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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优实践

富道路，顶着寒冷的天气干活。（记者：您觉得

能成吗？）成！”；贵州省雷山县志强村作为第一

个加入“党建联建”的受捐地，不仅茶叶的长势

最好，老乡们的干劲也起来了。2022年茶青

丰收 5300多斤，增收近 40万元，正在积极对接

市场打自己的品牌。

这些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积极到积极转

变的案例，生动阐释了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

中的战斗堡垒作用，这也正是盛阿伟牢记总书

记嘱托，4 年来带领一支不断扩大的党员队

伍，从“种茶叶”到“种思想”的有益实践。在结

尾处再次回应承诺，“当时我们的承诺是：不种

活、不放手，不脱贫、不放手。四年多下来以

后，大家都脱贫了。但是，他们只是万里长征

刚刚走了第一步，刚刚看到希望，老百姓的热

情刚刚被点燃。接下去还有更多的人会参与

到这项工作当中来。他们一定会把饭碗也捧

在自己手里，实现共同富裕。”

一片叶子要带富一方百姓，是千千万万像

阿伟书记一样的基层干部久久为功造福群众

的决心，也是共产党人先富带后富的务实追

求。报道播出后得到央视频 、学习强国、B站

等头部视频平台的大量转发，更引发了全国各

地网友参与乡村振兴讨论，为阿伟书记的务实

点赞，为乡村振兴加油，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强

劲基层动力点赞。更令我们振奋的是，报道加

速了浙江安吉县持续扩大捐赠规模，进一步强

化乡村振兴党建联建；湖南、贵州多地党校，将

此报道作为乡村振兴培训的视频教材，有效推

动了“白叶一号”在三省五县 37个受捐村“返

租倒包”模式的推广，为探索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作出了有效、实用

的探索，在重大国家战略推进中，我们贡献了

一点微薄之力。

回顾 4年的报道历程，我们对“承诺”有了

更深入、更贴近的理解与感悟。这不仅是阿伟

书记的承诺，是共产党人对广大人民群众共同

富裕的承诺，也同样是新闻人的承诺，是我们

对新闻事件，对来自省市县的蹲点团队，对几

年中参与、见证中国乡村巨变人们的承诺。我

们也谨以这段观察，向奋斗者们致敬，向伟大

的新时代致敬。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对话金晓明：17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把天方夜谭变为中国现实》有幸获得 2022年

度中国新闻奖新闻访谈类三等奖。本届中国

新闻奖新闻访谈类节目共选出 12 件获奖作

品，其中一等奖 2 件，二等奖 4 件，三等奖 6
件。分析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对话金

晓明：17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把天方夜谭

变为中国现实》是其中唯一的文化艺术类访

谈节目。相比其他的访谈节目，文化艺术类

访谈节目对普通百姓而言往往面临着一道道

门槛：对艺术作品的基本认知度、美学鉴赏力

的一定高度、对专业词汇的理解程度等等，如

果受众看不懂这类访谈，自然就不会产生兴

趣，传播效果也欠佳。那么这类访谈节目究

竟该如何打破阳春白雪的门槛，将专业视角

转化为百姓视角，将“曲高和寡”转为“雅俗共

从从““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到到““雅俗共赏雅俗共赏””
——文化艺术类访谈节目转型初探

杨文馨 赵 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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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笔者试作分析。

一、透过展览寻文脉 记录主题有厚度

好作品，选题是关键。近年来，文博类话

题在坊间有较高热度。细数 2022年度最热展

览，当中必有“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成果展”。穿越千年的丹青、散落全球

的国宝通过高清打样图像汇聚一堂，《千里江

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历代绘画经典，从历史

中“走出来”，在光影中“活起来”。当“大系”

成果展举办时，社会面和网络平台会涌现许

多问题，例如：没有一幅原画却为何一票难

求？当我们在看盛世修典展的时候，我们到

底在看什么？17年间收录海内外 263家文博

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05件，这究竟是怎么

做到的？对于文化强国和世界文明交流来

说，“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样密集的疑问是以往大型展览报道中没有

的。我们在选题的把握上，以抓疑问为切入：

一个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提问的选题，必

然有回应的空间和必要性。

对于“大系”的价值拆解，首当其中要明

确“大系”是什么，这要求团队充分理解这一

选题及其背后的价值链路。

首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起点在浙

江。从最早的“两岸故宫博物院宋画藏品”扩

大为《宋画全集》，再拓展延伸到如今的“中国

历代绘画大系”项目，浙江大学及相关单位团

队寻遍全球，奔波数十万公里，完成了我国古

代绘画体系完整梳理、从国内到国外广泛收

集这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壮举。寻访和收集

从浙江开始，由浙江推动，在浙江编纂。这个

过程本身就是彰显文化自信、展示浙江精神

的窗口之一。

其次，“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级别高。

它先是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后又成为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

项目，并被列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

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国家“十四五”时期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其规格之高，是“百川归海、赓续文脉”

的重要文化工程。

再者，“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是一场 17年

的文化长跑，致广大而尽精微，承古今连世

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间有的是一

砖一瓦的积累和一代一代的传承，有的是与

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有趣故事，更有许多感

人的经历和细节亟待发掘。

同时，做好“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有关

报道，从媒体角度来说也是一堂必修课。就

“大系”的历史文化价值而言，报道不仅是“完

成”，更要“走心”“出彩”，需要以贴近性视角，

让观众能深刻理解并认识到“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是华夏儿女把“知来处，明去处”的百科

全书，更是重放异彩的文化瑰宝。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是中华文脉的延续，是新时代才能

完成的壮举。好的文艺访谈节目将对这一浩

瀚工程的传播力、影响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锲而不舍跟踪采访 做好做精报道

明确选题价值和报道的社会意义后，团

队便着手准备。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最大的特点是

历时长、收录全。这就对我们的前期准备工

作提出了相应的挑战。项目历时长，该如何

从 17年的诸多细节中选取出最能打动人、最

有屏幕张力的故事？这就要求团队和“大系”

团队有充分的沟通。这个沟通并不是一次两

次地采访和了解能完成的。团队的报道历程

其实也是一场小的文化长跑。对于“大系”的

关注是从 2020 年“浙江文化研究工程 15 周

年”专题开始的，随着“大系”工程走向结项，

团队始终和“大系”团队核心成员保持密切沟

通，了解期间点滴进展，对“大系”编纂团队的

工作有深入的了解和感悟。

2022年 3月，“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成果展”在杭州首次展出时，团队第

一时间跟进报道。当时大多数报道关注点都

在于现场的火爆情况和一票难求的现象。但

是访谈团队更关注记录大众在观展时的反

应。这些反应有新奇，有赞叹，有疑问，记者

将这些信息汇总梳理，对公众情绪进行初次

研判。此后的嘉兴展、北京国博展，都做了相

似工作。通过对公众情绪的把握，能更好地

回答先前提出的问题——17年历程该选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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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细节？总结下来，观众想了解的内容可能

会集中在难点、意义和用途等方面。

依靠对选题长久的关注和跟踪，团队建

立了对“大系”工程的初步了解，也有了内容

构建的基本思路。但是想把报道做好做精，

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

准确度是需要攻克的难题之一，“中国历

代绘画大系”项目总入编图像 12405件（套），

所涉文博收藏机构 263家，报道中所涉图像画

面运用必须保证准确。团队分工进行整理学

习，要求快速准确掌握两大块内容。一是大

系团队编纂时间线，包括项目进展、编纂进

程、人员变动、大事记等。这条线的准确是故

事性的保障。二是大系所涉画作的资料，包

括画作主要内容、分类情况、朝代作者及部分

名作的背景故事。通过对“大系”成果的反复

浏览和相关软硬件系统支持，要求记者编导

能做到在策划和采访中，迅速反应所指的是

哪一幅画作，并跟进挖掘内容。

由于报道采制过程中，恰逢新冠肺炎疫

情高峰期。报道团队不断有同事因为身体原

因不得不暂时休息，为保证报道顺利完成，团

队成员想出各种方法顶住疫情压力。症状较

轻的同事坚持在岗分担倒下同事手头的工

作。症状较重的同事身体稍有恢复马上复

工，一位同事倒下，另一位同事立马顶上。这

种“接力式”的拼搏是报道团队的“电视铁军”

精神，也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力量的

感召。

三、真实捕捉共情点 提升访谈温度

对于“中国历代绘画大系”这样一个浩荡

的文化研究工程，如何在短短 10分钟的访谈

内做到吸睛、走心，最重要的是寻找到与大众

的共情点，用最朴素真挚的表达去打动观众。

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报道团队找到了

“大系”团队的核心成员金晓明教授。他全程

参与“大系”的编纂，见证了“大系”17年的孜

孜不倦、上下求索的历程。在前期的沟通中，

有一些细节给报道团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大系”前期的图像收集阶段，金晓明和年

轻的摄像师章益林提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满世

界跑。2013年只休息了 4天，摄影师小章甚至

还哭鼻子了，说“金老师，我们把这个机器扔

在这里算了，我们回国好不好？”甚至连金晓

明教授本人也得了“出差恐惧症”，一提到出

差就怵，还在家里发脾气。这些小细节非常

真实，且接地气。相比只谈工作，背后朴素的

真情实感，以及工作与生活的融合更能引发

观众的共鸣。因此，在访谈的过程中，报道团

队保留了这些情绪性的表达，与此同时，也将

“大系”团队成员的“匠心”呈现其中。例如，

《宋画全集》首席专家李介一，在校对出版工

作时，戴上了老花镜，并动情地说：“我当时还

用不着这个老花镜呢！”两鬓已斑白的金晓明

教授说：“我马上要退休了，我很感谢给了我

这样一个机会，这么一辈子做了这样一件

事。”这些温情的表达最终呈现给观众“唯有

传世之心，才能打造传世之作”的共情感。

在案例的选取上，为了打破以往同类型

报道与百姓的距离感，报道团队在海量的素

材中，选择了科学家从“大系”中找到鸟类杂

交最早记录、还原德寿宫遗址的设计细节，体

现“大系”对人文社科学者的作用，也呈现了

点茶、下棋、听戏曲的现代生活与“大系”中社

会百态的关联。研究学者可以从“大系”里找

到科研的线索；普罗大众又能从中找到情感

的共鸣。这样一来，这项将天方夜谭变为中

国现实的传世工程，也能在观众内心落地，从

而有了温度，让社会继续保持了对“大系”工

程的关注。

对于无数散落海外的国宝来说，百年来

怀揣着“如今白首乡心尽，万里归程在梦中”

的愁思，今天，终于能够通过“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这一“数字化回家、数字化共享”的浩瀚

工程得以部分如愿。回顾采编始末，也终于

了解了“国脉文运，千古相连”的意义：编纂典

籍，是对历史传统的延续；国宝重光，是唯有

新时代才能完成的壮举。这也是这篇报道想

要传达的内容。

（作者单位：浙江广电集团融媒体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