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本在各自“宇宙”精彩的影视剧与
非遗如今却频频融合，许多影视剧中开
始 出 现 非 遗 的 身 影 。 比 如《延 禧 攻 略》

《玉楼春》《清平乐》《梦华录》《当家主母》
《鬓边不是海棠红》中，出现的非遗就有
绒 花 头 饰 、皮 影 、风 筝 制 作 、缂 丝 技 艺 ，

《鬓边不是海棠红》让京剧成为了剧中不
可或缺的“主角”，《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
绢案》融入传统焰火打铁花，《梦华录》中
的茶百戏火出圈等。今年，这股势头来
得更为猛烈:《后浪》《正好遇见你》《为有
暗香来》都是非遗浓度极高的作品，而它
们 对 于 非 遗 的 利 用 和 呈 现 也 都 颇 受 关
注，引发了热议。随着越来越多的影视
作品与非遗相遇，我们开始更多关注当
影视遇到非遗到底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更 多 思 考 如 何 才 能 实 现 真 正 的 彼 此 成
就，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发挥行业价值。

电视剧《后浪》在讲述两代人传承中
医药非遗文化故事中，融入了中医生命
与疾病认知方法、中医诊法、针灸、中医
正 骨 疗 法 、中 医 养 生 等 中 医 药 非 遗 元
素。作为该剧出品方，优酷副总裁谢颖
表 示 ，希 望 通 过 影 视 剧 作 品 这 把“ 钥
匙”，为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打开一扇通
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大门。“通过

看剧，观众们对中医药产生兴趣，觉得它
并非深不可测，继而通过进一步的学习
了 解 ，可 以 获 知 令 我 们 受 用 无 穷 的 知
识。”

非遗元素赋予了影视剧浓厚的历史底
蕴与文化内涵，在创作中怎样用好影视化
的手段传播非遗？谢颖说：“让年轻人看得
懂、愿意看，在感受非遗等传统文化魅力的
同时，参与传播、传承，就要像文物修复师
那样，以‘诚’与‘敬’的精神，以‘一生做好
一件事’的态度，追求作品的高品质。譬如
非遗传承类的题材剧，要从创作伊始就要
调研非遗的历史、现状，捕获非遗精髓，针
对性地将非遗元素融入剧情，以及如何辅
助人物性格、推动整个剧情发展，这些问题
都要想明白，避免不恰当的处理。”

所 以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多 部 围 绕 非 遗
传承展开叙事的剧集大受欢迎，比如《一
剪芳华》以旗袍制作工艺为切入口，讲述
一代华服大师的成长故事；《一代匠师》
以莆田工艺美术发展为主题，讲述一代
木雕名匠的传奇人生；《早安，故宫》中，
女主人公从故宫文物入手，破解非遗传
承 难 题 ；《昔 有 琉 璃 瓦》《月 里 青 山 淡 如
画》中，主人公分别是承接非遗技艺的文
物修复师和古玩修复师⋯⋯影视创作者
用镜头语言和传奇故事，呈现出了传统
文化的服饰之美、礼仪之美、语言之美、
书法之美，让观众看到传统文化不一样
的打开方式，也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非
遗并不是“曲高和寡”的，而是与人们的
生活密切相关。

主编：庄伟伟 责任编辑：陈蕙茹 联系电话：028-86757864 美术编辑：马从达

Lifestyles

2023年11月23日
星期四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作者：晓辉

非遗寄寓着历史文明传承中积淀形成
的丰富思想内涵，是一整套独特文化传统
和民族价值体系。给非遗注入时代新的内
涵，促进传统因子和时尚文化的融会贯通，
影视创作无疑是多种传播形式中的最佳选
择。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非遗传播研究中
心主任杨红表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必然
需要年轻的目光。近年来，以非遗为题材
要素的影视作品数量与质量都在不断提
升，纪录片、综艺、电视剧等形式让年轻人
能在轻松与趣味中亲近文化、了解传统。
在影视中融入的非遗门类和项目不断丰
富，也帮助越来越多非遗在年轻人中“深度
种草”。

聚焦非遗“传统香制作技艺”的剧集
《为有暗香来》本月初刚收官，杨红教授以
此为例，分三个方面来剖析非遗新的出圈
力。

第一、嵌置情节发展，呈现中华非遗
魅力。杨红说，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
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独特的，与中国
人所独有的精神气质、智识取向、美学观
念相映射。影视作品要传播香文化，就
要同步传递制香人的精神与智慧、制香
用香环境的意境与审美。比如，传统香
制 作 技 艺 是 运 用 药 碾 子 、理 香 尺 、切 香
刀、倒香罐等工具，将香药、木粉、植物粘

粉等按比例配比后，经过和料、成形、晾
晒、窖藏等工序制成各种香品的纯手工
技艺。“在剧情后半段，剧中角色长公主
有一段制香过程的演示——她将配比均
匀的香粉一点点倒入香具中，按压均匀
后起模，又引燃放入香炉中——整个过
程表现得细致缓慢、凝神聚气。制香用
香 ，既 是 一 门 文 化 修 养 课 程 ，也 是 一 门
科学技术课程，非遗巧妙地嵌置在了剧
情 中 ，既 实 现 了 传 统 技 艺 的 展 示 ，又 配
合了剧情发展的节奏铺垫，使得非遗传
播功能与影视剧叙事功能巧妙结合。”

第二、充盈日常细节，传递东方生活
美学。在剧中有这样一幕：一根香药横
着摆放在器具上，有两个小球由一根细
细的线牵连着，一左一右挂在香药上，随
着时间的推移，香药一点点被燃尽，悬挂
在 上 面 的 丝 线 碰 到 香 头 的 高 温 后 被 燃
断，小球正好掉在桌面下方的铜盘里，发
出清脆的声响，华浅听到后被吵醒。这
是精巧的古代火计时器具，类似的还有
龙舟香漏与百刻香印，它可以同时起到
熏香与计时的作用，有点像现代的准点
闹钟，因而也被称为“火闹钟”。香漏出
现得很早，南朝梁代庾肩吾的《奉和春夜
应 令》就 提 到“ 烧 香 知 夜 漏 ，刻 烛 验 更
筹”。杨红认为，一点一滴日常起居的细

节中，既体现出中国古代生活的丰富多
样，也是东方生活美学最鲜活的写照。

第三、植入叙事场景，构建传统文化
空间。剧中有多场行业仪礼、节俗仪礼、
人生仪礼等传统仪式的场景，最具代表
性的品香宴中有一重要的猜香环节，猜
对香丸所用香料的宾客可以拔得头筹。
古人追求尽量减少烟气，香味低回而悠
长的焚香境界，所以要让香炉中的炭火
尽量燃得慢，火势微而久久不灭。只有
心情单纯、可以抛开味道去辨别香品的
人，才能猜出出处。“传统民俗仪式是浑
然天成的叙事场景，再现这些仪式也有
利于在剧中构建传统文化空间，是承载
非遗等文化事项的实践场景，让观众能
够更好地将非遗与生活联系在一起。”杨
红说道。

回顾近年来“影视+非遗”的发展历
程，可以看到非遗已然成为影视剧传播
中华文化、彰显主流导向、获得观众口碑
的密码，双赢的局面已然打开。尤其是
一 系 列 叫 好 又 叫 座 的 非 遗 题 材 影 视 作
品，引领行业形成了传播中华非遗、弘扬
传统文化的影视创作与内容生产潮流。

“从绒花、刺绣、缂丝到打铁花，《延禧攻
略》一经播出就成为了影视剧帮助非遗
出圈的典型案例。绒花制作技艺传承人

赵树宪制作的 10 多款绒花发饰在《延禧
攻略》中一一亮相后，因其缤纷而精致迅
速出圈，带火了传承人的小店，据说当时
他带着店里 5 名徒弟连轴转也赶不完接
到 的 订 单 ，工 期 排 到 了 半 年 甚 至 一 年
后。不仅是古装剧，非遗也成为了当代
都市剧的题材内容。比如在‘文化和自
然 遗 产 日 ’之 际 播 出 的 剧 集《正 好 遇 见
你》，巧妙运用了‘戏中戏’方式，通过纪
录片、小剧场、综艺、电视剧等节目形态
创新呈现花丝镶嵌、缂丝等一大批传统
美术、传统技艺等门类非遗项目，且表现
了当下非遗传承人不忘本心、传承文化
的生动故事，得到了口碑与流量的双重
肯定。”杨红徐徐道来。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来源于传统而又活态存在于当代人
身边。我国拥有极其丰富的非遗资源，已
有 43 个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名录、名册，位居世界第一；而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有 1557 项，省级及以下项目数
量则更为庞大。杨红教授相信，这些非遗
资源可为影视作品提供源源不竭的文化
IP、故事剧情、场景、服化道⋯⋯而通过与
互联网、传媒等各行各业的跨界融合，非遗
以更开放、时尚的姿态回归现代生活，尤其
是当代年轻人的关注视野之中。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青年学者李凯
睿认为，带有非遗元素的影视作品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荧屏银幕上，在年轻人中
掀起一股“国学热潮”。这些作品以考究
的细节还原非遗之精、以精妙的镜头语
言展现非遗之美，巧妙地把非遗元素与
剧情讲述结合起来，令观众耳目一新，让
非遗文化随着剧集的播出一起“破圈”。
不过，这些影视创作的非遗书写还停留
在为剧情服务的阶段。它们多以非遗元
素为叙事切入点，着重于展现非遗文化
的基本样态，同时，观众对剧中非遗文化
的讨论也主要处于“美”与“奇”的浅表层
面。今年的热播剧在题材上做了一些努
力和探索。比如《正好遇见你》采用了当
下电视剧比较少有的“剧中剧”形式，通
过主人公创作非遗文化类电视节目《传
承》，一个个精彩纷呈的非遗故事，向观
众呈现花丝镶嵌、沪式旗袍、玉雕、古瓷
修复等十余种非遗技艺，还让观众看到
一位位非遗传承人在传承之路上的初心
与坚守。“这些作品跳出了以往影视创作
碎片化呈现非遗元素的惯常思路，通过
影像叙事‘系统化’展现非遗文化，‘活
化’非遗传承，实现了从展示非遗元素到
聚焦非遗题材的创作转向，从而让观众
对非遗文化产生强烈的价值认同感。”

很多观众对《梦华录》中的“茶百戏”
眼前一亮，在《中国艺术报》总编辑康伟
看来，《梦华录》更是在文化想象建构上
一次具有新意的创新，是《梦华录》精品
化追求 的 集 中 体 现 。“《梦 华 录》的 文 化
想象有许多‘名场面’。如开场，在钱塘
茶 坊 中 ，随 着 赵 盼 儿 、孙 三 娘 和 顾 千 帆
陆续登场，豆儿果、桃花果子等茶点，以
及赵盼儿持壶添加紫苏饮的曼妙身姿，
行云流水般展现出江南文化之美；赵盼
儿 与 茶 汤 巷 老 板 们 斗 茶 ，对 茶 百 戏 、茶
器 等 细 致 入 微 的 展 示 ，特 别 是 赵 盼 儿

‘以拂弦之技，茶盏奏出阳关三叠’妙境
的 表 现 ，令 人 惊 叹 茶 文 化 之 美 ；永 安 楼
神秘的花月宴上，‘一壶酒、两幅画、三
首 诗 、十 二 道 名 菜 ’构 建 的 文 化 想 象 之
美，幻画为真地通过舞蹈来展现张萱名
画《捣练图》、周昉名画《簪花仕女图》，
令人惊喜。”

李凯睿还观察到，随着这一系列影视
作品在观众中走红，戏外各种非遗衍生品
开发也如火如荼。从观众纷纷在现实生
活中下单《梦华录》中女主角的拿手饮品，
到游客奔赴云南大理体验《去有风的地
方》中的白族扎染，与剧情相关的非遗衍
生品应运而生，并在产品类型、营销模式
等方面进行多元探索，成为剧中时空与当
下百姓生活连接的情感纽带。还有一些
片方和创作者致力于通过衍生品开发，
让非遗文化从镜头画面中走入人们的生
活中。比如《后浪》通过对中医文化的青
春叙事表达，激发青年观众对健康的关
注，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探讨何为
健康生活方式的热潮。《正好遇见你》以
苏州为主要取景地，选择的非遗技艺也
大多在江南地区诞生、流传。该剧播出
以后，很多年轻人到苏州打卡旅游，体验
非遗文化。出品方还联合相关旅游机构
打造了专属研学线路，让观众同剧中人
物一起，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并逐渐爱
上非遗文化。

“作为影视创作与非遗文化双向奔
赴 、迭 代 而 生 的 产 物 ，当 下 非 遗 题 材 影
视作品虽然创作理念、表达方式有所创
新，但在如何更好地平衡非遗文化与情
节 设 计 上 仍 有 一 定 的 提 升 空 间 。 希 望
创作者们再接再厉，将传统文化内容与
当 下 新 的 创 作 理 念 、新 的 讲 述 视 角 、新
的传播形态相结合，碰撞出更多火花。”
李凯睿说。

“轻罗团扇掩微羞，酒满玻璃花满头”。
从《延禧攻略》中的绒花头饰，到《当家主母》
中的缂丝⋯⋯手中扇和头上花这些影视剧
中角色同款，正在成为年轻人手中的“爆
款”，这也为传统技艺的市场化探索蹚出一
条新路。

经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绒花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树宪一双巧手，蚕丝和
铜条“变身”成五彩的花朵，佩戴在《延禧攻
略》剧中女性角色的头上，皇后清冷朴素、高
贵妃雍华、魏璎珞轻灵⋯⋯赵树宪和徒弟耗
时整整一个月，为剧组定制了10多款绒花发
饰，不仅为角色的标签“锦上添花”，这项始
于唐代的技艺也迅速出圈，剧中“同款”成了
消费者指名购买的网红。

2009 年 9 月，缂丝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
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唯一不
能被机器替代的织造工艺，缂丝有着“一寸
缂丝一寸金”的盛名。从《延禧攻略》开始，
常能看到缂丝的身影，剧中皇后娘娘爱用的
那把黄色团扇，就是苏州缂丝传承人顾建东
仿制的乾隆年间宫廷款《黄色纱贴绫绢桃树
双鹤图染雕骨柄团扇》，原版目前展陈在北
京故宫博物院中。顾建东参照原版以缂丝
形式进行改良，让扇子更为简约，拿起来更
加轻便。柔和的米黄色，搭配大气祥瑞的图
案，更能体现富察皇后温婉的气质。顾建东
介绍，缂丝制作起来费时费力，大体量的作
品一般为博物馆收藏或私人定制，但戏播出
之后，缂丝从扇子开始火了，剧中各角色的
同款就这样成为年轻人手中的“爆款”。

近年来，借用非遗元素提升影视剧品
质，影视剧亦促进非遗项目成功进行市场
化探索，双赢合作成为文化产业的新趋势，
同《延禧攻略》走出的绒花和缂丝一样，京
绣、花丝镶嵌、敲铜、纭裥绣、螺钿、扎染等
大量非遗工艺元素，通过更多剧作焕发新
的光彩。

不仅如此，互联网浪潮下，越来越多非
遗传承人走进直播间，利用短视频来展示
非遗文化，销售非遗产品，传承非遗技艺。
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 10.79 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
10.26 亿人。“从 2019 年开始，短视频有了
特别明显的转型，内容上体现出鲜明的文
化赋能特点，比如刺绣、剪纸、印染、皮影、
竹编等非遗，借助短视频平台变成了网络
传播的热词和热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杨乘虎观察到。

抖音发布的《2023非遗数据报告》显示，
截至今年5月，抖音上平均每天有1.9万场非
遗直播，平均每分钟就有 13 场非遗内容开
播。过去一年，非遗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达
194%；在平台购买非遗好物的消费者数量为
上一年的 1.62 倍。抖音电商销售额最高的
100 位非遗传承人中，90 后占比 37%，带货成
交 额 破 百 万 元 的 传 承 人 数 量 同 比 增 长
57%。短视频与直播，正在成为古老非遗与
现代生活的连接。

非遗，影视创作的流量密码
10月17日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周

年的日子，世界各地都在

举行各种形式的20周年

纪念活动。尤其在中国，

成都国际非遗节、北京国

际非遗周、2023黄河非遗

大展接踵而至，上周日在

昆明闭幕的 2023 中国国

际旅游交易会还特设了

非遗体验展区，这两个

月，公众通过精彩纷呈的

展览、展演、体验活动，共

享非遗。

非遗，也正在成为影

视创作的“流量密码”：《国

家宝藏》《传承者》《了不起

的匠人》等节目，通过细腻

具象的记录与讲述，呈现

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明

与独具匠心的非遗传承故

事。《鬓边不是海棠红》《去

有风的地方》《梦华录》《后

浪》《为有暗香来》等电视

剧，通过剧情加持下的演

绎与创新，展现了不同程

度、不同类型的非遗风

貌。当“非遗+影视”不断

拓宽着边界与影响，完成

了从单一化向多样化的进

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

了观众对历史、美学与生

活的深度感知。

“我始终相信，传统

不是过去式，它就像一片

旷野，四处闪动着小火

苗，那是匠人滚烫的热

情，还有他们手心里的温

度。”这是《正好遇见你》

剧集末尾手艺人的真情

流露，同样也是每个观众

的热切期盼。希望有更

多的非遗题材电视剧能

够涌现出来，这或将成为

影视发展的新破局点。

深度种草，需要做对什么？

当剧中同款
成为爆款

影视剧作品中呈现的非遗技艺缂丝、扎
染、绒花、花丝镶嵌、盘金绣、打籽绣

成为剧中时空与当下
生活连接的情感纽带

看到传统文化
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专 家 观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