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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时代的传播特点
被广泛接纳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

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一头鹤发

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84岁的

牛犇和身后党员同志们齐声宣读入

党誓词。与此同时，贺页朵短短的

“宣誓词”也令人热血沸腾。两位党

员虽分处两个不同的时代，但拥有

着同样的初心。悄然间，一场横跨历

史与现实的对话让纪录片的张力顿

显。尾声处，当牛犇带领众人于贺页

朵写下入党誓词的榨油坊前庄重宣

誓，看着牛犇因激动而颤抖的手，观

众内心亦同样受到震撼。

微纪录片《十一书》共 11集，每

集用 5 分钟，再现了一位位共产党

人的感人故事。该片突破了传统纪

录片的表达方式，通过把故事和纪

实元素相结合，实现了重大题材的

高密度输出和红色主题在网络上以

短小精悍形态传播的尝试。

在文化学者周逵看来，“无论微

综艺、微纪录片还是其他短视频传播

内容的节目形式，都有力地证明了短

视频已经成为一种贴近时代、符合受

众观看习惯的传播形式，是对既有的

传统传播形式的补充和创新”。

数据刷新了人们对主
流视频的新认知

与 以 往 大 部 分 纪 录 片 相 比 ，

《十一书》邀请知名演员采用讲述

人的方式，加上情景演绎重现，让

书信内容变得更加生动，让英雄形

象变得更立体。“明星作为讲述人，

能够吸引青少年的关注，不过关键

是如何使二者更加契合。”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孙宏艳说。

在网络平台播出时，该片顺应

媒体融合时代移动优先的原则，每

集短小的体量，更加适合移动端、网

络平台的观看和分享，也更加符合

当代年轻人的观看习惯。相关数据

显示，《十一书》发布一周时间内，在

芒果TV、腾讯视频、快手、抖音等网

络平台的总播放量达 1.13 亿。在优

酷和爱奇艺两家平台的热度值均超

过 3000。其中，观看用户集中分布

在 18～29 岁年龄段。可以看到，该

片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准确

的数据刷新了人们对主流视频的新

认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张艺

璇认为：“这部纪录片让 11 位先烈

从屏幕中走到了现实，化为我们身

边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同龄青年，

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更

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双向交流格局联通了
历史和当代

打通历史与当下，在革命烈士

和当代观众之间找到交集，是主流

短视频实现最大传播效果的关键。

借助短视频的传播载体，微纪录片

《十一书》通过邀请牛犇、吕中、张嘉

译、李建义、吴樾、海清、张艺兴、杜

淳、黄轩、杨烁、赵秦、杨奇鸣 12 位

优秀演员作为主讲人，为观众讲述

了英烈们的感人书信。他们或以扮

演者讲述，或以切身经历体会，为观

众深情演绎“十一书”背后关于信仰

与牺牲的革命故事。在复旦大学新

闻学院研究员唐俊看来：“该片巧妙

地借用了艺人这个主观能动性很强

的元素，并给予他们一定的自身表

达空间，联系了历史与现实，形成一

个囊括了艺人与历史、历史与观众、

艺人与观众三个维度的双向交流格

局，让英雄人物与观众之间的联系

被构建起来，通过艺人自身的带动

能力加深了观众与历史的熟悉感。”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学

部长高晓虹评价该片，在艺术表现手

法大胆创新，着力从情感切入，挖掘

革命烈士丰富的内心世界，运用网络

时代的语言和叙事，把尘封的革命先

烈书信生动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实现

了历史与现实的隔空对话。“《十一

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普通人的视角

出发，将11位英烈还原为普通人，以

情动人，让观众产生共鸣共情，这也

符合当下的传播规律。”腾讯视频纪

录片工作室总监朱乐贤说。

随着5G时代来临，主流短视频

的传播价值还将进一步凸显。国家广

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副司长

李忠志说：“在网络视听这个空间

里，过去我们往往担心主流内容缺乏

吸引力，通过《十一书》的传播我们增

强了信心，看到了正能量主流价值的

力量。”（《光明日报》牛梦笛 胡锦雯）

从《十一书》看主流短视频如何深入人心

时节如流，岁月

不 居 。年 终 岁 末 ，不

同机构相继发布年度

汉 字 、汉 语 盘 点 ，国

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媒

体十大流行语：我和

我 的 祖 国 、金 色 十

年 、学 习 强 国 、中 美

经贸磋商、最美奋斗

者、硬核、垃圾分类、

先行示范区、基层减

负年、我太难了。《咬

文嚼字》编辑部、《语

言文字周报》等机构

公布的年度流行语与

之有重合也有不同。

年 度 流 行 语 盘

点，既是语言文字研

究领域的一件盛事，

也是整个文化界的一

桩“雅事”，而且被大

众看成是观察中国社

会、洞悉世道人心的

一 扇 窗 口 。因 此 ，年

复一年，如期而至，广受关注。今

年的年度流行语形态各异，既有

“我和我的祖国”“最美奋斗者”

“硬核”等与时代大局大势同频共

振的“钟鼓之音”，也有诸如“我太

难了”“好嗨呦”之类，反映社会风

尚、大众心态、百姓心声的“网言

网语”。“大珠小珠落玉盘”，尽显

汉语言文字的丰富性。

过去的2019年，我们的社交方

式、信息获取方式乃至生活方式，

都在发生更深刻改变。人们在为奋

斗者喝彩的同时，也对所谓的“996

工作制”产生质疑；既热衷于以“X

千万条，Y 第一条”造句，也在类似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表

达中展现着自我意识的增强、个体

个性的鲜明；盘他、雨女无瓜、柠檬

精、断舍离等等流行语，让很多人

感到摸不着头脑，一些人却高度认

同、非常默契，这提示我们，分众化

的社交趋势更加明显，不同社交圈

的人往往有着全然不同的文化生

态和话语体系。如果把这种巨大的

差异性放在 70 年岁月变迁的历史

长河中去观察，我们就会看到，这

种千差万别、百花齐放、形态各异，

展现的正是生活选择的自由、社会

文化的多元、人的个性的舒展。“和

而不同，各美其美”是社会繁荣进

步的体现。

语言是时代的风向标，读懂时

代，当从读懂语言开始。十多年

来，每至岁末，一串串闪现在语言

文字大潮中的流行语被“打捞”出

来。这种“打捞”，实际上是对国家

大势、世界风云、民生实事、社会

热点的“打捞”，是对时代变化、社

会变迁的“打捞”。一个个时代流

行语铺展在面前，嘴角轻扬，看似

波澜不惊地咂摸间，往往蕴含着

人们对自身生活、社会变革与人

类发展的深长思考，往往寄予着

拥抱更美好生活、更美好时代的

蓬勃进取心。“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新年已至，让我们整装出发。

我的故乡在吉林四平，故乡地

处松辽平原中部腹地，冬天漫长而

寒冷。记忆中，那里经常是大雪封

门，火炕往往成了家里最温暖的地

方。家乡人习惯把过冬称为猫冬，至

于猫冬如何解释，看看东北火炕上

趴着的懒猫就知道猫冬的含义。

猫冬的日子家乡人不适合出

门，好在家乡人早早就为猫冬做了

充足的准备，柴火垛的柴火堆得像

小山一样，菜窖里放满了土豆、红

薯、白菜、萝卜、芹菜，硕大的酸菜缸

里满满都是酸菜，猪肉也储备得充

足。锅里有肉，窖里有菜，屋外有柴，

一个漫长的冬季就在炊烟袅袅、白

雪皑皑中度过。

故乡冬季的炊烟里总有东北乱

炖的味道，虽然离开家乡多年，可

每当冬日来临，那味道就会萦绕在

我的心中，久久不会散去。东北乱

炖又名丰收菜，素有大杂烩之意，

即将豆角、土豆、茄子、青椒、番茄、

木耳、蘑菇、白菜等蔬菜配以葱、

姜、蒜、花椒、桂皮、酱油、盐、鸡精、

香油、料酒等调料，与猪肉、牛肉等

一同炖熟即成。东北乱炖有荤有

素，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是一道常

见的家常菜。

做东北乱炖不需要什么精湛的

厨艺，叶子菜洗净后要用手撕，像胡

萝卜、玉米、茄子要用手掰，这样做

菜易进味，还不破坏菜的营养，肉也

是切成大块的，一起扔进锅里，放上

调料，架上火咕嘟咕嘟就开炖。家乡

人做东北乱炖的锅不拘一格，有铁

锅、铝锅、铜锅、瓦锅、砂锅，盛菜从

来不用精致的器皿，一般都是粗瓷

大碗。

我家曾有一个用了三十年的做

东北乱炖的锅——说那是锅其实

不准确，它其实是一个搪瓷洗脸

盆。据母亲讲，这个搪瓷洗脸盆是

父亲 1953 年当上劳动模范得到的

奖品。到了 1958 年大炼钢铁时，父

亲上交了家里唯一的一口铁锅。

1959 年的冬天天寒地冻，全家人指

望吃东北乱炖的铁锅没了，母亲很

着急。父亲尤其爱吃东北乱炖，他

豁达地把代表自己荣誉的搪瓷脸

盆贡献出来当锅，于是在那段艰苦

的日子里我们全家还能有机会享

受东北乱炖的美味——当然，那时

的菜品远没有现在丰富。后来我们

日子过好了，家乡人吃东北乱炖用

上了砂锅、不锈钢锅，可父亲一直

不舍得丢弃他的“脸盆锅”，一用就

是三十年，直到锅底漏得都无法补

了才退休。

吃东北乱炖吃的是气氛，大碗

吃菜，大口喝酒，无不透着东北人

的豪爽和朴实。吃东北乱炖图的是

酣畅淋漓，一桌人围着一大锅热气

腾腾的炖菜，举杯挥箸，吃喝划拳，

脸上淌着油汗，吃到酣快时即使站

起来，一只脚踏上凳子，一手举着

酒杯，一手忙着夹菜，开怀大笑也

没有人说你不文明。你要是在吃东

北乱炖时拘谨放不开，细嚼慢咽，

往往会被家乡人笑话“不够爷们”，

那你以后就不好意思再在桌子边

“掺和”了。

家乡人喜欢吃乱炖菜，无论什

么食材只要能吃就可以扔进一个锅

里炖，经过火的洗礼，不同的东西消

弭了彼此的界限，真正做到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俗话说“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家乡人浓浓的东北乱炖

“情结”大概源于相对恶劣的自然生

存环境——在漫长难熬的冬日里为

了抵御寒冷和灾害，多年来逐渐养

成了讲义气重情谊的个性，大家都

有“一个锅里搅马勺”的饮食习惯，

既能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又能拉进

彼此的关系，何乐而不为？“饮食即

文化”这话一点都不假，家乡人性格

中的豁达、热情、包容都完美地体现

在这一锅乱炖之中。

今年秦淮灯会将突出
文化味和国际范

新华社南京 1月 6日电（记者沈
汝发）备受关注的秦淮灯会将于 1月

17日亮灯，今年将更加突出文化味和

国际范。这是 5日南京市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对外传递的信息。

据秦淮区副区长祁红介绍，作为

春节期间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和文化

惠民活动，本届秦淮灯会的时间为 1

月17日至2月11日，2月12日至3月

31日为灯会延展期，其中白鹭洲公园

展区延展至5月3日。灯会以“一城一

河”为轴线，沿明城墙、秦淮河、历史街

巷延伸，共设白鹭洲公园、夫子庙、十

里秦淮、老门东、瞻园、明城墙、大报恩

寺、愚园、公共氛围等9个展区。

“十里秦淮是历代文人雅士吟诵

的绝佳胜境，秦淮灯会也充满浓浓文

化味。”祁红介绍说，白鹭洲公园展区

以“大爱情怀”为主线，十里秦淮水上

展区挖掘沿河历史资源和人文轶事，

老门东展区挖掘“城南记忆”文化……

9个展区将从多角度讲述发生在南京

和秦淮的人文历史故事。

国际范也是本届秦淮灯会的一

大特色。据介绍，在 1月 17 日举行的

秦淮灯会亮灯仪式上，来自十多个国

家的大使、领事及留学生等将参与其

中。荷兰埃因霍温 GLOW 灯光艺术

节和台湾新北、上海豫园、西安城墙、

盐城大丰等地灯会，都将点亮秦淮灯

彩。白鹭洲公园展区还将展出由荷兰

画家设计的灯组。

第20届“相约北京”
国际艺术节
融入冬奥元素

1月6日，第20届“相约北京”国际

艺术节在北京启幕。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张旭、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朱咏

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

织委员会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韩子荣

出席启动仪式并观看开幕演出。

张旭在致辞时表示，历经20年发

展，“相约北京”国际艺术节紧紧围绕

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局，积

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在

艺术节的舞台上汇聚中外优秀艺术

家和艺术作品，充分展示世界多元文

化的魅力。经过多年积累，“相约北

京”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

大，已经发展成为中外文化交流领域

重要的品牌活动。

当晚，为纪念贝多芬诞辰 250 周

年，中日两国艺术家在国家大剧院联

袂演绎《欢乐颂“相约北京”开幕音

乐会》。据介绍，本届艺术节将有来

自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和

700 多位中外艺术家带来 60 多场舞

台演出和 3 个主题艺术展。“相约北

京”从本届开始到2022年，将融入冬

奥元素。 （据《中国文化报》）

陕西：多措并举
给田野文物
织上“安全保护网”

新华社西安 1月 5 日电(记者孙
正好)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田野文物保

护工作的实施意见》，陕西将通过加

强人防、物防、技防等综合措施建设，

织密、织牢文物保护安全网，有效遏

制田野文物盗窃、盗掘等案件，建立

“打、防、管、控、建”相结合的文物安

全综合治理体系。

据了解，陕西将以重要古墓葬、

古塔(地宫)等田野文物为重点，分年

度推进田野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安

全防范系统建设，加快建成省、市、县

三级文物安全监管平台；调动和鼓励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田野文物保护利

用，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引进专业安

保机构等方式，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

田野文物保护体系。

另外，将实现文物安全防范系统

与公安视频监控等安防系统联网，健

全从文物保护单位到县、市、省的四

级文物安全监控管理体系。2020年将

选择古墓葬、古塔(地宫)等不同类型

的田野文物作为试点，针对安全风险

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形成可复制推

广的做法。2021 年至 2024 年将推广

试点成功经验，逐步建成覆盖全省王

陵和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的重

点古墓葬、古塔(地宫)的安全技术防

范系统。

雪后鸥歌 汤青(安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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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短 视 频 成 为

互联网传播的新形式，其传

播形式尤其受年轻人的追

捧，许多优质内容为观众带

来了新的传播体验，成为当

下的一种视听潮流。近日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

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出品

的微纪录片《见证初心和使

命的“十一书”》（简称《十

一书》），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和好评，为积极传播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

了新的探索。

微纪录片《十一书》发布一周时间，在各网络平台的总播放量达
1.13亿，观看用户集中分布在18～29岁年龄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