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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石窟映文脉

述中国" 简 "

艺 术 广 角

爱奇艺、腾讯、优酷等网络平台快速

发展，由此衍生出网剧、微短剧的新形

态，足见融媒发展不断加速，为创作带来

深刻影响。随着 AI（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应用，融媒生态还将发生可以预见和难

以预料的质变，融媒生态的变化甚至是

迅疾变化，或将成为一种常态化趋势。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

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10.74 亿人，网民使

用率 98.3%，网络视听“第一大互联网应

用”地位愈加稳固。2023 年全年共上线

重点网络微短剧 384 部，较 2022 年的

172 部增加 1 倍多。调查显示，经常观看

微短剧用户占比达 39.9%，31.9%的用户

曾为微短剧内容付费。

微短剧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以及

随之伴生的审美偏好，剧集由长到短可能

是大趋势，也将进一步改变剧集产业业

态。2024 年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

“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为微短剧

发展培育正向的文化环境与文旅融合的

新路径，促使微短剧摆脱庸俗泛滥、乱收

费等不良状况，走上健康大道。微而不弱，

短而不浅，微短剧才能有长效发展。

AI 技术赋能影视创作，首先实践的

是微短剧和剧集大制作，由此形成“微短

剧和剧集大制作影响大，其他制作稳态

化趋势强”的格局。今年 3 月，电视剧《三

体·周年纪念版》上线，由原版的 30 集缩

减到 26 集，在尊重原本故事结构和内核

的基础上拉紧节奏，注重表达文明进程、

科学力量等主要内容。AI 微短剧也在蓬

勃发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神

话》《AI 看典籍》《英雄》《爱永无终止》

《奇幻专卖店》等产生了一定反响，显示

AI 微短剧的创作潜力。北京市广播电视

局指导，多家机构制作的《柒两人生》《三

星堆：未来启示录》《如果 AI》《AIGC 三

国》等微短剧，在题材、情节、想象力诸多

方面拥有纵跨古今的艺术视野，也有对

人情、勇气与爱的细腻表达。进一步融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技科幻等丰富题

材，进一步挖掘微短剧的创作潜能与形

式新意，技术与影视艺术结合的发展空

间让人充满想象、分外期待。

根据第三方的数据统计，当下剧集

市场“马太效应”犹存，大平台、大机构、

大制作仍然在吸引大部分观众的注意

力。几大播出平台在剧集创制、购买、竞

播等方面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强，二轮剧、

多轮剧在卫视黄金档播出成为常态。大

投入大制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剧

集质量、实现高效传播，但如果买方市场

过度集中，也会影响剧集创制机构在市

场上的议价自主权，从长久看，可能对市

场的充分竞争有所影响。让好剧接力绽

放荧屏，需要进一步激发各方创新创造

的活力。

渊戴清冤

中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而石窟

艺术则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历史上，

即使在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

作用下，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仍然得

以传承和发展。如今，中国的石窟艺

术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观赏。

在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便有著

名的中国石窟群。敦煌莫高窟、天水

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庆阳北

石窟寺、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

石窟、瓜州榆林窟……这些自魏晋以

来不断营造、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

大小石窟有 170 多处。它们千年不毁，

既是文化、艺术、科学的结晶，也是丝

绸之路历史的见证。

十几年来，我重点拍摄丝绸之路

上遗存的石窟，并以点带面，不断延

伸到全国 20 多个地区的 200 多处世

界文化遗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我不断创新自己的拍摄思路，希

望通过石窟艺术还原千年前的人物

形象，以及众多的社会生活场景，让

更多的人们了解和欣赏这一独特的

艺术形式。

渊撰文/摄影院任世琛冤

品“牍”两千多年前的“人与自然”

两千多年前，我国西北的生态环

境怎么样？汉代边塞有哪些野生动物

出没？汉代人和动物如何相处？今天，

让我们走进描摹历史细节的简牍“世

界”，开启一段寻“简”之旅，品“牍”两

千多年前的“人与自然”。

在西北出土的汉简中，频繁出现

了松、榆、槐等树种的名称，甚至显示

有不少当时的隧名和里名以树木命

名。“隧”是边塞承担候望烽火的基层

军事单位，“里”则为行政单位，类似于

现代的乡村一级。

树木丰茂，水草亦丰。以汉代居延

地区为例，也就是现在内蒙古额济纳旗

和甘肃金塔一带，被认为是汉代边塞水

产丰富之地。

居延汉简中不仅出现了大量如

“大司农茭”或“大农茭”等水生草本植

物的记录，在相关的渔产资料中，甚至

出现“载鱼五千头”等说法。

前方“野马出没”！居延汉简有关

“野马”的记录是珍贵的生态史资料。居

延“野马”简文很可能是世界上较早对

于这一野生动物品种的文字记录之一。

除了野马、野骆驼，在汉代河西走

廊地区出没较多的野生动物还有野

驴、野鹿、黄羊等，家养动物则有马、

牛、羊、驴、鸡、狗、猪等。这些动物种类

繁多，且数量庞大。

面对如此丰富的“动物世界”，汉

代人如何与它们相处呢？

在汉代，马匹是重要的生产、运

输、军队战备资源，汉代人极其“尚

马”，对马的分类、饲料供给、医疗措

施、登记制度都有明确的管理机制。

这匹马名为“铁柱”，简牍中详尽

记录了它的毛色、年龄、身高、性别、用

途等，可见当时古人对它的严格管理

和爱惜程度。此外还有追究马驹死亡

相关人责任的简册，这些都是汉代人

爱马、惜马的实例。

从汉简中得知，边塞戍卒常与动

物相伴，闲暇时甚至在珍贵的简牍上

“涂鸦”动物。虽然有的画得精细、有的

画得粗糙，但都形象生动、可辨形状，

也说明绘画者对动物的熟悉和喜爱。

为了保护赖以生存的动植物环

境，汉代人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在这份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文书中，重点描述了不同节令时

动物繁育的特点，并对如何实施有效

保护做了详细规定。

对于官吏和民众是否有效落实了

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的相关规定，

汉廷还安排专人定期检查，并写好标

签、列清事实后入库存档。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孕育

了丰富的生态文化。穿梭千年，汉代人

的生态治理智慧，与现代生态环境治

理理念一脉相承。

渊据新华社冤

国产电视剧———

以“质”致远

今年以来，《追风者》《繁花》《南来北往》《我的阿勒泰》
《庆余年第二季》《海天雄鹰》等剧接连热播，引发关注。国
产剧创作开掘主题题材、提升影像美学、探索艺术风格，不
断丰富内容供给，给观众带来多元的审美体验。与此同时，
微短剧蓬勃发展、AI 技术赋能等诸多因素形塑产业新业态
与新特征，助推剧集行业形成创新发展的大趋势。国产电
视剧向“新”而行，以“质”致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向“新”而行

题 材 出 新

向深向内发掘生活肌理与情感纹理

题材出新一直是剧集创作创新的基

本路径。作品表现什么，关注谁的生活，

不仅与创作者自身的生活阅历紧密联

系，更直接反映创作者的情感所系与艺

术态度。随着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脉动，

积极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

原则，国产剧对题材内容的开掘拓展愈

加深入。

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江河之

上》和《江河日上》，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可视化呈现。这两部作品为真

实事件的艺术转化积累了新的创作经

验。《江河之上》艺术化地反映了长江流

域环境司法改革和环境资源审判的生动

实践，交织还原了非法捕捞、装修污染、

废酸毁林、非法采砂等相关环保案件。

《江河日上》将真实发生的典型事件浓缩

在一座城市，让观众了解不同类型环境

污染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危害，引

发观众的反思，起到警醒作用。

年代剧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占据重要

地位，年代剧的叙事有着绵长的时间跨

度，承载着厚重的年代质感与人物的命

运沉浮。作为《大江大河》三部曲的收官

之作，今年年初开播的《大江大河之岁

月如歌》具有精神启示与时代镜鉴的

意义。剧中对社会变迁的细致摹写与

创业者的情感世界融合，宋运辉、梁思

申的意志品质与精神亮色在如歌的岁

月中得到检验和历练，雷东宝们在改

革大潮中的蜕变也被审视和反思。年

代剧特色同样鲜明的《南来北往》于今

年春运期间播出，是一部细腻醇厚的

优秀之作。该剧讲述改革开放之初两

代乘警的人生故事，通过火车，刻画出

列车上南来北往的众生相、铁路大院

生活的人间情。

金融题材创作有较高的专业门槛，

其话题与民生紧密相连。《追风者》《城中

之城》等剧在金融题材的开掘方面各具

特色。《追风者》中，上世纪 30 年代初上

海滩中央银行的高级顾问、海归英才沈

图南与徒弟魏若来，从紧密相伴到分道

扬镳，再到殊途同归，历尽千帆，红色金

融发展与红色金融人才的成长主线贯穿

始终。《城中之城》中，有才华有抱负的赵

辉在资本、人情的精准围猎下最终沦陷，

其命运故事带有警示作用。

《庆余年第二季》是跨媒介改编和系

列化创作的又一重要样本。在第一季的

基础上，《庆余年第二季》展开了更为宏

阔细密的叙事，完成了对古装剧创作的

创新探索。

与题材出新相比，对题材内容的深度

开掘更考验创作者的艺术把握能力。向深

向内发掘生活肌理与情感纹理，以深厚合

宜的现实主义表达，揭示特定时代环境中

的人物性格、人物命运及人性深度，新的

题材内容焕发艺术的醇厚美感。

美 学 向 新

汲取文学母本的养分袁构建野慢美学冶范式

随着《装台》《大江大河》《人世

间》等一批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的剧

集获得成功，让文学基因为剧集增添

骨血、补充钙质成为一种创作共识。

今年一些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

的现象级剧集，有的进行了似同实

异、比肩而立式的改编，有的对原作

者多篇作品进行了交融式的改编，这

些都彰显了改编创作中日益成熟的

艺术自觉，也积累了“以我为主”、创

新改编的新经验。

在影像美学上，也各有特色。《繁

花》的镜头语言摇曳生姿，光影、色

彩、景别造型富有美感，电视剧叙事

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在一定程

度上克服了影像对叙事的挤压，为电

视剧影像水准的提升带来启示。

作为一种新的审美经验与美学

范式，由《去有风的地方》《故乡，别

来无恙》等作品带来的“慢生活”“慢

美学”与“返乡叙事”等创作倾向值

得总结。在此基础上，《我的阿勒泰》

进一步拓新。剧中所呈现的边陲牧

场辽阔静谧，对身心合一的生活美

学与生活理念的鲜明追求，民族风

情、散文化美学与戏剧性的适度糅

合，使《我的阿勒泰》给观众带来沉

浸的美学体验。

都市情感剧聚焦不同年龄层人

群的人生境遇与情感心态。从去年的

《无所畏惧》《好事成双》到今年的《烟

火人家》《玫瑰的故事》《时光正好》

《承欢记》，女性的情感境遇、职场奋

斗等是这类作品重点表现的内容。这

些剧在爱情关系、家庭格局、职场生

活、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着较充分的

叙事表达，是融媒体环境中女性创作

者不断增多、女性观众比例较大在创

作面貌上的具体反映。需要关注的

是，个别作品存在过分渲染夸大现实

困境的表达，或对婚恋故事的艺术呈

现过于浪漫化。

真实的生活境遇呈现、鲜活的人

物性格塑造、可信的人物关系设置、自

然清新的表演以及高水准的影像品

质，始终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上半年剧

集创作在光彩夺目又多姿多态的美学

风格追求中，对文学母本丰富养分的

汲取，剧集改编创作中愈加自信的艺

术自觉，渗透在人生态度与日常生活

中的“慢美学”范式，都显示出剧集创

作的美学向新面貌。

业 态 更 新

融媒发展不断加速袁为创作带来深刻影响

炳灵寺石窟
麦积山石窟叶三体曳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