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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晨 在“古物晨列所”里讲古画“八卦”
本报记者 胡春萌

十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

同吃同住，在140亩的田地上，一起专心种地，为了一

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在192天的拍摄周期中,他们

要完成收割水稻、种植小麦的任务。只有任务和目标,没有剧本，没

有片酬，一切都由他们自己来想办法。如今，他们已经在这片土地

上耕耘了100多天，农作物在成长，土地在成长，人也在成长，对农

业几乎一窍不通的十位年轻人，已经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彻底

成长为自力更生的“新农人”。在等待小麦成熟的过程中，他们还养

鸡养羊、种植蔬菜大棚，注册农业公司……这就是目前正在热播的

综艺节目《种地吧》，其热度值排到爱奇艺第二名，受到了广大观众

的关注和喜爱。针对这个特别的综艺节目，本报记者对《种地吧》总

导演杨长岭和剧中十位成员进行了采访。

追踪热点

陈晨老师，在线下，他是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副教授、硕

士生导师、博物馆与艺术鉴藏研究中心主

任；在线上，他在B站以“古物晨列所”账号，

发布介绍中国古代书画知识的短视频。他

这样介绍自己，“我从一个画画的，到研究

画的，再到卖画的，还在博物馆的书画研究

部工作了八年，考察走访了国内外2000余

座博物馆。”在陈晨老师的视频里，不仅有

严肃的古代艺术史知识，还有关于古书画、

古代画家的有趣异闻和“八卦”。

劳作纪实综艺《种地吧》：

一个没有剧本的节目

一个成长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晓莹

真实记录192天田间生活

在国内外都是真人秀节目首次尝试

“前几年很多年轻人都在说，我希望能有一
个舞台，我要去唱歌，我要去跳舞，我要通过舞台
来展示自己的青春，展示自己的魅力。后来我们
导演组就想，你想要个舞台，那我们就给你一个更
大的舞台，我们直接给你个百亩农田，让你去创造
一个自己的生活。这个节目的创意就这样产生
了。因为这个节目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类型，所
以最开始也是一直摸索着在做。”提到节目创意，
总导演杨长岭的语气中带着愉悦。

跟以往拍摄节目相比，《种地吧》最大的不
同点是什么呢？“这个节目的确很特别，我觉得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在拍摄中真正做到信
马由缰，放飞啦。”总导演杨长岭表示。
“我们种的这款麦子的品种叫‘浙华一号’，

它差不多是180多天成熟，就可以收割。拍摄190
多天是考虑到他们还要有收割水稻的时间。把
任务交给十个年轻人，后面的一切都是由他们
自己来做。每天做什么、怎么做，他们自主决
定。遇到问题自己去解决，让年轻人自己去想
办法，他们每天开会讨论决定下一步怎么走，我
们导演组完全不插手，不做任何干涉。在节目当
中可以看到十个年轻人每天都一身泥，我们就在
旁边做旁观者。我们不作假，我们相信真实就是
最伟大的证据，只要真实去做的话，一定会出现
很多意想不到的精彩。”总导演杨长岭介绍。

这样的风格和突破在国内外都是首次尝
试，总导演杨长岭表示，“不仅在国内，我们还搜
索欧美、日韩的节目，也找不到同类的。”

不仅是连续拍摄192天，这个节目还有更大
的创新和改变，就是打通了长视频、短视频和直
播。“我们每天在早晨9点多就开始开直播，各地
观众一起‘云监工’看他们干活，这既是陪伴也是
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很多观众已经把这个节目
当成自己家的事了，完全投入进来。”

常规情况下，大到拍一部电影，小到拍一组
照片，拍摄之前都已经想好要拍哪些内容了。
之前拍那些综艺节目，明星艺人都要提前看剧
本，要提前了解全天的录制内容，以保证这一天
录制是有效的。“而我们拍《种地吧》这个节目是
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剧本，十位年轻人完全自
主。而且我们有192天的拍摄时间，即便是今
天他们在屋里连续睡了两天，我们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天、第四天的事情可以拍
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只要从几百人中选中
的这十个年轻人，他们愿意为土地而付出，我们
就相信这事一定能干好。”
“前段时间他们开了个公司叫‘十个勤天’，

连续上了好几天热搜，他们自己还去领营业执
照，这些都是他们自发的行为，也没有人给他们
设计这些剧情，就是他们自己想出来了就去

干。观众也很喜欢，他们最近这两天在招聘实
习生。”

节目组把大的方向设计好之后，剧情的发
展其实就是紧紧围绕在土地和人的这个创造性
和成长性上，没有剧本，只有目标和任务。

现代农村农业节目可以很有趣

实打实地展示“新农人”如何种地

提到节目的创作初衷和背景，《种地吧》总
导演杨长岭介绍，早在2019年，就曾计划做一
个关于中国农业脱贫的节目，导演组在全国走
访了很多农村，看到不同的地形地貌和不同的
人，包括一些大学生村官和他们为农村为这些
土地所做的一切。这给了导演组很多的感触。
“我们做的是大众传播，如果要做一档现代

农村农业节目，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有吸
引力呢？碰巧我曾经看到过一本书，书中讲的
是如今土地里没有年轻人了。这本书是一位教
授写的，作者走访了很多地方，看到中国农业农
村的现状，很多年轻人都离开了土地，去城里打
工。我们曾深入走访新疆、海南、四川、甘肃等
地的农村，每个地方面临的问题也都不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原来农业其实很有趣，它是一个
很生动的工作。很多出自农村的年轻人，也都
没有从事过农业工作。而近年来国家对农业有
很多支持政策，这些政策都在鼓励支持‘新农
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回归农村回归农业。所
以我就想到，我们可以找一些年轻人，尝试来种
地。”总导演杨长岭说。
“我们跟爱奇艺去讲，我们要做一档这样的

节目，这个节目没有明星，也没有大的流量。我
们要试一试，不依靠明星，不依靠那种话题炒作，
不依靠那种刻意制造困难，而是踏踏实实认认
真真地回归初心去做一档节目，爱奇艺对这个
创意很支持，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写了一个约100页的PPT，里面对节

目怎么录只字未提。提案内容都是我们要种小
麦，种小麦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像是一
个说明书。面对这样一个另类的节目描述，爱
奇艺问节目怎么录？我说我们就实打实地录，
麦子长多少天我们就录多少天。”就这样，节目
很快立项了。

节目组遇到最大困难是天气

所有计划都可能会被一场雨雪打破

《种地吧》节目组在拍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
难就是天气。只要下一场雨，地里就会泛水，庄稼
就会被淹，十个年轻人就要想办法去排水。总导演
杨长岭在此讲述了一段真实的故事。
“十个小伙子之前种了些蘑菇，前段时间杭

州气温突然特别高，那些蘑菇一下子就全长出来
了。没办法，他们只能提前把蘑菇收割下来，去菜
市场摆个摊把蘑菇卖掉。其实他们当初原计划
是要把蘑菇送到某个饭店去卖个高价的。这些
孩子来到菜市场，因为来不及做广告招牌，就拿个
木板写了一个‘平菇6块钱一斤’，结果，一天才卖
了53块钱。然而，这两天突然又冷了。”
“农业就是看天吃饭，你做的所有计划，都

可能会被一场雨一场雪打破。下雨天气不仅会
给种地种菜带来困难和挑战，给拍摄也会带来
困难，比如摄像机的防水、工作人员的拍摄机位
等。由于节目组长时间连续拍摄，有时也会感
到疲累。我们也作过计划，预估出种植的时间，
但是去年杭州冬天特别冷，并且下了很长时间
的雨，所以我们就往后推迟了14天。”

录制和播出效果都超出预期

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故事发生

《种地吧》节目播出后，收视率和观众的反
馈远远超出了预期，目前热度值已经排到爱奇
艺第二名。“其实我们当时做这个节目也有焦虑

的地方，我当时特别担心节目播出之后，因为题
材的限制，因为没有流量明星，导致观众不喜
欢。所以在最开始做这个节目时，并没有把目
标定得那么高。出人意料的是，节目才播了第
五、六期，就有很多观众开始喜欢这十位踏踏实
实种地的年轻人啦。当初我想这个节目可能要
等慢慢播到20期之后，观众才会认识和喜欢他
们。这个节目最开始计划播26期，后来因为观
众的喜欢，所以现在改为50期了。”总导演杨长
岭说。

节目开拍后，内容的精彩和丰富也超出了
预期。农业有太多的内容可以做节目，难在最
开始的这个创意。“开拍前不知会有什么样的效
果，不知十个年轻人能否坚持下来，也不知他们
能做到什么程度。”当时唯一能够让导演组撑下
去做这个事的，就是总导演杨长岭所说，“我们
自己给自己打气说，没事，我们有190多天呢，
即便我们浪费一个月，那我们还有5个多月的
内容可以拍。”

后来节目组发现，每一天拍摄的素材都丰
富多彩，不但达到了预期目标，而且还多出来很
多精彩的内容。
“在实践中发现，原来我们不仅仅是在讲种

地，我们其实是在讲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我
们希望通过192天的时间，能够看到年轻人的
成长，能够看到农作物的成长。在这段成长的
故事中，十位年轻人的表现更是远远超出了预
期。”总导演杨长岭感慨。

每个年轻人在来节目组之前，都是“肩不能
挑手不能提”的小帅哥，如今，每个人干农活都
特别熟练，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也都不一样
了。他们现在完全不会去空想，每天都是脚踏
实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有这么
一批年轻人，在浙江杭州附近的一块土地上，在
为土地付出自己微薄的力量，在付出自己的青
春，在付出自己的努力，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地
关心农业，关心农田。”总导演杨长岭说。

“八卦”是严肃古书画知识的引子

记者：您是如何开始做短视频的？将账号

命名为“古物晨列所”，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陈晨：其实最开始，这套视频是为我们学校
录制的慕课，名字是《古画之美》，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上线，没想到学生的反馈很好。有
学生就觉得这套视频的风格也很适合B站，建
议我把这套视频发在B站上。后来经过剪辑，
就陆续在B站发布了。

之所以将账号命名为“古物晨列所”，有两
层原因。首先，我为这套视频创作文案时，正
赶上暑期我在故宫培训，所以这套视频的创作
与故宫有着一种缘分。其次，古物陈列所于
1914年在故宫文华殿和武英殿成立，是我国
第一个以皇家藏品为主的博物馆，1948年3月
与故宫博物院合并。我的短视频也不想只做
书画的内容，我计划在以后的短视频中，输出
更多的博物馆知识，所以就想到了“古物陈列
所”。最后把我名字里的“晨”替换了“古物陈
列所”的“陈”字，形成“古物晨列所”这个名
字，一语双关。

记者：在您的短视频中，经常用一些现在的

流行语去描述古代书画作品和艺术家，比如石涛

“与时俱进的自信青年”，唐寅“画家‘网红’第一

人”，《韩熙载夜宴图》“南唐的大型谍战剧”等。可

以具体讲讲当初您是如何形成这些创意的吗？

陈晨：我以前出版过一本书《中国绘画史原
来可以这样读》，视频里的文案是我根据这本书
的内容来整理扩充的，当时这本书中的内容就
有这样的“流行语”风格了，后来视频就延续了
这样的风格。

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搞专业研究的，在博
物馆工作的时候，经常和观众交流，后来也跟很
多非专业的学生交流，然后我就发现，古书画对
于没有基础的普通人来说，是真看不懂。我就

会经常问他们：“我要怎么跟你讲才能懂呢？”得
到的很多反馈是：“你换成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我就能懂。”所以，我就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种
讲解的风格。比如说，唐寅，我说他是“网红”。
唐伯虎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专业性吗？可能对
很多网友来说，是因为“唐伯虎点秋香”这个故
事，或者是一些衍生的影视剧。

我介绍他的时候，一说“网红”，大家都懂
了，你再解释唐寅艺术中那些高深一些的东西，
大家就容易接受了。我觉得大家会更容易对一
个自己“hold得住”的事物感兴趣，能掌握得
了。而且，书画它不是“必需品”，不是必须要去

懂，所以要让人们觉得好玩儿，才可以激发人们
想去“懂”的心理。

我觉得现代传媒要去包装这些艺术家、艺
术品，拿他们当成明星，每个明星都有一个标
签、人设，所以我也喜欢给古代艺术家、古书画
贴这个标签。虽然说不能完全概括他们的成就
和特性，但是至少有这个标签，对于普通观众来
说就会好记。这个是我觉得在面向公众介绍艺
术史时，很重要的一个事。

记者：在您的视频中讲了很多中国艺术家

的小故事和“八卦”，有些“八卦”会引发网友的

讨论甚至是争议，但是播出效果却很好，您如何

看待这样的现象？

陈晨：一些历史名人，他的很多故事未必是真
实的，历史上的事儿，是没有一个绝对真相的。即
使这位历史名人复活了，他所说的也未必是实话，
因为有很多影响的因素在。有些故事，大家就当
一个笑话来听就好了，当然，我在视频中讲的“八
卦”、野史，它肯定是有出处的、书上有记载，具体
这本书可信不可信，不是我在视频中要解决的问
题。在短视频平台，面对普通观众的传播，如果说
没有这些“八卦”，没有这些小故事，没有这些有争
议的点，只是一本正经地来讲课，我也是可以那么
讲的，但是观众可能就都没有兴趣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艺术史“八卦”它就是个引子，
能够把观众引进去，然后通过这些兴趣点去让观众
想要了解更多的历史。正史是可以靠阅读论文和专
业的书籍“补课”的，但如果没有这些个好玩的“八
卦”，可能很多观众都不想去翻这个专业的书。
“古物晨列所”的视频内容，它毕竟是一个面

向公众的艺术史科普短视频，它并不是那种严肃
的艺术史研究的论文。而且即便是研究论文，有
很多问题也是在学术讨论范围里的，一直都在争
论，这才是学术的魅力。有讨论、有争议，从某些
侧面来看也是好事，可以吸引更多人去关注我们
中国的古代艺术。

用年轻人更喜欢的方式介绍博物馆和文物

记者：在短视频中介绍艺术史，面对不同需求

的受众，您觉得如何平衡专业性、趣味性和娱乐性？

陈晨：专业性是必须的，我所处理的每一个
“八卦”，都是有所依据的，是出自一些典故或者一
些我所查找到的资料当中的，也包括我自己这么
多年做专业研究的一些判断。视频文案是有比较
严谨的专业基础的，那么在基础之上我要将其转
化成有趣味性和娱乐性的表述方式，用年轻人容
易接受的语言来说。

记者：今天，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和博物馆热，

越来越多的人将逛博物馆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方

式，也渐渐地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博物馆

“粉丝”。那么，您觉得今天的公众美术教育，其理

念需要发生哪些改变？

陈晨：年轻人越来越愿意接受传统文化了，博
物馆的观众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博物馆的形象
已经变了，它已经变得更亲民了；它的职能也发生
改变了，以前是教育单位，现在是服务单位，以前
是以物为本，现在是以人为本了。

去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
博物馆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博物馆的力量是年轻
人的力量，是青春的力量。对于这种年轻化的观
众，需要有更多样的手段去吸引他们进入博物
馆。比如说，通过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传播，让
他们觉得博物馆的文物很好玩。“让文物动起来”，
文物本身是不会动的，是让我们这些做文物研究
的人动起来，通过展览、通过文创、通过数字化、通
过演出等等，去实现“让文物动起来”。

记者：您对“古物晨列所”的内容有新的计划吗？

陈晨：发布完古画系列的视频后，我计划做
一系列介绍国内博物馆的视频。我的下一本书
《如何看懂一座博物馆》马上就要和读者见面
了。我想依托这本书的内容，做一系列短视频或
者是直播，去介绍一些有特色的博物馆，去讲解
从哪几个角度来看博物馆，怎么看文物，等等。
因为“古画之美”系列视频，并不是完全根据短
视频规律打造的，所以新的博物馆系列，我想更
有针对性地去制作，让视频更符合短视频平台的
传播规律，更有趣一点。

位年轻人问答
记者：首次从事种地这一古老的工作，你在

实践中有了怎样的认识和体会？

赵一博：我在此次农业实践中对成语的认
识更加深刻，比如“拔苗助长”“亡羊补牢”之类
的成语，在我们这里经常会发生。我发现我们
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其实就发源于劳动人民的
实践中，令人感到特别神奇。

何浩楠：我发现如今的农业并不古老，跟我
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如今的农业已经非常现代
化，比如说收割机，比如说蔬菜大棚，大棚里还
有灌溉系统。如果不是来到这个节目，我也不
会接触到农业。

李昊：之前大家都说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
但是在种地工作中，我觉得它是绝对百分之百的
公平，无论你是有天赋或没天赋，你必须要付出一
样的时间，你付出多少时间就会有多少回报。

记者：当你们经历了这一段实践后，最大的

收获是什么？你最想与同龄人以及青少年分享

的话是什么？

王一珩：我的收获还是很多的，就单从技能
方面就学会了木工、水泥工、瓦工，还有一些农
业知识，也见识到了农机。作为一位年轻的音
乐人，我来到这里之后，不但结交了朋友，还找
到了音乐的灵感。我在十个兄弟中是年龄最小
的，目前还是一名大二学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话就是，一定要珍惜粮食。

鹭卓：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后，我学会了
木工、电焊、气钉枪等平时不会接触的技能。生
活技能有很大的提升。很多事情自己能够解
决，就不想去麻烦别人了。我想与大家分享的
是，古老的农业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今天的农
业和想象中是不一样的。

陈少熙：我今年大四面临毕业，我在来这个
节目之前，精神内耗很严重，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现在完全没有精神内耗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话是，一定要珍惜好当下，然后再去展望未来。

李耕耘：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于父母的理解
和感恩，通过这次实践，我感同身受去实践了父
母以前在农田里或工地上所做的工作，实践以
后才知是多么辛苦。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缺少
一种勇气，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话是年轻人要勇
敢一点，要敢于尝试。

记者：在首次从事种地的过程中，你在遇到

困难时，心中想的是什么？是什么在支撑你走

下去？

卓沅：我们每个阶段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和
挑战，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土地交给我们，我们就
是它的主人，我们一定要好好对待它，不浪费土
地也不浪费粮食。时间越久，对这片土地的感
情就越深。遇到困难时，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是
兄弟们展示出来的那种坚持和耐心。

记者：经过了一段时间磨炼的你，对于国家

的乡村振兴政策，有了怎样深刻的认识？

赵小童：对于乡村振兴政策，我确实能感受
到，比如我们农机使用的一些补贴，我们看到隔
壁田里有人在用无人机播撒小麦种子，于是我
们也采用无人机，仅用两个小时就把100多亩
的种子全都播种完了，非常省时省力。农业现
代化的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科技给农业带
来的改变太多了。

记者：此刻的你，对于粮食安全问题，有了

怎么样的理解和认识？

蒋敦豪：粮食安全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一
份责任，我觉得粮食安全与我息息相关，我们现
在所做的事关乎很多人的饭碗。我们要把地里
的庄稼种好，甚至会对自己有一些要求，比如说
它的亩产量最好能达到多少。我们会认真对待
我们自己的粮食。

主对话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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