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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假期期间，在隋唐洛阳城应天门景

区内，“唐妞”讲解员张怡曼点击手中巴掌大

的智能操作设备，50 米的巨幅壁画《应天长

歌》便“动”了起来，一幅大唐盛景仿佛穿越时

空，呈现眼前。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此

情此景，千百年后再次读到北宋名臣司马光

的这一诗句，依然会让初来洛阳的人们心潮

澎湃。

文化 IP 的系列打造与创新性影视表达

文化在换来流量热度的同时，也给当地城市

品牌形象、文旅融合升级等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让悠久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打开

方式”。

“潮”起来
传统文化强势“圈粉”

2021 年岁末，爱奇艺自制剧《风起洛阳》

风靡网络。制作团队用 1.5 万组道具、100 多

处复原场景、5000 多套精美服装，使洛阳美

学“破圈”突围。剧中人物所食用的饆饠、胡

辣汤、馎饦、水席、酥酪等地域美食令人垂涎；

伊水河畔卢舍那佛的雍容微笑、娇嫩华贵的

牡丹，神都 109坊、南市等高度还原的建筑风

格，使古都的市井烟火跃然屏上……一夜之

间，人人都神往洛阳。

剧集收官以后，属于这座城市的繁华故

事才真正开始——洛阳以此为契机，打开了

一条文化融合发展的全新路径。

借着影视热度，洛邑古城“风起洛阳”影

视 IP 综合项目应运而生：爱奇艺通过故事类

IP 打通了剧集、综艺、动画片、纪录片、电影

等 12种产品形态，结合当下最受欢迎的文创

产品如玩具、服饰、家居、饮料等，打造 IP 宇

宙，全面展示洛阳文化；而洛阳文保集团作为

国有平台，深度融入爱奇艺“一鱼十二吃”商

业模式，联合出品人文探索节目《登场了！洛

阳》、纪录片《神都洛阳》，并与洛阳市文旅局

联合，布局主题酒店、大型沉浸式剧本杀、VR
全感电影……助推“影视 IP”与文化旅游发

展的双向赋能。

从《唐宫夜宴》到《帝后礼佛图》，从《洛神

水赋》再到《龙门金刚》……洛阳符号开始频

频占据人们的视野。同时，华服走秀、诗词鉴

赏、国乐表演、美食品尝、国风鉴宝等各类文

创产品、文化活动层出不穷，人们和传统文化

的距离一点点被拉近。

身着红绿襦裙，摇摇晃晃踏着小碎步，怀

抱各式传统乐器……在隋唐洛阳城九洲池景

区，不少游客与一群萌娃版“唐宫小姐姐”不

期而遇，她们可爱的舞蹈赢得了众多叫好喝

彩，也收获一众粉丝合影留念。

“唐朝乐舞是中国唐朝的传统舞蹈艺术，

经汉朝百戏在舞蹈技巧上的飞跃及南北朝中

外乐舞交汇后，达到了一个更趋成熟的新境

界……”除了带领大家游园赏景，萌娃版“唐

宫小姐姐”还向游客们讲起了唐朝乐舞的由

来与发展，当起了“文化代言人”。

“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要契合时代潮

流。通过故事化、人格化而非说教式的手段，

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美融合。”洛阳文保集

团董事长辛俊峰说。

“融”起来
沉浸式体验激活创新基因

春节开始，洛阳龙门石窟的《无上龙门》

沉浸式体验馆一到节假日就人潮涌动。这个

利用龙门石窟景区闲置建筑空间所打造的光

影视觉盛宴，自今年春节投运至今，凭借游客

超高满意度频频问鼎洛阳本地相关休闲娱乐

榜单 TOP1。
同时，即将开门迎客的牡丹博物馆借助

现代技术，结合高清激光投影融合拼接、全

息成像等技术，美轮美奂地展示众多牡丹元

素，并创新设置艺术品鉴、互动体验等区域，

利用数字手段创新展示方式，科技感、沉浸

感十足。

在新资本、新技术、新产业、新市场的

多重驱动下，洛阳文旅产业迈向创意创新

激活城市文旅资源，提升体验经济增量转

化的新阶段，成为激活文化守正创新的动

力引擎。

“活”起来
以“文”的元素“化”发展新路

走进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可以聆听文物“开口说话”。博

物馆在实物展示基础上，辅以图片、文字、油

画、沙盘、模型等，充分融合多媒体、触控屏、

数字化等科技元素，通过“玉器制作工艺情

景全息动态复原”“我为夏都造园林”等互动

游戏，让观众在博物馆内边逛边玩。在数字

馆的“最早中国”展示区，二里头遗址诸多的

“中国之最”通过三维特效“活”了起来，“最

早的中国”仿佛触手可及：最早的城市干道

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宫殿建

筑群。

“在现代技术的赋能下，洛阳市政府投资

近千万元打造数字化博物馆，通过先进的数

字技术全面复原展示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

二里头文化整体面貌，为夏文化插上数字的

翅膀，让文物‘活’了起来。”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副馆长侯玉珂介绍。

“平时东幸洛阳城，天乐宫中夜彻明。”随

着“夜经济”走入人们的眼帘，洛阳市趁势而

上，以古都文化做引，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

卷：洛阳以“古都夜八点”为基础，“古城夜韵”

灯光秀、“池上繁华”古装演艺等特色主题活

动令人应接不暇，老城十字街、洛邑古城、龙

门古街等“夜洛阳”地标将夜资源连点成线、

串珠成链，文化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小强牛肉馆人声鼎沸。这是老板金志强

一天中最忙碌也最开心的时刻，“一旁是千年

前璀璨的盛唐文化，眼前是烟火气息十足的

城市夜生活，这就是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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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2021 年，随着《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登场了！洛阳》《风起洛阳》等节目、剧集

上线，洛阳这个曾一度被认为是“空有千年古都的繁华光辉，却找不到融入新时代良

方”的十三朝古都，似乎找到了一条搏出存在感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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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IP 的系列打造与创新性影视表达，让十三朝古都成功实现文化“破圈”——

““若问古今兴若问古今兴废事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请君只看洛阳城””

艺 评G

罗筱晓

1.2亿元。这是刚刚过去的清明档电影

市场的总票房。除去 2020年全国电影院因

疫情歇业外，该票房营收额创下了 10 年来

同档期最差成绩。

导致票房惨淡的原因有目共睹。根据

数据统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截至 4月 2

日，全国营业影院总数为 5671家，全国影院

营业率为 47.1%。在关闭电影院的城市中，

上海、深圳、南京等都是重点票房城市。尤

其是上海，长期占据着国内票房产出第一名

的位置。

全国超过一半的电影院无法正常营业，

除了直接让观影人数大量减少外，也影响了

新片的上映。在本轮疫情发生前，曾有 10

多部影片官宣定档清明假期。其中，既有人

气明星朱一龙主演的主打亲情牌的《人生大

事》，也有由影坛常青树刘青云领衔的港片

《神探大战》。此前，业内还对拥挤的清明档

寄予了厚望，希望有影片能像去年同期上映

的《我的姐姐》一样成为黑马，更希望它能开

启电影院 2022年的春天。

然而 3 月底，先是《人生大事》和《神探

大战》同日宣布因疫情原因延期上映，随后，

多部影片也相继撤档。等到清明假期开始

时，影院内剩下的只有前期已上映的“旧片

子”和两三部小制作影片，这自然会影响到

消费者走进电影院的热情。

与国产电影“知难而退”不同，3 月以

来，已有包括《新蝙蝠侠》《神秘海域》等在内

的多部好莱坞电影相继上映。此外在 4 月

剩余的时间内，还有以《神奇动物：邓布利多

之谜》为代表的一批外国电影将引进上映。

不过，从进口片在清明假期前后的表现来

看，要靠它们拯救院线似乎有些勉强。一方

面是因为部分进口片此前已上线流媒体，一

些观众得以提前观影；另一方面，即使顶着

大片、经典 IP 甚至比国外还提前上映的头

衔，大多数进口电影的号召力也不如从前

了。比如，在没有太多竞争对手的情况下，3

月中旬上映的《新蝙蝠侠》目前为止票房尚

未突破 1.5亿元。

不久前，“中国观众为什么不爱好莱坞

大 片 了 ”这 一 话 题 曾 登 上 社 交 媒 体 热 搜

榜。不只是《新蝙蝠侠》票房平平，前期在

流媒体上线的《蜘蛛侠：英雄无归》在口碑

方面也扑了街。显然，如果说 2012 年上映

的《复仇者联盟》让中国观众在大屏幕前见

识了何为电影工业下的优质产品，那么经

过 10 年时间，不少观众的审美能力和判断

标准都有了大幅提升，只靠复制粘贴故事

套路和视觉设计的电影已不能满足人们的

观影需求。

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国产电影

之中。在经过近几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电

影市场接连遭遇了瓶颈或困境。究其原

因，最主要的还是缺乏好创意、好故事，而

疫情不过是将这些问题进一步放大罢了。

说到底，局部疫情暴发导致影院停摆不是

常态，如果有质量过关的片源，如果观众不

用在全部“就那样”的影片中勉强做出选

择，相信依然会有不少消费者愿意走进电

影院。

院线清明档的失意已成事实，但它并不

能代表未来电影市场的走向。除了前期撤

档的几部有一定期待值的电影，也有部分新

片瞄准了即将到来的有 5 天假期的“五一”

档期。如果到时候疫情形势能有所缓解，相

关影片的质量能获得认可，那么，电影行业

迟到的春天或许就真的能开启了。

清明档“凉”了，不只是疫情惹的“祸”

本报记者 李玉波

黄河与万里长城唯一交汇的地方是哪里？“孟姜女哭长

城”哭倒的是哪一段长城？河西走廊地区的汉长城有哪些特

点？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节目《长城长》中被一一揭晓。

《长城长》是近期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推出的一档

以长城为主题的文化综艺季播节目，围绕长城文化，以“综艺

答题+文化解析”的形式，在寓学于趣中，与场内外观众一起穿

越长城沿线，发掘长城背后的精神文化内核。《长城长》开播当

日，奔腾融媒客户端、视频号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同

步直播，节目亮点碎片化内容也得到网友大量转发，在新浪微

博“内蒙古卫视长城长”话题下，开播首期互动量逾千万。

以知识竞答为主线，《长城长》将有关长城的历史故事融

入歌舞、戏曲表演之中，赋予了节目别样的舞台呈现。

《长城长》总导演郭慧说，每期节目会以一场集音乐、舞

蹈、实景演绎于一体的文化大秀及“长城文化解读官”生动有

趣的主题讲演开场，主题内容涉及“丝路古韵”“昭君出塞”“抗

战烽火”“生生不息”等题材。现场声、光、电、大屏幕视频配

合，开启本场长城探知之旅。

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迅速崛起。从《中国诗词大会》

掀起的诗词文化浪潮，到《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文化节目的

走红，文化类节目不断涌现，并成为电视界的一股“清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何让传统文化和当下产

生强关联，如何引发年轻观众的共鸣和碰撞，如何平衡传承和

创新？这都是对原创文化节目的巨大挑战。

郭慧认为，文化类节目要想走得更远就得不断创新，文化

类节目不仅要成为“智慧的化身”，还要集音乐、舞蹈、实景于

一体，将多种节目样态与文化元素嫁接在一起。好的文化具

备流行的潜质，但是在内容同质化的今天，策划者需要具备深

度挖掘内容独特价值的能力，将优质内容的价值放大，并且找

到传统文化与当代内容消费者之间的连接点，通过精细的社

交化运营传播，才能助力好的内容出圈，“节目的火爆让我们

更加坚定了信心，透过《长城长》节目的延伸，长城文化被更多

人触摸、熟知，让大家来共同了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整个

交往交融交流的过程，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文化类节目从兴起到兴盛，既是价值的回归，也是时代的

必然。感官娱乐固然可以解压放松，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愉

悦，才是人类精神价值的根本体现。

对于电视文化类节目下一步怎么走，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宣传司司长高长力看来，如果节目营销推广做不好，将来也

很难持续，“电视文化节目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瓶

颈。首先是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除了政府的引导，社会各界

的喝彩，一个节目生存发展还要在市场大潮中进入良性循环，

自我造血。”

《长城长》火爆“出圈”
文化类节目如何走得更远

视 线G

河北广宗：“花海课堂”觅春光

文化和旅游部新闻中心制图

4月7日，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
件只乡东张魏小学美术老师在桃园
中指导学生写生。该校依托校门口
的花海田园，开设了涉足语文、科
学、音乐、美术等各项课程实景课
堂，让学生零距离感受美好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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