是山东
师范大学的教授，但不知道他首先是大众报
人。孔孚在大众日报当了30 年编辑，编发了
大量新闻和文学稿件。他对大众日报有着很深
的感情。
  我曾听孔孚的女儿孔德铮说起过孔孚和大
众日报老报人辛冠洁的故事。辛冠洁是从大众
日报走出去的当代著名收藏家、哲学家，被学
术界同侪后辈尊称为“辛公”。他曾深情地说
“我是大众日报的儿子”。辛冠洁担任过大众
日报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而孔孚只是文
艺部的普通小卒。孔孚个性耿介，特立独行，
辛冠洁评价他“锐敏”“锐气”；辛冠洁宽宏
大度，爱才惜才，孔孚评价他“作风民主”。两

人从初识到相知，从惺惺相惜到莫逆之交，可谓
同志加兄弟。嗣后辛冠洁去外地履职，有时一个
月给孔孚写17 封信，加起来有3 万多字。1995
年，辛冠洁得知孔孚病重，倾其一生写的《孔孚
集》迟迟出不来，他就去找出版社的朋友，千叮
咛万嘱咐，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按最高规格”
出版，慷慨坦言“我不惜一切代价”，并预付了出
版社5万块钱的费用。后因印数只有1000册，出
版社要求再追加两万块钱的费用。为筹集款项，
辛冠洁倾囊相助，还忍痛割爱卖掉了自己收藏
的部分名贵字画。近30 年前，对于一个普通家
庭来说，7 万乃是天文数字，即使时至今日，也
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辛冠洁甘愿付出所有，其价
值哪是金钱所能衡量的？这就是两个大众报人
的感人故事。作家矫发说，辛孔之谊，堪比唐代
的刘（禹锡）柳（宗元）之谊。
  大众报人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有传奇，更有
不起眼的平凡故事。翻着泛黄的大众日报合订
本，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代代大众报人那一丝
不苟的专注的眼神和不倦的身影。很遗憾，我没
有拍下杨源恺老人微笑着朝出租车鞠躬的镜
头，但这个姿势会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大
众报人对劳苦大众的标准姿势。
  我庆幸我成为大众报人的一员，我愿意学
习我尊敬的前辈，做一个合格的大众报人，讲好
大众故事，讲好大众报人的故事。

说不尽的大众报人故事
□ 逄春阶

  好剧本、好观点、好演技愈加成为观众青睐的因素，一批有情怀、有深度的作品正

在不断涌现———

2023年爆款剧，哪个打动你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潘雪铭

  不知不觉，2023 年即将步入尾声。这一年，国产影视剧热度居高不下，
迎来一个又一个好消息，无论是好评如潮的《漫长的季节》，还是爆火出圈
的《狂飙》，抑或是备受关注的《新闻女王》，几乎每个月都会有现象级作品
登上热搜，印证了国产电视剧在悬疑、职场、爱情、古偶等各个题材全面
开花。
  2023 年，是国产剧的大年，也是影视市场的热年，我们可以看到影视圈
捧出口碑爆棚的诚心佳作，也看到注水严重引发多方吐槽的烂剧，但是，在
国产剧喧嚣的市场中，好剧本、好观点、好演技愈加成为观众青睐的因素，
一批有情怀、有深度的作品正在不断涌现。

口口碑碑爆爆棚棚，，悬悬疑疑与与现现实实双双重重交交响响

  要说开播大爆，高开高走，豆瓣评
分断层第一的国产剧，当数《漫长的季
节》。这部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等
主演的生活悬疑剧虽然只有 12 集，但
是体量丰富，剧情紧凑，以三线交织的

手法揭开隐藏在东北小城 18 年的真
相。令无数观众动容的，除了尘封的真
相，更是剧中所展现的颇具年代感的东
北小城中活生生的人和故事，当滚滚碾
过的时代巨轮为无数生命留下痕迹，是

否每个人都有“往前看，别回头”的生活
英雄主义？
  除了《漫长的季节》，《八尺门的辩护
人》《繁城之下》等悬疑剧也都取得了较
为不错的成绩，如果说2023 年悬疑剧大

作不断，那么《三体》扛起了今年科幻
剧的大旗，《莲花楼》则满足了武侠剧
粉丝的愿望，而近期《欢迎来到麦乐
村》正在热播，又为现实主义题材添上
闪亮一笔。

配配角角反反杀杀，，内内娱娱掀掀起起““上上桌桌热热潮潮””

  2023 年，被网友戏称为“配角上桌元
年”，许多宝藏配角被网友发现，由于他们
出色发挥不亚于或超过主角，因此被网友

“端上桌来”，甚至被按照各自特点分成了
不同流派，形成了国产剧著名的“上桌文
化”。
  陈都灵与魏大勋在各自的剧中算得
上是“掀桌派”，与主角表现相对乏力的情

况相比，他们用谨慎自然、符合人设的表
演塑造好了自己的角色，虽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演技派”，但仍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
评；《狂飙》中的老默、陈书婷等虽是反派，
但因为人设饱满、故事线完整，再加上演
员冯兵、高叶等个个状态在线、张力拉满，
更将这些角色塑造得有血有肉、立体丰
富，不少网络热梗、名场面、表情包被网友

多次创作并在全网传播。
  从开年《长月烬明》中的叶冰裳（陈都
灵），到《狂飙》中的老默（冯兵），到《我的
人间烟火》中孟宴臣（魏大勋），再到《云之
羽》的宫尚角（丞磊）、宫远徵（田嘉瑞），观
众看似“叛逆”的助推配角行为，实际上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影视剧质量的要求。
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不再满足于“电视剧

想让我看到什么”，而是以人设、剧
情、演技等多个维度提出对一个好角
色、一部好电视剧的综合要求。此外，
虽然高启强备受欢迎，但因《狂飙》而
火的并不仅高启强一个，安欣、孟钰等
角色依旧亮眼，配角用精湛的演绎与主
角共塑高光，共同成就一部好剧，这才
是“配角上桌”的真正意义。

““她她题题材材””出出圈圈，，大大女女主主戏戏迎迎来来新新变变化化

古古偶偶井井喷喷，，CCPP、、大大流流量量接接连连不不断断

  女性话题一直是近年来影视剧市场
关注的重点。2023 年同样有很多关于女性
主题的电视剧热播。比如，刚收官不久的
《新闻女王》。这部由余诗曼、马国明等主
演，TVB 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以新闻主播
为题材讲述了“新闻女王”文慧心的一系
列职场故事。与传统大女主戏略有差异，

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职场剧，深刻聚焦香
港新闻行业，在主角身上所体现的不仅是
纯粹作为“女性”的性别力量，更是作为职
场人、生活中的“人”的力量，因而“她”细
腻而真实的人生底色、丰富现实的生活线
路能够打动观众，引发广泛共鸣。
  纵观今年的女性题材剧，如《长相思》

一类以“爽”为基调的大女主戏仍有市场，
但更多的电视剧开始转向更宏大、更细分
的女性题材。《好事成双》讲述的是一个全
职妈妈转为职场女性的成长过程，《今生
第一次》《爱情而已》《外婆的新世界》则是
分别讲述不同身份下、不同年龄段女性的
故事。此外，无须依附于爱情，可以“全员

搞事业”的女性职场戏也出现在大众的视
野中。这一年，我们能够看到“女性”不
是作为“她”而喊出来的空洞口号，有更多
的“她剧集”正在朝着更现实、更真实、
更有深度的方向走去，这在当下良莠不
齐、很多所谓大女主戏一味消费大众情
感的市场中，是难能可贵的。

  提起今年爆款古偶剧，《长风渡》必有
一席之地。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墨书白的同

名小说，以轻松鲜活
的喜剧风格和细致
立体的刻画讲述了
柳玉茹和顾九思错
位婚姻中互相扶持、
彼此治愈的故事。白
敬亭和宋轶这对CP
让网友们从剧内嗑

到剧外，除了主角的“一见茹顾”CP，更是
出现了全剧最甜、最虐CP、最遗憾CP 等
其他足足六对。此外，《宁安如梦》的“遮么
爱宁”、《云之羽》的“牛拦衫”、《古相思曲》
的“沈谋鸢虑”、《一念关山》的“如盈随形”

“十三月”等持续发力，为观众发足了
“粮”，让嗑CP爱好者着实过了一把瘾。
  在 CP 爆火的同时，古偶剧也捧红了
一大批流量明星，以成毅（《莲花楼》）、檀
次建（《长相思》）为例，他们因其绝美的古

装扮相被网友称道，二次剪辑的短视频在
抖音、b站等视频网站上收获了大批流量。
  总体而言，2023 年的古偶剧噱头居
多，内容质量参差不齐，许多热剧爆剧如
同一阵狂风，刮过时声势浩大，风过后很
少留下真正有思考、能流传的东西，编剧
的剧本构思、演员的演技雕琢也都需要进
一步提升。
  疫情过后，国产剧市场全面复苏，大
有欣欣向荣之势，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大

背景下国产影视剧行业存在的种种问题。
古偶剧流量大但质量堪忧、口碑较低；部
分热播剧后劲不足，存在虎头蛇尾、高开
低走的现象；《后浪》《白色城堡》等现实题
材剧集的创作依旧乏力，剧本创作、情感
输出、演员演技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面
临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和人民大众的审
美需求，国产剧只有用心钻研、求深求精，
才能够走得扎实、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