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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2年岁末，我们回望过

去这一年，那些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和舆论热议的文化事件，或许曾经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抹暖色，或许

成为改变我们前进步伐的契机，或

许正是你我的亲身经历并由我们

助推了它的生长，亦或仅仅是我们

茶余饭后的一段谈资。然而，在四

季轮转的时光中，这些曾经的文化

热点都将慢慢沉淀、碰撞、交融，成

为我们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并或

多或少影响着未来的文化趋势。

与此同时，这些文化事件，也将带

着由我们共同参与书写的独特时

代烙印，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追踪热点

本报记者 胡春萌 徐雪霏 张洁

以科技赋予文物“新生”
考古与文博新科技助力文化生生不息

2022年，我国考古领域收获了多项重大发
现和突破性进展。这些项目从立项、实施到保
护、研究、展示的全过程，处处体现着科技对考
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重大意义，让今天的人们
可以更多元、更细致地了解中华大地上发生过
怎样的故事。不仅如此，这一年，我国文博事
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博物馆利用新技术
手段，开发博物馆文创，创新传播形式，推动文
物合理利用，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
来，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长江口二号古船时隔150多年重见天日

11月21日凌晨0时40分，长江口横沙水域
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新的历史性突破。22根巨
型弧形梁组成的长48米、宽19米、高9米、重约
8800吨的沉箱装载着古船，经过近4小时水下持
续提升后，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中部月池缓缓
露出水面，古船桅杆清晰可见，古船时隔150多
年重见天日。11月25日下午，专用打捞工程船
“奋力轮”装载着长江口二号古船，平稳进入上海
船厂旧址1号船坞内。古船弧形梁沉箱精准地
落座至预先浇筑的马鞍座上，标志着长江口二
号古船整体打捞工作圆满结束，进入古船考古
发掘、文物整体保护、博物馆规划建设的新阶段。

浑水环境是中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发展至
今极难跨越的瓶颈。在水下考古工作启动之
初，上海市文物局组织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国家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宁波基地等机构的考古工作者
与科技工作者开展跨界合作，联合攻关，自主研
发了获得国家专利的“浑水水域水下成像装置”，
开发了“机器人水下考古装备关键技术与应用”，
综合运用无人艇、多波束声呐、侧扫声呐、浅地层
剖面仪和磁力仪等海洋物探设备，对长江口水
域开展水下调查，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成为发现
长江口二号古船最重要的因素。

在国家文物局同意采取整体打捞方式对长
江口二号古船进行保护后，上海市文物局会同交
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集成当前世界最先进的打
捞工艺、技术路线、设备制造，最终研究并形成了
世界首创的“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来
打捞这艘古船。此外，为了平稳安全提升弧形梁
形成的沉箱并顺利将其护送至船坞，创造性地设
计并建造出一艘专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

长江口二号古船整体打捞和迁徙项目是
中国水下考古重大事件，也是世界首个古船考
古发掘、整体迁徙、文物保护与博物馆建设同
步实施的考古和文物保护项目。这些首次应
用于考古与文物保护领域的技术，充分体现了
文物保护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它标志我国水
下考古取得重大突破。

三星堆又上新了

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
汉市公布了去年9月以来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
古成果，数件造型奇特的“上新”文物丰富了三星
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
文化内涵，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
性，又见证了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早期交流互
融，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

此次公布的重要文物主要集中在7、8号
“祭祀坑”。负责7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介绍，7号“祭祀坑”
的特点是玉器多、小型的青铜器多。除了今年
初已经公布的铜龙，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金面罩
铜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
“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裹裙坎肩大背
头”的铜立人像、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
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其中数件造型奇特
的青铜器是考古史上首次发现。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
现代科技手段，发现了丝绸的“踪迹”，填补了
西南地区夏商时期无丝绸实物的空白。考古
发掘紧张推进的同时，文物保护修复与多学科

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据了解，包括考
古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古生物学、古地质
学、古环境学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学者，近200人
参与了三星堆的现场发掘、科技考古以及文物
保护工作。

国博文保成果展展现科技力量

今年恰逢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10周年，
展馆推出了以文物保护为主旨的“片羽重
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展览以精心
修复过的妇好墓司丂母斝、庚儿鼎等一级文物
“领衔”，将史料档案、文物原件、复制品、标本、修
复工具、仪器设备等各类实物有机结合，再现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创建110年来关于青铜器、书
画、文献等文物的修复、复制技艺及其成果，各个
时期文保理念与技术的发展进步，精彩的展示、
专业的表达、生动的科普，吸引了各界观众。

此次展览通过“业界先声”“巧技天工”“斐
然成章”“敏行致远”“观往知来”5个部分，系统
梳理了国家博物馆100多年来在文物保护方面
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展示了文保理念与
技术的发展进步，体现了不同时期文物保护的
特点与突出成就。

现代科技的应用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手段，
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科技手段互为补充、相得
益彰。近年来，我国文物工作跨学科、跨领域合
作深化，“科技含量”显著提升。例如，古代壁画
保护、陶质彩绘文物保护等领域技术水平进入
国际第一梯队，碳十四测年、DNA分析等实验室
考古技术填补多项学术空白，馆藏文物智能展
柜等专有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透过这次展
览，观众看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推进文物保护
新材料、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强化预防性保护、
改善文物保存环境，依托“智慧国博”逐步实现文
物保护智能化的努力和阶段性成果。

此次展览还通过营建修复、复制场景来还
原传统文物保护技艺，通过新旧仪器的对比来
反映文物保护设备的发展进步，并设立互动体
验区，让观众亲身体验文物保护过程。

中国国家版本馆落成开放

中国国家版本馆7月23日举行落成典礼。
7月30日上午，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暨展览开幕
式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举行，三个分馆
同日举行开馆暨展览开幕式。中国国家版本馆
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
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阁、杭州分馆
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历时三年建设
目前均已竣工。开馆后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
资源保藏传承职责。国家版本馆是新时代的
国家文化殿堂，也是传给后世的文化宝藏。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展览策划实施组组
长吴笑天表示，国家版本馆是新时代标志性文
化传世工程。建成开放后的中国国家版本馆
“一总三分”将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规划协
调、普查征集、典藏展示、研究交流和宣传使用
的职能，是国家版本典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
中心、交流中心和国家出版信息管理中心。中
国国家版本馆的“一总三分”，共同构建中华版
本保藏传承体系。“中央总馆是国家版本资源
总库，加挂副牌——国家版本数据中心，将牵
头承担国家版本资源规划协调的职能。三个
地方分馆是中央总馆的异地灾备中心和区域
性版本资源聚集中心。”

中国国家版本馆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文化
殿堂，建设工作紧紧围绕“传世工程”定位，依
山而建成为一大亮点——总分馆分别选址北
京燕山、西安秦岭圭峰山、杭州良渚、广州凤凰
山，各馆均设置了展示区、保藏区、洞藏区、交
流区等。据了解，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址规
划，是聚焦文化种子“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
主旨，力求山水交融、馆园结合，确保中华版本
免遭各类灾害损毁，永久安全保藏。

中国IP绽放文化大美
寻找古老东方意蕴的现代输出

从北京冬奥会“一墩难求”，“青绿腰”被争

相模仿，到由“二十四节气”“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带来的一波波传统
文化热潮，中国IP正在以更多元、更有趣、更现
代的方式，展示着中国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只此青绿》从“中国美学”中寻根与创新

在2022年央视春晚上，以北宋画家王希孟
的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创作背景的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惊艳了全国观众。《只此青绿》的出
圈，带火了“青绿腰”，让线下演出一票难求，由此
衍生的各种周边文创产品也成为热销品。

其实，以《只此青绿》为代表的国潮文化，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圈。如2021年河南春晚的
《唐宫夜宴》，B站的《国潮盛典》，综艺《上新了
故宫》，早已成为青年人潮流服饰的汉服、唐装
等。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有了更多充分感受
“中国美学”意蕴的机会。不同艺术形式在审
美领域进行“转化”，让流传千年的中华大美，
以现代人喜欢看、看得懂、理解得了的方式，出
现在当下公众的视野之中。

“熊猫”IP给世界“萌萌哒”温暖

2022年开年，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在开幕
式露脸之后，无疑成为了新一代网红。探究“冰墩
墩”火爆背后的缘由，既有冬奥会的热度加持，又
有新兴潮玩市场和网络流量经济的助力。

冬奥会具有先天的流量优势，“冰墩墩”作
为冬奥会吉祥物，其文创产品也带来了巨大的
经济效应。根据阿里《虎年春节消费趋势报
告》显示，开幕式当晚，超100万网友率先涌入
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关于“冰墩墩”的周边产
品几乎秒空，单日销售额将近300万元。此外，
根据微信指数显示，2月3日“冰墩墩”关键词指
数出现异动，指数日环比高达359.57%，冬奥开
幕后“冰墩墩”热度持续攀升，7日指数日环比
达到27.31%。

冬奥会掀起的“冰墩墩热”，也许只是近年
来国内日趋庞大的文化IP市场的冰山一角。冰
墩墩并不是从诞生之日起就“一墩难求”的，在北
京冬奥会举办期间，冰墩墩的火爆是设计、营销、
信息传播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亚运会的“盼盼”
到冬奥会的“冰墩墩”，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是来自
于中国的，却有着世界公认的“萌物”形象，让熊
猫IP天然具备通行世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语
言。刚刚落幕的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大熊猫“四
海”和“京京”在多哈的动物园与观众见面，于是
卡塔尔掀起了一场“熊猫热”，“四海”和“京京”还
成了卡塔尔世界杯的“编外吉祥物”。

如今，以冰墩墩为代表的熊猫IP，已经成
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向世界展示一个温暖、
友爱、包容的中国文化形象。

纪念中国动画百年的美美与共

自1922年，万氏兄弟在上海制作第一部动
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正式拉开了中
国动画的百年序幕。今年很多纪念中国动画
百年的活动轮番上演，也出现了很多致敬中国
动画百年的文艺作品。

年初，在动画电影《我们的冬奥》中，北京
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
容融”与诸多中国经典动画角色进行欢乐的“同
场飙戏”。《我们的冬奥》集结了《熊熊乐园》《大闹
天宫》《大耳朵图图》《非人哉》和木偶动画等中国
经典动画的角色形象。影片中近50位知名动画
形象角色横跨“60后”到“10后”的中国经典动
画，代表了中国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年末，一幅《妙笔生花》的海报和一首《美
美》的歌曲一经发布，便吸引了热爱动画、音乐
人群的关注。《妙笔生花》海报参考敦煌九色鹿
壁画，融合几十部中国动画IP，以一副群像展
现了中国动画“探民族风格百年路，共绘中国
气派”的行业发展史。《美美》由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与顶级唱将周深联合推出，周深作为
“中国动画百年致敬人”，将少年们的心声汇聚
成一首歌，致敬中国动画百年，此后，在金鸡奖
颁奖典礼上，周深再次唱响了《美美》这首歌。

歌曲《美美》取自“美美与共”，寓意中华文
化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同时链接具有民族风

格的“中国美术动画片”。中国动画已走过匆匆
百年，在岁月更替中破茧化蝶，在世界动画中绽
放，一首《美美》，唱出中国动画百年美美与共。

主旋律影视剧交出满意答卷
现实题材彰显对生命的情怀与思考

2022年，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国产影视剧，尤其
是现实主义题材剧目，获得了市场与口碑双丰收，
让人们在世间烟火中思考生命的价值。

《人世间》感受烟火里生命的升腾

今年央视的开年大戏《人世间》，让人看得感
动、揪心、共情。电视剧《人世间》改编自梁晓声
的“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的。在这部跨越
50年历史的现实题材当代大剧里，人人都是主
角，每个人都能在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用真实
感人出圈，引发全年龄层感慨。剧中人物无论大
小，都是丰满、完整的，主角没有光环加身，配角
没有工具化，这部以普通中国家庭生活为白描对
象的电视剧，让观众收获了久违的感动。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这无疑是一部
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佳作。《人世间》将烟火气浓浓
地笼罩在剧情之上，用人情味串起时代的脚步。
温暖的故事、美好的光影将人世间的真情，将岁
月的流光溢彩奉献给广大观众，引起了更多人的
情感共鸣，凝聚了更多人回望来路的目光。

《人生大事》聚焦对死的敬畏和对生的渴望

一部聚焦“殡葬行业”，以生死为引，讲述社
会底层小人物如何“相互救赎”的国产现实主义
题材电影《人生大事》，将镜头对准人们都会接触
到，却无人关注过的特殊行业──殡葬师，透过
他们的视角展现人在直面生死时，对死的敬畏和
对生的渴望。“人生除死无大事”，当观众以为这会
是一部以悲伤和离别为主基调的电影时，却不曾想
竟被一群离死亡最“近”的人之间的温情所治愈。

影片《人生大事》由韩延监制，刘江江编剧并
执导，朱一龙和小演员杨恩又领衔主演，上映首
个周末便创下2.4亿元的票房佳绩，豆瓣开分7.5，
收获不俗口碑，累计票房超17亿元。朱一龙凭借
电影《人生大事》中“莫三妹”一角，荣获第35届
“金鸡奖最佳男主角”的称号。

导演刘江江也曾在采访中表示，《人生大事》
是站在人生的终点去讲述该如何好好地活着。
在经历了疫情的考验后，人们才真正体会到生命
的无常，因此刘江江也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表达对
“生与死”这个永恒议题的看法，呼吁人们珍惜当
下美好的生活，珍惜身边的亲人与朋友。

其实不难发现，近年来，以市井小人物为创
作原型，讲述他们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下顽强生
存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屡创佳绩。创作者将镜
头对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虽然生活
艰难，却从没有放弃生存的希望，这样的精神也
鼓舞了每一个在奋力拼搏的人们。根植现实、取
材生活、触及社会焦点问题，中国现实主义电影
创作的叙事策略已然呈现出越来越多元的面貌。

《万里归途》中思考爱与责任

《万里归途》以10.23亿元的票房成绩，成为今
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万里归途》影片中的异国他
乡，有枪战、有炮火、有烧毁的房屋，有一些人，手无
寸铁却义无反顾，胆怯却冲在最前方。在《战狼2》
《红海行动》后，观众再一次看到了独特的中国式撤
侨。中国式撤侨，从来就是一诺千金，再远、再难、
再险，也一定会带着同胞走出一条回家路。
《万里归途》首次聚焦中国外交官撤侨幕后，

影片改编自真实事件。导演饶晓志公开表示，
“最打动我的，是真实撤侨的外交官们，他们在生
活中是普通人，是父亲、是丈夫、是儿子，但职责
要求他们冲在一线。”“一位外交官，他并没有那
么大的武力值，他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
够把这么多的同胞，从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度，平
安带回到我们自己的祖国，过程肯定充满了各种
危险。”饶晓志说。

多年来，主旋律电影正在慢慢跨出固有的模
式。《万里归途》完成了主旋律类型片由宏大叙事
到个体小我的转化，在《万里归途》中的外交官是

“灰头土脸”的，他也会胆怯、会恐惧、会想要放弃，
甚至还有点中年危机，全片几乎没有工具人出
现。《万里归途》中的英雄主义更加中国化，可以说
是委婉与含蓄地表达着坚定与勇敢。
影片的最后，宗大伟带领125名同胞成功返回

中国，春节的鞭炮响起，家门外贴着的春联和福字。
在“撤侨”主线的铺陈下，对于战争的反思，对爱与担
当的探讨，才是影片留给观众的开放式“问卷”。

云端剧场助力演艺经济
线上直播打破文化展会时空限制

近年来，云端剧场、线上演出，已然从因疫情
的“不得已而为之”，发展为演艺经济带来新增
量。不仅是一些演出和艺术展演活动会选择线上
线下同时进行，线上独家演出也成为迅速发展的
新型演出方式之一。

“云端演出”为演艺经济带来新增量

11月 8日《2022抖音演艺直播数据报告》发
布，报告中公布：过去一年，包括戏曲、乐器、舞蹈、
话剧等艺术门类在内的演艺类直播在抖音开播超
过3200万场，场均观众超过3900人次。线上直播
正在成为文化演出行业的“第二舞台”，为演艺经
济带来新增量。数据显示，抖音非遗类直播每天
开播1617场，打赏总收入同比增长533%。在直
播间听戏曲、赏民乐、看演出成为新潮流。直播打
赏也为演艺经济注入新的生命力。报告显示，近
一年，抖音演艺类直播打赏收入同比增长46%，超
过6万名才艺主播实现月均直播收入过万元。

9月3日，刘德华线上演唱会《把我唱给你听》
启幕，不到半小时在线观看人数破亿。从2020年
开始，线上演唱会走进大众视野，两年来，李健、孙
燕姿、梁静茹、陈奕迅等轮番线上开唱。各大音乐
平台和出镜平台纷纷布局线上音乐会，为线上演
唱会的发展添了几把火。

比如，腾讯音乐旗下的“TME live”，两年共
举办120场线上演出、邀请300余位音乐人，包括
张杰、五月天、崔健等知名音乐人。抖音也推出出
镜厂牌“DOULive”，“DOULive沙发音乐会”两周
共计超50位华语乐坛音乐人参与其中，累计66场
出镜Live；网易云音乐在2022年推出线上演出品
牌“云上LIVE”，截至今年8月，线上演出超过60
场。此外，还有爱奇艺娱乐“LIVE计划”、摩登天
空“草莓星云”、大麦及优酷“平行麦现场”、快手
“云趴音乐周”、B站“宅草莓音乐节”等。

超3亿人次云享第十三届中国艺术

9月15日晚，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河北雄
安新区闭幕。本届艺术节汇聚全国78家文艺院
团、112个基层文艺团体近2万名文艺工作者，荟
萃81台舞台艺术精品、145个群众文艺作品、32个
合唱团和1007件美术、书法篆刻、摄影作品。近
20万人次走进剧场、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超3
亿人次共聚云端乐享艺术节。

据悉，本届艺术节集中展示了一批艺术精
品，共有80余台优秀剧目完成158场线上线下
精彩演出。舞剧《张骞》以线上演出的形式进
行，回望千年丝路的历史行走;歌剧《红船》通
过线上直播方式，展现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
一伟大历史事件……话剧、京剧、歌剧、舞剧、音
乐剧，不同艺术门类的演出，通过各大新闻网
站、直播平台进行线上直播，让人民群众打破了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了不出家门免费尽享
精彩剧目的愿望。
“本届艺术节以‘创新传播，促进文旅融合’为

重要特色，利用‘互联网+’模式，构建集成化展
示、分众化传播的演播直播平台矩阵。建设‘云剧
场’，举办‘云展览’，打造数字化展示示范项目，加
强展演展览、文创交流、文旅路线的宣传推广。”文
旅部艺术司一级巡视员周汉萍说。

第十一届中国儿童戏剧节

线上线下汇演45部精彩好戏

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儿
童戏剧节7月15日晚在北京开幕。戏剧节以“享
受戏剧 健康成长”为主题，通过线下展演、线上展
播、戏剧活动等多项内容，满足各个年龄段观众的
艺术需求。

本届戏剧节共汇聚了中外25家儿童戏剧团
体的45台展演剧目，在全国13省的20个城市24
家剧场线下演出31部剧目134场；来自国内外的
18部优秀剧目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快手号、抖音
号、视频号以及光明网、文艺中国、文旅中国等平
台同步公益展演18场，供全国儿童青少年观众线
上免费观赏。

第九届乌镇戏剧节

全国观众线上观看青年竞演直播

11 月 25日第九届乌镇戏剧节正式拉开大
幕。本届戏剧节以“丰”为主题，除了22部特邀剧
目63场演出，还有18部青年竞演、两千余场古镇
嘉年华、4个戏剧工作坊、10场朗读会、11场小镇
“对话”，以及特别策划戏剧集市等各种丰富活动。

本届乌镇戏剧节还举办11场名家云集、内容
精彩的“小镇对话”，共同探讨中国戏剧乃至世界
戏剧的发展。今年乌镇戏剧节还在官方抖音号对
青年竞演的演出和11场小镇对话进行线上直播，
并在官方微博对两场“白日梦朗读会”进行线上直
播。无论戏剧爱好者身在何处，都可与戏剧节现
场观众一起参与戏剧活动，共同感受戏剧盛会。

结语：
美好由你我一起书写

今年，我们一起欣赏了欣欣向荣的文化风景，
也经历过违法失德艺人“被判刑”“被罚款”和“从
娱乐圈消失”；我们一起为优秀的文化作品点过
赞，也用“举报”和“吐槽”，促使“雷区蹦迪”“突破
底线”的“垃圾”下线；我们一起推动教材插图整改
工作，一起见证国家重拳整治网络直播、短视频领
域乱象……道路总有崎岖，健康的文化产业、事
业，美好的文化环境，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建设、
共同守护。在新的一年里，崭新的文化记忆将继
续由你我共同书写。

文化记忆由你我共同书写
年文化热点事件盘点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