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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剧 向精品化迈进 现
实题材成绩斐然

经过2019年的调整蓄积，网
络剧在2020年迸发出活力，求新
求变的意识在增强，题材结构、创
作观念、运营模式等都有了显著
变化，艺术水准和思想价值实现
提升。一批聚焦现实生活、回应大
众关切、呼应时代审美的网络剧
集中涌现，《隐秘的角落》《沉默的
真相》《我是余欢水》《穿越火线》
《不完美的她》等悬疑剧、短剧、行

业剧大放异彩，不断向专业化、精
品化方向迈进。

据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数
据显示，2020年全年上线网络剧
230部，比2019年增长14%。网络
首播电视剧80部，其中64部仅在
互联网播出，与2019年65部基本
持平；16部首先在互联网播出，是
2019年的两倍；超前点播剧有47
部。从播出形式上来讲，台网之间
有越来越多的密切合作，“先台后
网”“先网后台”“台网同步”3种播
出形态依然存在，但“先网后台”
的作品在2020年明显增加。

网络电影 构 建 新 生 态
“主旋律”成为新风向标

随着传统影视与网络影视的
边界不断消融，愈来愈多来自各
领域的影视人也都在为网生内容
的发展贡献力量。2020年网络电
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
批可看性强、反映时代精神的主
旋律佳作，精品意识正在成为行
业共识。《中国飞侠》《狙击手》《春
来怒江》《奇袭·地道战》《辛弃疾
1162》《树上有个好地方》等为代
表的一批作品，通过精良的制作
引起大众关注，审美与向善越来
越突出，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

在政府部门的扶持、播出平台
的关注和制作机构的努力下，网络
电影内容生产已经跨上了新台阶，
行业规模、投资体量、内容创新、制
作水平等方面走上正轨。据国家广

电总局监管中心数据显示，2020
年全网共上线网络电影659部，相
比2019年小幅增长3%；分账票房
破千万网络电影60部，相比2019
年的34部增长76%。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
光表示，因为疫情的原因，2020
年的网络影视在满足群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也呈现出了更多的亮色，“创
作者们以自己的创作巧思，将‘中
国式大片’的风向引入网络电影
领域，弘扬爱国、和平等价值观的
同时，用一个个好故事为网络电
影的‘升维’添砖加瓦。”

网络综艺 类型赛道趋势
明显，“她综艺”崛起

在政策和市场等因素的积极
引导下，2020年网络综艺节目围
绕主要受众，打造了一系列符合

青年人题材兴趣、观看习惯、审美
偏好的网络综艺节目。其中，《青
春有你第二季》《创造营 2020》
《乐队的夏天第二季》《这！就是街
舞第三季》等影响较大的头部节
目、“综N代”节目已经成为塑造
网站风格的独特标识。

2020 年全年上线网络综艺
229档，相比2019年的221档略有
增加。其中“综N代”节目60档，占
比26％，比2019年增加8档；真人
秀节目74档，占比32％。腾讯视
频、爱奇艺、优酷、芒果TV4家网
站独播的网络综艺占全网77%。

值得一提的是，“她综艺”成
为2020年网络综艺节目的新方
向和新视角。以《乘风破浪的姐
姐》《奋斗吧主播》为代表的几档

“她综艺”节目，凭借女性群像出
圈，更深入挖掘女性力量与思想，
将价值观的引导和重塑注入综艺
节目之中。 （人民网蒋波）

主旋律引领 精品化发展

2020年网络原创节目成绩单出炉

在我的家乡赣南的很多地
方，过年或者办喜事的时候，饭桌
上都少不了荷包胙。荷包胙又叫
状元菜，是一道历史悠久的名菜。

对于故乡的人们来说，它不
仅是一道美食，还代表着喜庆、
团圆和吉祥，更代表着人们对于
美好未来的期盼和追求！

荷包胙其实就是荷叶包起来
的肉。我的家乡人又将荷包胙叫
作状元菜，这里头就有故事了。

清乾隆年间，南安府（治所
在今大余县）有一戴姓人家，戴
家公子戴衢亨十分聪慧，24岁那
年即高中状元。消息传回来后，

南安府锣鼓喧天、一片欢腾——
这可是南安府出的第一个状元！

戴家大摆宴席，宴请亲友。
没想到，前来贺喜的人远远超出
预期，大家都想来状元家吃上一
口肉，讨个好彩头。

宾客太多，全部宴请不现
实。于是，戴家人想出了一个主
意，让每位前来贺喜的客人都提
一只荷包胙回家，这样客人一家
老小就都能尝到状元家的肉的
味道了。

状元家的荷包胙，制作自然
更加考究，全部被包成状元帽的
形状。从此以后，状元菜的名字
就叫开了，且家家户户都效仿戴
家，将荷包胙包成状元帽形，希
望可以沾沾“状元气”。

直到今天，原来南安府所辖

的地区仍将荷包胙包成状元帽
的形状。

正宗的荷包胙的做法是很
讲究的。首先，得准备好荷叶
——上好的荷叶必须是自然晒
干的，待到用时取出来用水泡软
即可。然后，将新鲜五花肉切成
块放入大盆中，加入糯米粉、籼
米粉、糖、盐、油、肉汤等拌匀，腌
制两三个小时。

肉腌好后，取两三张泡好的
荷叶，放在平板上叠起来，拿土
钵碗舀上一碗肉扣在荷叶上，再
将荷叶折成下圆上尖的状元帽
形状。所有的荷包胙都折好后，
整齐地摆放在木甑里。有的师傅
手艺好、分量拿捏得准，荷包胙
层层叠在一起，全部放好后，木
甑刚好装满。

接下来，在大铁锅里加水，
把木甑放在锅上开始烧火蒸，一
般半日左右肉才能蒸熟。

蒸荷包胙的时候，开头得用
大火把肉蒸熟，之后再用文火把
肉蒸烂。蒸熟后，香气从木甑里飘
出来，荷叶的清香中夹着米粉和
肉的醇香，从厨房一直弥漫到大
堂。打开木甑盖子的一刹那，浓郁
的香气扑鼻而来，让人陶醉。

荷包胙端上桌时，荷叶上
还鼓着小水珠，这时需要两人
同时用筷子把荷叶夹起来。荷
叶里包裹的米粉肉是浅黄色
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荷香，又
透着糯米的幽香，让人垂涎欲
滴。从米粉里夹起一块热腾腾
的猪肉放进嘴里，入口即化、油
而不腻、口齿留香。

如今，传统文化赓续传承的接
力棒交到了我们手上，更要与时俱
进、推陈出新，别让传统文化只有
传统，别让历史记忆只成为历史

燃、炫、潮——这些常被年轻
人用来形容流行时尚的字眼，出
现在最近一档传统文化节目《上
线吧！华彩少年》的评论中。让人
不禁好奇，这是一档怎样的节目？

原创民谣中融入悠扬的黄
梅戏，快板、京剧和流行的说唱
结合，中国古典舞混搭街舞……
央视综合频道推出的《上线吧！
华彩少年》，向观众展现了青春
力量和传统文化的相遇。35名少
年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实力不
凡的高校学子，有功底扎实的院

团演员，还有非遗技艺传承人。
婉转吟唱、水袖挥洒间，跃动着
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融入巧
思的现代表达。

其实，这几年类似的“破壁”
和相遇并不少见。重大考古项目、
精彩文化展览，总是引发“围观”；
许多纪录片和短视频将镜头对准
非遗技艺，获得高分点评；《中国
诗词大会》《中国诗词小会》等文
化类综艺播出，掀起观看热潮；既
有颜值又有底蕴的创意产品，成
为电商爆款。“与古为新”，为越来
越多人创造了亲近传统文化的场
景，让传统文化以更轻盈灵动的
姿态走进年轻人的心灵。

我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内涵丰富。从诗词歌赋到曲艺
戏剧，从节庆民俗到书法绘画，
诞生之初都源于当时人们的生
产劳动。比如，有人把《赠汪伦》
比作李白告别好友而发的朋友
圈，形容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

“说唱艺术”的统称。传统的河
流行经不同时空，在薪火相传
中走到今天。如今，传统文化赓
续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手
上，更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别让传统文化只有传统，别让
历史记忆只成为历史。

想要为传统文化“上新”，离
不开理念的更新。不是穿上汉
服、练段武术就叫传承，要找到
有共鸣的视角、有深度的思考，

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向
更多人传递我们的精神之美、价
值之美，让传统文化和现代表达
美美与共，而不是汲汲于符号的
堆砌，止步于空洞的表面。

传统文化历经岁月风尘，依
然华彩焕然，离不开守护者和传
承人的参与、呵护、激活。也呼唤
更多这样的参与，为传统文化的
持续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内在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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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 月
27日电（记者 邓瑞璇）
《新青年》季刊创刊号、
潘鹤的雕塑《艰苦岁
月》、关山月国画《绿色
长城》、唐大禧的雕塑
《猛士》……人们耳熟
能详的多个文艺作品
26日起在广州“时代先
声——广州文艺百年
大展”集中展出。

由广州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广东美术馆
主办的“时代先声——
广州文艺百年大展”
26日在广东美术馆开
幕，展期将持续至2月
23日。

展览分为“旱天
雷·心向光明（1921—
1949）”“得胜令·红棉
璀 璨（1949—1978）”

“风云会·南国春早
（1978—2012）”“步步
高·出新出彩（2012—
2021）”以及“广州文艺
百年大事记”“广州文
艺百年大家”和“广州

百年文艺经典影像馆”7个板块。
展出的一千多件藏品作品包括现
当代的文艺精品、历史文献、报纸
期刊、名人信札、音像实物等，展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波澜壮
阔的文艺史实和灿烂辉煌的文艺
创作成就。

展览还利用新媒体方式、融合
多种视听手段展现经典作品。通过
手机扫描，观众可以与名作合影，
了解展出作品背后的故事。此外，
还设有VR虚拟展馆，观众可身临
其境在线观展。

“广州文艺百年成就斐然，有
‘敢为人先’的美誉。”广州市文联
主席李鹏程说，广州各文艺门类全
面发展，均有名垂青史的代表性人
物和作品，但对其系统研究还有待
深入。

为配合展览的举办，广州市文
联编辑出版“广州文艺百年丛书”
系列，系统呈现广州百年来丰硕的
艺术成果与文艺史研究成果。

新华社武汉 1 月
26日电（记者 喻珮）记
者近日从盘龙城联合
考古队了解到，位于武
汉的盘龙城遗址考古
取得重要收获，该遗址
发现一处面积约 3 万
平方米的铺石遗存，年
代为商代早期，或为祭
祀遗存。专家分析认
为，如此大规模遗存的
发现，进一步印证了盘
龙城作为商王朝南方
中心城市的地位。

盘龙城遗址位于
武汉市北郊，总面积约
3.5 平方公里，主体年
代为夏代晚期至商代
前期。盘龙城遗址的考
古工作至今已持续60
余年。自2013年以来，
由武汉大学长江文明
考古研究院牵头的联
合考古队在此持续开
展考古发掘，揭示出城
市的聚落布局、城市铸
铜生产、遗址景观变迁
等信息，深化认识盘龙
城遗址的性质。

盘龙城遗址考古
发掘领队、武汉大学长
江文明考古研究院教
授张昌平介绍，2019
年至 2020 年，考古队
在盘龙城杨家湾北坡
进行了大面积揭露发
掘，发现部分区域石块
铺设整齐，反映出人工修砌的迹
象。其中保存较好的第三号台基，
由石块整齐修砌成一个近方形的
台基，长2.4米、宽2米，周边可见
一圈烧土迹象。同时，考古发现在
台基建筑的周边有多处较深的灰
坑，填土为纯净的黑土、黄土和红
土多层叠压，反映出古人在此密集
的活动。

专家认为，该遗址或为一处大
型的、连续多年使用的祭祀场所。
如属于祭祀遗存，如此高规格、面
积在3万平方米的祭祀遗存，在长
江流域夏商周考古中极为罕见，为
解读盘龙城遗址的聚落性质、布
局，长江流域先民信仰活动提供了
极为重要的材料。

盘龙城是目前所见夏商时期
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城
市，也是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明最
具代表的聚落。盘龙城遗址考古工
作属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课题
下的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夏商
周课题）项目。

沈阳故宫“贺岁迎春”展
再现古人对吉祥福寿的祈盼

新华社沈阳1月 26日电（记
者 赵洪南）沈阳故宫近日推出“贺
岁迎春”线上展，展览以吉祥文字
为主题，遴选沈阳故宫馆藏带有
福、寿文字的清宫精美文物，展示
古人对吉祥与福寿双全的祈盼。

在展品中，清红缎平金锁线蝠
寿活计一套共八件，其中包括荷
包、表套、扇套、镜套等，活计表面
均以红缎为面料，上用平金锁线绣
出“福”字，两侧绣有蝙蝠、寿桃，蝙
蝠代表“福”，寿桃表示“长寿”，组
合在一起寓意着“福寿双全”。“活
计是织绣类小件配饰的统称，可以
有多种组套与搭配形式。”沈阳故
宫博物馆馆长李声能说。

另一套受到关注的展品清银
镀金寿字火碗一套共四件，由盖、
碗、底架和酒精小碗组成。碗底为
三足立体支架，各有如意头护腿，
架底部中央为放置酒精的小碗，点
燃后可为火碗保温。这件火碗应该
为皇帝寿宴所用器具，是清宫典型
的御膳器皿之一。

李声能表示，在中国古代器物
上，经常出现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
纹饰，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和现实
世界的希望与热爱。在这些图案纹
饰中，往往加上一些吉语文字，如
福、寿、万、喜、大吉等字，表达人们
内心的愿望和祝福。

喜庆吉祥状元菜
邱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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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网络原创节目持续发力，加速推进高质量发展，亮点迭出。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公布了2020年网络原创节目（网络剧、网

络电影、网络综艺、网络纪录片、网络动画）主要数据。数据显示，2020

年网络视听平台全年上线网络剧 230 部、网络电影 659 部、网络综艺

229档、网络纪录片259部、网络动画片39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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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更新，传统文化“上新”
管璇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