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苏墨

暑期向来是古装奇幻爱情剧的“战场”，今年亦不例外。

上周，网友们期待已久的《玉骨遥》在腾讯视频上线，开启了不

断刷新纪录的模式：一举成为该站 2023 年站内最快破 27000

热度值的剧集并一路攀升，目前已破 28000热度值；弹幕互动

量快速破 3000 万，在各大剧集热度榜单、好评榜单上第一的

位置霸榜……

有评价称，《玉骨遥》热度居高不下，其核心在于故事没有

落入俗套。剧集以经得起推敲的人物为支点，以东方侠义精

神为根基，搭建起具有东方诗意美感的奇幻世界，映照现实，

表达符合当下的审美，既体现创新性也兼具品质感。

古装奇幻爱情剧前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将夜》等爆款

作品，近有《花戎》等热度未减的新作，在这个“卷”到飞起的细

分类型中，再次吸引观众、获得口碑与收视率的双认可，并不

容易。从这两年的奇幻剧可以看出，这一赛道已不再拘泥于

小情小爱，而是强调通过有情有义、真实立体的人物，展现人

间大爱、匡扶正义的格局和高度，将家国情怀的价值底色贯穿

始终。同时着力在人物抉择中体现高尚的精神和人性之美、

情感之美，让观众感同身受，也让正向的价值观念更加生动可

感。就像《玉骨遥》这次在角色塑造和设计上，无论时影或是

朱颜，即使身为主角，形象也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他们血肉

丰满、栩栩如生，体现出剧集在人物塑造和人性之美的挖掘上

用心、用情。

架空、法术、异世界、侠侣……古装奇幻爱情剧有着高度

相似的元素，即使受众市场庞大，但此类流水线式的生产，已

难以满足越来越挑剔的观众。对于古装奇幻剧，“求新求精”

已不再是高标准，而是同类剧集的标配。过时的工业糖精，或

是口号式地上升价值观，已很难再有一呼百应的市场效应。

由此，古装奇幻剧赛道的突围，需要剧集由表及里地全面升

级，不仅要注重人美景美情美，背后还要有文学美感、思想立

意、语言架构的支撑。

奇幻剧要把观众带入编织的虚幻故事，“独特世界观构建”

“特效技术辅助”是关键。奇幻剧的世界观构建既要引发观众

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同时要给予现实关照，从而为剧集合理、自

然地传递正向价值理念服务，避免为了升华而升华的粗糙和生

硬。与此同时，特效方面的精益求精，也让奇幻剧逐步走出了

绿幕抠像、粗制滥造的阴影，其本质还是剧集审美的普遍提升，

如何选择合适的表现风格成为奇幻剧赛道新的竞争点。

以《玉骨遥》为例，在世界观构建方面，剧中云荒大陆奇幻

世界体系，借鉴了中国神话哲学、古代天文学以及志异小说架

构，让古典文学的东方美学、家国情怀在剧集中自然流淌。在

特效场景方面，剧中的“九嶷山”以木结构为主，突出中国风故

事的元素，如仙鹤、流水等，既有中国古典建筑的精巧，又有传

统神话故事的写意之美。

古装奇幻剧一直是国剧出海的主力军，为海外观众打开

了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将夜》等剧集

的出海，在欧美、东南亚市场频掀观剧热潮，成为国剧出海的

闪耀名片。热播的《玉骨遥》也再次向世界展现东方文化之

美，自 7 月 7 日在 Netflix 上线以来，其已分别登上印度尼西

亚、尼日利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等地区播放量排行榜。根

据 FlixPatrol最新发布数据，《玉骨遥》位列 Netflix电视节目全

球日榜 No.28，播放量在新加坡最高排名 TO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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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古装奇幻剧装奇幻剧::

还有突还有突破口可寻破口可寻

艺 评G

本报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 号 邮政编码:100718 定价:全年 352 元 每季 88 元 2 月 29.26 元 其余月 29.34 元 零售:逢 4 版 0.56 元 逢 8 版 1.12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 0184 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文化新闻4 责任编辑：苏墨

E－mail:grrbwhzk@sina.com2023年 7月 16日 星期日

考古、文物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冷门和小众专业成为更多年轻人“心头好”——

“文博热”新风吹向年轻人
本报记者 陶稳

屈原的橘、伍子胥和孙武的刎颈之交、子

路的正冠而死……苏席说，因为喜爱考古和

历史知识，她不仅追了每一集的《典籍里的中

国》，还几乎能将每集的故事情节讲述出来。

从初中时起，苏席就对博物馆、文物、古

人传记等有历史感的事物，产生浓厚兴趣，

喜欢通过历史文物，想象和感知跨越几百上

千年的情感以及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为了

将热爱照进现实，17 岁的她，在征求父母同

意后，将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作为高考第一

志愿。

曾几何时，考古、文博、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等专业是冷门和小众的代名词，而近年

来，却成为一些年轻人在考虑的优选。北京

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曾参与发布的一份

《00 后高考志愿兴趣报告》显示，人文专业方

向，学生最感兴趣的前 3 个专业分别是历史

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以及考古学。

苏席明显感觉到，随着各种博物馆、文博

类节目不断出圈，考古专业日益“被看见”，并

逐渐从少人问津的偏门冷门走向热门。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

正在等待录取结果的关玥，是河南的理

科考生。填报志愿前，亲戚朋友劝她学电气

工程自动化类专业，原因是就业机会更多，但

她的目标是进入敦煌研究院工作，因此，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文物保护技术专业。

“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

去？”面对亲友的疑问，关玥没有动摇，她清楚

地记得，高中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湖南女

孩钟芳蓉，坚定选择考古专业的故事以及“敦

煌女儿”樊锦诗在《厮守，一眼千年》一文中写

下的一句话：“一代又一代有志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艺术的年轻人，面对极其艰苦的物质

生活，面对苍茫戈壁的寂寞，披星戴月，前赴

后继……”

安徽考生张圣娴的第一志愿是云南艺术

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她选择这个专业

的原因是，对历史感兴趣，而且喜欢文物修复

的过程。“看到残破的老物件在手中被修复，

会有一种深深的成就感。”

“起初父母比较反对，认为毕业后没前

途，不好找工作。”张圣娴说，一方面因为自己

确实喜欢这个专业，另一方面不断劝导父母

说，这个行业虽然不需要很多人，但是总需要

有人去做，只要学得好，不愁找不到工作。慢

慢地父母的态度从勉强同意变为支持。

关玥来自农村，但父母并没有阻挡她追

寻梦想的脚步。父亲还曾在她生日时送了一

本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填报志愿前，文化

水平不高的母亲说，希望她能学自己喜欢的

专业，通过努力实现目标。

学如逆旅，一苇以航

武汉大学考古学博士王清荔在分享其求

学经历时表示，在纪录片和相关书籍的熏染

下，她从初中起就决定未来要学考古学。由

于高中学的是理科，大学时她选择了文物保

护技术专业，后来又考了考古专业的研究生。

“一开始知道我要学考古时，大部分人不

了解，会说，‘哇，好酷’，还有一些人会调侃

说，以后就是盗墓的。”王清荔介绍，其实要学

的东西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大多考古院系

会开设断代考古、田野考古、考古绘图、文物

摄影等课程，每门课程的学习任务都不同，对

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

下田野参加实习或进行科研，也是考古

专业的学生绕不开的话题。“扛着洛阳铲、铲

土、运土，并对挖出来的土‘望闻问切’，没有

高大上的考古方舱，有时能挖到一些器物，但

大多数时候是一无所获。”

苏席坦言，想到以后可能去田野“下工

地”，确实有些害怕，不过，与其被“拴在”不喜

欢的专业和职位上，她更愿意为喜欢的专业

付出辛劳和汗水。“学什么专业都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为什么不去选择喜欢的专业？”

从选择这个专业起，关玥就很清楚即将

面临的是什么，但是她说，反正 18 岁的人生

刚刚开始，自己有勇气和时间去大胆尝试。

为爱发电，未来可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副

教授曹斌表示，考古及相关专业虽然属于相

对冷门专业，但是就业并不差，工作也相对

稳定。

5 月 18 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2022 年，我国新增备案博物馆 382 家，

全国博物馆总数达 6565 家，排名全球前列，

相比 2012 年的 3069 家，增长了 1 倍多。文旅

部相关负责人曾介绍，“十四五”期间将加强

考古学科和队伍建设，力争到 2025年文物科

研人员数量增长 25%。

曹斌强调，年轻人报考专业兴趣很重要，

不要简单地追逐热门，热门专业往往竞争也

更加激烈，要重点考察该专业是否适合自

己。“只要学生喜欢考古学专业，通过大学 4
年的学习，再加上研究生深造，毕业后会很自

然地过渡到相关行业中。”

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杜正贤对考

古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比较有信心，“目前，全

国一年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硕士及博士毕业

生仅 2000人左右，而全国考古学专业机构的

人才需求量远大于这个数字，因此，报考此类

专业，已经不仅是单纯地为爱发电，而是有现

实条件作为支撑。”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景峰教授

说：“考古、文博及文物保护等专业是动手与

动脑相结合，也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是整个

文科里面最需要与理工专业联系紧密的专

业。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基本理论的同时，

较多的从事实践学习，也就是我们考古专业

的‘下工地’。但就业之后，只要能力坚持，持

之以恒，就能做出一定成绩，甚至是成就，何

乐而不为？有一定的热情和激情做支撑，‘下

工地’的这种苦就不算什么了。”

“考古、文博、文物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等专业都是非常有趣的，现在考古工作

条件也越来越好，已经不再是过去人们心目

中那种风吹日晒、风餐露宿的艰苦条件了，学

生只要能够练就扎实的本领，将书本上学到

的知识应用到日常工作中，就不必有所顾

虑。”杜正贤说。

作为经历了文物保护技术和考古学两个

专业的“过来人”，王清荔直言，进入相关专业

后，可以将看文献和下田野期间看成试炼，考

察自己否坚定地喜欢这个专业。“就像谈恋

爱，要和这个专业不断磨合，合适了，就一直

走下去，不合适，也可以转行，总归是朝着热

爱的方向努力过。”

准大学生们为何喜欢上考古和文博？选择相关专业后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在日

后的学习中如何将热爱转变为职业生涯？记者采访了几位即将进入考古、文物保护技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学习的准大学生以及在相关领域学习和研究多年的学者和专业

人士。

阅 读 提 示

沙洲

前不久，由阅文集团主办的第七届现

实题材网络大赛在上海颁奖，14 部作品榜

上有名。这次大赛共吸引 36696 人参赛，同

比增长 26%，参赛作品 38092 部，再创历史

新高。

网络文学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

最具生长性的文化现象。网络文学容纳广

阔的题材、丰富的类型和多样的风格，充满

活力与创造性，蕴藏着蓬勃生长的力量，为

全民阅读提供了丰富的阅读资源，俨然是

一面时代之镜。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网络文学以描

写五光十色的宫斗、宅斗、玄幻、言情、悬疑

故事为主，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让年轻读

者在虚拟世界中获得了极大的阅读快感。

然而，足不出户、不接地气的“宅”创

作，难免面临题材高度雷同、质量良莠不

齐、灵感枯竭的困境，大量注水、快餐式网

文既提升不了读者的文学素养，也没有多

少思想和精神价值，这是网络文学创作需

要破解的难题。

网络文学要突破发展困境，就不应该

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更应该是年轻

读者关注和思考现实的窗口，在文字中体

味生活的审美、感悟时代力量的入口。近

几年，随着网络文学的精品化以及题材转

向趋势显性化，越来越多的网络文学作品

从身边起笔，扎根大地，从生活中汲取养

分，这是网络文学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上对中国故事的一种多样性表达。

网络文学作为一种以故事性见长的数

字内容，好故事本身呈现出的价值胜过万

语千言，当下的、现实的、民族的，是尤其具

有共情力的题材和方向。数据显示，“奋

斗”“创业”“职场”“家长里短”“爱情”成为

现实题材网络创作排名前 5 关键词。更广

泛的创作者背景，使得现实题材关注视角

和题材涵盖多元、专业、立体，作品生态格

局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也吸引了越来越多

读者的关注与共鸣。

此次获得阅文大奖的作品就生动展现

了网络文学创作愈发开阔的“现实扇面”：

《只手摘星斗》呈现了我国卫星导航事业从

引进、合作到自主研发的历史进程；《茫茫白

昼漫游》借盲人按摩师的视角，展现多个人

物和家庭的跌宕起伏与悲欢离合；《滨江警

事》以水警小人物成长，呈现当代警务工作

鲜活事迹……这些照见人间烟火的现实好

故事，与时代共振、与社会共鸣、与读者共

情，彰显了真实又生动的现实主义的魅力。

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在网络文学中的影响不

断扩散，有效帮助网络文学打破套路化症

结，推动作者关切读者诉求，回到生活中观

察、思考、写作，创作出更有价值的作品。

相对传统作家来说，网络作家书写现

实题材，在故事性上更有优势，更容易获得

IP 红利，并能触达更为广泛的人群、圈层和

地域。但是，客观地看，网络文学作家创作

的现实题材作品在艺术水准方面还存在不

少问题。如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进入黄

金时代，读者更加青睐内容健康、故事精

彩、思想性与艺术性的作品，因此，精品化

对作者来说更加迫切。

要让现实题材网络文学作品成为真正

的精品，创作者尚需要在情感、思想、生活

化等方面下功夫，自觉扎根大地，从现实经

验中寻求理想、从生活日常中追逐光亮，如

此，方能呈现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勾勒出

愈发广阔鲜活的时代图谱。

让现实好故事照见人间烟火 本报讯（记者王晓颖 通讯员邓悦琪）音乐响起来，舞步

跳起来，伴随着欢快的音乐，机器人“舞者”鞠躬、抖腿、劈叉

整齐划一，倒立、后空翻等各种高难度动作轮番上演，赢得

了现场孩子们的阵阵掌声。

日前，江西省南昌县“科普大篷车”巡展活动在县工人

文化宫开展。此次活动以“科技之光，点亮生活”为主题，由

县科学技术协会、县总工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

队科普志愿服务队、县工人文化宫、南昌国仁公益服务中心

联合开展。

满载“懒惰的管子”“光学转盘”“仿真雷电”等科普展品

的科普大篷车，将流动的科技馆带到孩子们身边，让他们便

捷地体验科技带来的奥秘和快乐。同时，面对孩子们的疑

惑，科普志愿者耐心地为他们讲解科学原理。

据了解，此次“科普大篷车”巡展活动通过会跳舞的机

器人、16 项科普展品、游戏互动等内容，把整个活动现场变

成了科普游乐园，让孩子们在集知识性、趣味性、可操作性

于一体的科教展品中亲身体验和学习科学知识，在他们心

中埋下一颗科技创新的种子。

下一步，该县工人文化宫将继续创新科普方式，丰富科

普内容，提高服务能力，依托“科普大篷车”和志愿服务队伍

不断延伸科普服务范围，持续扩大科普活动的覆盖面、参与

度和影响力，进一步激发儿童爱科学、学科学的浓厚兴趣。

科普大篷车开进工人文化宫

走进工美馆 感受中华美学
暑假期间，北京各类文旅场馆成为人们避暑休闲的好

去处。一位来自海南的家长表示，带领孩子参观工艺美术
馆，不仅有助于缓解孩子繁重的学业压力，而且还让孩子
了解中国工艺美术，感受中华美学。图为 7 月 13 日，中国
工艺美术馆内，家长和孩子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欣赏工艺美
术作品。

本报实习生 杨淳 摄

7月 12日，杭州，“2023丝绸之路
周”活动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主题
配套展览“文明大观：丝绸之路上的敦
煌”同时开展。该展首次突破壁画艺
术的限制，创新设置古敦煌治理、敦煌
与浙江版块，展出一级文物达 30 多
件/套，包含众多国宝级文物，多数文
物为首次在浙江展出。展览呈现古敦
煌“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
盛况，诠释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
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视觉中国 供图

国宝级文物亮相中国丝绸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