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有了去年繁荣热闹的一整年，所以，

文化类综艺节目今年以来的持续霸屏，并没有

让人们太过意外。“和诗以歌”的 《经典咏流

传》、让国宝“活”起来的 《国家宝藏》、将读

书与行走相结合的 《一路书香》、讲述小城风

韵的 《小城故事》 ……据说，今年有超过 50档

这一类型的节目会走进我们的生活。对于已经

播出的，念念不忘；对于正在走来的，翘首以

待。我想，我们“恋爱”了，与“文化”。

我们缘何集体爱上了“文化”？因为这种

需求一直存在。“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有

多年轻？上下五千年！”这是 《国家宝藏》 的

开场白。其实，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基因一

直深深埋在我们的内心，只不过，被过度娱乐

的综艺环境遮蔽了、被碎片化阅读占据了。一

批优质文化类综艺节目的出现，唤醒了我们的

温柔记忆。

也因为，它以恰如其分的表达方式和年轻

时尚的传播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先谈谈表达方式。这些节目比以往同类型

节目更具“综艺范儿”，从场景设置到邀请嘉

宾都增加了综艺元素。参与其中的明星，也找

到了在综艺节目中的“正确打开方式”。他们

不再是绝对的焦点，而是诗词的演绎者和文物

的解说员，创新的模式带来了新鲜感，让我们

在娱乐放松的同时，领略传统文化的深厚底

蕴。此外，这些节目还事先仔细研究了各自的

文化特质，据此进行量体裁衣的“私人”定

制，这才是让我们爱上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必须举几个例子才行。

优美的诗词配上醉人的音乐，《经典咏流

传》 和诗以歌，让先人远香，至今仍酣。所选

的诗词既不生僻又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改编成

歌曲也没有沿用古风，流行、民族、饶舌、吉

他、钢琴、方言等元素都被运用其中，使时代

性和时尚性碰撞出火花，做到了“传统文化给

现代旋律以灵魂，现代旋律让传统文化重生”。

千年文物尘封已久，在其冰冷沧桑的外表

下，当年的所有者及制作流传中的“趣闻轶

事”才是现代人最关心的。所以，《国家宝

藏》 一改以往文博类节目沉闷、古板的风格，

运用巨幅大屏幕、全息影像等“高大上”的技

术，着力穿越时空，重现历史情境，让那些

“养在深宫人未识”的文物“活”了过来，生

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极具带入感。

《信·中国》《见字如面》 从情出发，通过

通俗易懂却精准考究的现代化解读，传递字里

行间深藏的往事依依，力透纸背，打动人心。

而且，《信·中国》 选取的书信更有当代性，

注重发现英雄、名人不为人熟知的一面，更强

调对于“信念信仰”的表达，也更具正能量。

再聊聊传播形式。以往总觉得文化类综艺

节目是文化水平较高、阅历丰富的中年人的

“菜”，但事实证明，年轻人才是这类节目的

主流观众。数据统计发现，文化类综艺节目

的受众群体中“85 后”和“95 后”最多，“95

后”甚至超过三成。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

因是与其网络传播形式有关。纪录片 《我在

故宫修文物》《航拍中国》 等，最初就是走红

于网络，后来的 《国家宝藏》 同样在网络火

爆。《国家宝藏》 制片人、总导演于蕾曾透

露，节目组专门研究过年轻人的口味，“当下

社会对年轻人的审美是有一些偏见的。吸引

年轻人的，并不是傻白甜，他们也非常喜欢

有质感的东西”。

看来，只要内容优、形式对，一切就对

了。当然，还要提醒一句，文化类综艺节目代

替不了阅读，有时间多读读书总是好的。

恋上“文化”

□ 牛 瑾

领养文物，来山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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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2 日，河津固镇宋金瓷
窑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填补
了山西无相关制瓷遗迹的空白，并给出了
宋元瓷枕烧造窑场在山西的答案。3 天后
的4月15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
的“文明守望工程”正式启动。“文明守
望工程”实施一年来，九大项目全面推
进，山西特色的共保共享局面正在形成。

文物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载体，是中华
文明的精神标识。作为文物大省，山西的
国有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均位
居全国前茅。文物资源丰富，文物保护任
务繁重，拓展利用空间广阔，是山西独特
的省情。今天的山西，已不满足“地上文
物看山西”，给力的政策、创新的制度、
多元的守护，让山西文物“活”了起来。

探寻文物保护路

古交千佛寺、高君宇故居、严香寺、
山西私立晋商学校旧址……4 月 9 日，太
原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正式启动

“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内涵研究
与传播能力建设”项目，为太原市 166处
文物景观向社会公开征集解说词。让不会
说话的文物“活”起来，实现对外开放文
保单位解说词全覆盖，这是山西“文明守
望”的一个侧面。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仅
仅把文物当作稀世珍品“保”下来是不够
的。充分认识文物的多元价值和多重作
用，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不断拓展文物资
源利用途径，才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文明守望工程’的实施，是山西
省在文物保护利用机制方面进行的一次理论
创新和实践探索。”山西省文物局局长雷建
国告诉记者，去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
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
守望工程”实施方案》，精心策划了“众手
搭”“巨手擎”“妙手集”“千手护”“巧手
创”“小手托”“顺手帮”“联手助”“携手
援”九大项目。“山西历史传承悠久、文物
遗存丰厚，全省拥有地上不可移动文物
53875 处，其中 13405 处归属文保单位，
40470处无人看护。仅靠政府无法完成这些
文物的保护，动员社会力量，共同保护老祖
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物遗产，实现‘政府保
护’与‘社会保护’并重，对山西这样一个
文物大省显得尤为重要。”雷建国说。

经过近一年的探索和尝试，山西省社
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势头初显，给
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希望和活力。

一年来，“众手搭”营造社会氛围，山
西省文物局面向社会征集了“社会力量参
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标志”，
100余家媒体对“文明守望工程”进行了
多种形式的宣传报道，引发社会各界广泛

关注；“巨手擎”推进文物建筑认养，已有
35 处文物建筑签订了认养协议；“妙手
集”推进博物馆创设，昔阳县举办了“社
会人士捐赠藏品仪式”，收到捐赠藏品 33
件，介休市动员社会将 708件民间文物捐
赠给介休市博物馆，举办了历年捐赠文物
精品展；“巧手创”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
发，山西博物院成立了山西晋观文化创意
有限责任公司，打通了事业单位开展公益
性文化经营的途径。其余五个项目也都在
顺利推进，如“千手护”项目，在部分市
县已实现了文物保护巡查全覆盖；“顺手
帮”项目，黎城县成立了由30余名老干部
参加的文物保护志愿队；“联手助”项目，
实现了榆社邓峪唐代石塔从台湾中台禅寺
的顺利回归；“小手托”项目，初步建立了
山西博物院青少年教育制度、项目标准和
项目库；“携手援”项目，已在国内各地以
及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个
文物联合展出，开展了“互联网+中华文
明”示范以及数字化复原等领域的合作。

为号召更多社会人士营造全社会参与
文物保护利用的氛围，参与到“文明守望
工程”中来，山西省文物局还联合山西电
视 台 制 作 了 大 型 文 博 类 栏 目 《文 明 守
望》。山西省广播电视台台长、总编辑刘
英魁介绍，这档栏目全年共分四季内容，
第一季十期节目主题是“文明守望 （走进
长城） ——请城砖回家，为长城疗伤”；
第二季将围绕“走进文物建筑——援手文
物建筑，传承文化根脉”展开；第三季将
围绕“走进博物馆——让博物馆‘活起
来’，把好故事讲出来”展开；第四季主
题初步定为“走进文创世界——品文创之
美展精品魅力”。希望通过记录、展示社
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感人故事和典
型事例，传承优秀文化基因，让山西大地
的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

晋商成为主力军

文物归国家所有，能被领养吗？在山
西，这都不是问题。著名的张壁古堡，便
是山西省内较早被“认领认养”的国家级
文保单位。

张壁古堡建成于隋朝末年，是一座融
军事、居住、生产、宗教于一体的古代袖
珍城堡，集中了夏商古文化遗址、隋唐古
地道、元代戏台、金代墓葬、明清民居文
化等一系列华夏文化精髓，具有极高的学
术研究价值和旅游观赏价值。

然而，从1990年到2009年，不到20
年的时间里，张壁古堡有一半的“古代民
居”消失不见，听者掉泪，闻者痛心。
2009 年，山西凯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正
式“领养”该古堡，并成立子公司山西凯
嘉张壁古堡生态旅游有限公司，专门负责

对张壁古堡的保护、开发、建设工作。截
至去年底，该公司累计投资近 4亿元，建
成一座以张壁古堡为核心的休闲旅游度假
村。2015 年 12 月，张壁古堡通过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的验收，成为享誉全国
的知名景点。

“类似的民营企业参与文物保护开发
的例子在我们山西还有很多。”山西省工
商联宣教部部长方祥华告诉记者，山西省
已有不少民营企业家参与文物保护，除了
张壁古堡，还有山西省平遥煤化集团兴建
的推光漆器博物馆，重新修缮的清朝民办
书院鸣凤书院，山西宝力集团捐资保护的
太原市土堂大佛等。民营企业的参与，给
山西省文物保护工作带来生机活力，在取
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展现出当代晋
商负责与担当的良好形象。山西民营企业
在文物保护利用中的先期探索和努力，为
山西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
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文物保护，晋商成了主力军，这源于
晋商对山西这片土地发自内心的热爱，更
有政府政策的到位引导。去年 3月，山西
省工商联和山西省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关
于动员引导民营企业参与文物保护利用

“文明守望工程”的通知》，紧接着，山西
省正式出台实施方案，以“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
作方针，广泛动员和鼓励社会团体、企
业、企业家、国际组织、社会热心人士、

当地居民等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文物保
护利用工作中来，营造出“众心护、众手
搭、众人助”的全民参与文物保护氛围。

当前，山西省公布的第一批文物建筑
保护利用供选项目总共计 252 处，“文明
守望工程”正式启动后，已经有 80 余家
民营企业报名参与“认领认养”、出资修
缮文物保护项目。其中已完工项目 15
个，吸引社会资金 1200 余万元，正在施
工项目 6 个，预计投入 970 余万元，拟开
工项目14个。

“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是参与‘文
明守望工程’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山
西省工商联副主席梁荣表示，山西省工商
联将进一步动员、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积
极参与文物保护利用，为打造文化强省作
出积极贡献。

携手故宫再出发

气清景明，春意盎然，山西和故宫博
物院在前不久进行了一场约会——双方签
署协议，将在古建保护、文物修复、文创
产品研发等方面深化交流合作。为此，故
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来到山西，考察了太
原的历史街区和督军府旧址、太原博物
馆，见证了故宫文创中心落户平遥并作了
专题演讲。接下来，晋中还要携非物质文
化遗产走进故宫……

这是一场美丽的约会，也堪称历史的
约会。山西作为文物大省，让历史文物活
起来，让文化旅游火起来，似乎就应该这
样登高望远，与能人携手，和巨人同行。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是
山西人最引以为豪的事情。在三晋大地
上，有着多姿多彩、灿烂辉煌的历史文
化，历史文明延绵几千年不断，先进思想
流传几千年不枯，艺术精华播撒几千年不
散，山西历史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结晶，是祖先赐给山西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宝贵财富。

“历史传承悠久，文物遗存丰厚，保
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不仅是建设
文化强省的重要依托，也是助推全省转型
发展、坚定三晋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持。”
雷建国表示。

毫无疑问，旅游是山西转型发展的重
头戏，而深厚的历史文化、遍地的文物，
则是山西文化旅游最具价值的内容。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山西是历史文
化和文物大省，但还算不得强省。譬如，
古村落数量占全国第一，但古村落消失数
量之多、速度之快，也是全国第一。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山西在文物保护上力度还
不够强，也说明保护山西历史文化，做好
文物抢救、修缮、恢复等工作，任重道
远，使命艰巨。要从历史文化和文物大省
真正走向强省，尚需时日，必须解决好人
才、技术等关键问题，争取更多的外在力
量支持。山西省省长楼阳生表示，“这次
与故宫博物院深化合作，就是要把山西的
文物资源优势与故宫博物院的人才、技术
和文博资源优势结合起来，让文物活起
来，让文化旅游业火起来。”

丰富的山西文博资源，加上雄厚的故
宫博物院人才技术力量支持，我们相信，
这样的强强联合必将为山西文博事业和文
化旅游带来勃勃生机。

☞ 充分认识文物的多元价值和多重作用，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不断拓展文物资源利

用途径，才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 梁 婧 刘存瑞

就是这么巧，两次去山西博物院，都

碰到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带着外孙看展

览、讲文物。细细聊来，知道老人姓张，

是煤企的退休女工，平日的爱好，便是拽

上孙孙、外孙逛省博、看文物。

“我看书上说，在一些西方国家，孩

子最早接受的教育是从博物馆开始的。在

那里可以看到历史留下来的灿烂瑰宝，可

以看到民族的根。或许孩子们并不知道根

为何物，但经过长期的熏陶和培养，文化

自豪感便会应运而生，延续的是属于他们

的文明和文化。”老人质朴的语言道出历

史文物之于我们及后代的重大意义。

文明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只有

大家都来守卫我们的文明家园，才能使古

老文明不断流、不遗失。文物保护无小

事，每一件事，都可能关乎于文明的传承

和延续。当你走进文化遗址时，怀着一颗

崇敬的心，不去亵渎它，不去破坏它，这

就是文明的守望；当你到一处文物古迹游

玩时，不乱摸，不乱画，这也是守望；当

你在面对壁画、古建筑等“脆弱”文物

时，不去刻意地损伤它，这也是守望。

历史是用来铭记的，文物古迹是用来

保护、珍惜的。对于老百姓而言，守望文

明并不难，只需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约束自己的行为，先不去破坏，再力

所能及地保护它、爱护它。从身边的一座

祠堂、一爿古建筑做起，再扩大开来，最

后会成为全社会的文明自觉行动。从一个

人的力量到一群人的力量，终将凝聚成一

个民族的力量。

守望文明 凝聚力量
□ 梁 婧

山西博物院门票上的鸟尊为该院镇馆之

宝，是晋国晚期青铜杰作。 梁 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