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界首市委围绕青年所思所想所盼，以界首读书会为平
台，开展读书分享会、经典赏析、企业家沙龙、阅读马拉松等
品牌活动，举办书香有约、文化集市、吾乡印象等系列交流活
动，促进青年有思想地工作，有思考地成长。青年在城市发展
中更有参与感、获得感和成就感。下一步，团界首市委将以

“青春养城”为主题，打造青年文化、双创、乐居、宜业、畅享、
成长的平台，加快形成青年阅读圈、生活圈、交友圈，汇聚青
春的蓬勃力量。建议中国青年报对青年友好型城市加大宣传
报道力度，总结提炼可借鉴、可复制的先进做法和经验；通过
调查问卷、走访调研等形式，详细了解青年的诉求和期盼，深
度分析青年特点和发展规律，破解青年的思想困惑和苦恼。

团肥西县委以“科技、经济、发展”为主题，打造肥
西青年TED沙龙，引导青年分享知识、激发灵感、展现
风采。举办“青年派·智未来”城市创意设计青年大奖
赛，各平台累计点击量超10万次，覆盖44所高校。下一
步，团肥西县委打算深化校地合作共建，开展“高校学
子进肥西”“城市合伙人”等活动，与高校共建大学生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希望《中国青年报》能够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和基层团组织形成互联互通，在县级开通中青
融媒账号，让基层通过系统供稿，深度挖掘当地青年典
型以及团务经验；能够开设中青课堂，为广大团干线上
提供关于青年工作、新媒体等先进经验的培训教学。

团 安 徽 省 阜 阳 市 界

首市委书记 郑贺

团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肥

西县委书记 孙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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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徐丹阳

《觉醒年代》《山海情》《人世间》⋯⋯近

年来，越来越多内容扎实、口碑“爆表”的国

产剧走进观众视野。在各类社交媒体上，关

于国产剧的话题也不断引发热议。

年轻人心中的优质国产剧具备哪些特

质？他们期待国产剧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出 品 的 新 一 期《参 数》节 目

中，几位青年嘉宾分享了他们对于国产剧

的看法和期待。

年轻人爱上国产剧

“我平常很喜欢看电视剧，尤其是国产

剧。”1999 年出生的王芷萍是一名国产剧爱

好者，尤其喜欢悬疑推理类型的剧集，曾“N
刷”《沉默的真相》《隐秘的角落》等影视剧。

北京大学电影专业研究生崔佳璇同样

关注国产剧，她会通过朋友推荐或者剧评

挑选感兴趣且口碑较好的剧集，观看前两

集后再决定是否继续追剧。近些年来，《爱

很美味》《小欢喜》《梦华录》 等电视剧都让

她印象深刻。

从事会计工作的王凯然今年 29 岁，作

为历史爱好者的他最喜欢的剧集莫过于国

产历史剧，“我从很小的时候便和父母一起

看影视剧，虽然现在看剧频率比不上之前，

但一直在关注一些好剧。除了最喜欢的历

史类古装剧，偶尔会看一些谍战剧、家庭剧

及情感剧 。像近些年的《山河月明》《清平

乐》《巡回检查组》我都看过”。

就读于南京某高校广播电视专业的大

学生刘玉婷（化名）觉得，现在的国产剧有

很多吸引人的亮点，“我发现近几年很多剧

集的视听风格趋向电影化，越来越多国产

剧开始使用电影画幅比，色调也变得更加

好看，整体画面质感提升了不少”。

今年 27 岁的沈悦经常会利用闲暇时

间观看国产剧，“近几年国产剧中，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便是《小欢喜》，讲述的是家庭、

亲情、友情等热门又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话

题，我也会被剧中‘教育理念’‘中年危机’

和‘社会关系’这些话题牵动，这部剧仿佛

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写照’”。

国产剧用什么打动青年观众

王芷萍觉得，近两年来国产剧的品质

相对提高了，“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在演员

的 演 技 上 ，演 员 不 再 是 只 有 流 量、没 有 演

技。现在的大部分剧，能看到很多有演技的

年轻演员和中年演员。比如之前热播的电视

剧《人世间》，没有一个所谓的当红偶像，各种

‘老戏骨’对戏可以说是‘神仙打架’，观众的

情绪也不自觉地跟着剧中的角色一起变化”。

沈悦关注到，国产剧的题材相比于之前

更加丰富，弘扬正能量价值观的国产剧变多

了，“一度出现的‘穿越剧’‘古装剧’扎堆儿的

情况不复存在，都市剧、青春剧、年代剧等类

型的剧集变得更加丰富，像《觉醒年代》很好地

传递了正向价值观、引人思考，《大江大河》《山

海情》等电视剧也都是立意深刻又耐人寻味”。

“我觉得现在很多剧集从内容上来说更

加接地气、讲真情、会抓人，剧情的主旨和聚

焦的事件越来越亲民，也紧跟社会热点。”崔

佳璇认为，现在国产剧更加重视好故事，剧情

变得更加紧凑、不拖沓，“现在一些人会倍速

播剧，但我不太喜欢这样，还是想尊重作品本

身的节奏。我感觉近年来国产剧的节奏明显

提升，冗杂多余的片段明显减少。例如今年年

初播出的《爱很美味》，就可以称得上是一部

短小快的好剧”。

崔佳璇也惊喜地发现，国产剧总体在往

“群像感”的道路上前进，“很多剧集中，配角

的故事越来越精彩，剧中可有可无的角色几

乎不见，‘小人物’的剧情线也格外吸引人，单

独放大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令人感动之处”。

王凯然觉得，从制作上来说，国产剧变得

更加精良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几年历史

剧 的 服化道跟以前比，真的是取得了长足进

步。我能感觉到很多历史剧在制作上非常用心，

比如《长安十二时辰》，对服化道还有礼仪的考

究，让我仿佛看到了开元天宝年间的大唐”。

王芷萍也发现很多电视剧在服化道上越

来越精细美观，“电视剧《梦华录》里面的人物

穿的衣服都很古色古香，在展示茶文化时的

茶器也都是很精美的，把传统文化很好地融

入进了剧集中”。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调查

显示，63.9%的受访者觉得近两年来国产剧的

品质提升了。大家认为国产剧品质的提升主

要 表 现 在 演 员 演 技 在 线（55.3%）、正 能 量

（52.9%）、内 容 吸 引 人（48.4%）、剧 情 紧 凑

（46.1%）等方面。

期待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
好剧出现

“以前的很多国产剧之所以至今看起来

仍是经典，是因为故事精彩、角色丰满且演员

表演得到位，而在这些方面，现在的国产剧仍

然有很多提升的空间。”王凯然说。

崔佳璇觉得，虽然现在很多国产剧更具

“群像感”，但仍存在人物不够立体、过于依靠

粉丝流量等问题，“部分剧作的主角特质千篇

一律，给人以不真实感。希望剧中角色能多一

些真实的喜怒哀乐。而且有的剧太过依靠流

量，忽视了剧作本身，粉丝基础不应与演员能

否担任这个角色挂钩”。

“国内很多经典电视剧的续集做得并不

到位，大部分让人感觉只是在套壳，注水情况

也比较严重。”刘玉婷觉得，国产剧中有很多

优秀的作品，但这些 IP 如何做好延续是一个

值得思考的问题。

王芷萍表示，作为观众，更希望看到有诚

意的作品，“现在部分电视剧老是一味地翻拍

经典，在题材和内容方面，我觉得可以更多

元、更反映社会现实。另外就是在演员的选定

上，应该更多地去贴合这个角色，更有演技”。

社 调 中 心 的 数 据 显 示 ，对 于 国 产 剧 ，

57.5%的受访者期待内容创新，更丰富，50.6%
的受访者期待拍摄更多元题材，49.7%的受访

者期待贴近大众生活，49.2%的受访者期待挖

掘更多有演技的演员。

崔佳璇对国产剧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她希望能出现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属于国产

剧独有风格的好剧，讲述先打动自己而后打

动观众的故事。

王凯然非常期待国产剧能涌现更多好的

剧本，影视剧市场能更看重演员演技而不是

颜值和炒作，诞生更多值得反复观看、值得推

敲的影视剧作品。

刘玉婷希望国产剧在拍摄题材上可以更

加创新，“现在国产剧里很多热度高的剧集还

是古装剧，非常期待能有更多不同类型、不同

行业、不同年代的国产剧，引发大家更多关注

和讨论”。

“在前期创作上，编剧应该体验生活、洞

察人心，唯有足够多的生活体验才能写出不

虚浮的剧本 ，创 作 出 更 多 具 有 真 情 实 感、人

物立体、剧情节奏不拖沓的好剧 。而人物的

塑造是重中之重 。让观众从剧中找到自己，

无论是代入主角还是配角，能让人产生情感

上的共鸣才是好剧。”崔佳璇认为，在前期创

作和后期制作上，国产剧有很多可以进步的

地方，“后期制作上，希望可以早日摆脱过重

的滤镜，展露出人物真实的外在状态，会让观

众感到更舒适，而且要减少剧集中注水和无

用的片段”。

“国产剧的更迭速度在变快，这很容易导

致剧集质量变得良莠不齐，我最希望的就是

国产剧能够坚持初心，注重品质，将‘东方美

学’发扬光大。”沈悦说。

好看到不想快进 当青年爱上国产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昊琨

近日，《广绣里的国宝》数字藏

品系列正式上线“豹豹青春宇宙”数

字藏品平台。《广绣里的国宝》精选

了广绣非遗传承人王新元的一组经

典作品，其中，8 月 31 日，《广绣毛公

鼎》公开发售。9月 2日，《广绣翠玉白

菜》公开发售。9月 7日，《广绣西周颂

鼎》公开发售。

王新元致力于广绣的传承和创

新已有 27 年。他的广绣作品构图饱

满，色泽富丽，针法多样，形象传神，

深刻呈现了当代中国广绣艺术的发

展成果。近年来，他推出的广绣国宝

系列，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广绣的题

材 和 内 容 。他 运 用 独 有 的“ 八 工 针

法”，高度还原了国宝颜色和文物细

节，让文物“活”起来，用广绣技艺完

美地“绘制”了一份国宝档案。

作为四大名绣之一，广绣是以

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民间刺绣

工艺的总称，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

历史，其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当时由

中原移民把刺绣带入了岭南。

在王新元的广绣生涯中，他时

常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建立属于自

己的艺术叙事方式？

传统广绣多以荔枝、红棉、花鸟

等岭南特色形象为主要题材，王新

元对这些元素没有特别的感觉。他

开始琢磨做“不一样”的作品。

青铜器，在王新元的最初的印象

中有一种神秘感。“几千年前，古人的

技术能够铸造出这么精美的青铜器，

令人感慨。这些‘国之重器’，我就想

通 过 我 的 广 绣 技 艺 怎 么 去 展 示 出

来。”王新元说。

王新元回忆，一开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绣得不像，只有轮廓和纹饰，没有立

体感和细节。后来，他尝试了各种针法，才创作出锈迹斑斑的厚重感。他发现，问

题不在于题材，而在于技法。他结合满针、插针、咬针、续针、乱针等几十种传统针

法，独创了“八工针法”，高度还原了国宝颜色和文物细节。

在创作过程中，他还建立了专属自己的艺术叙事方式。

广绣不仅讲究刺绣的针法技术，“功”为“艺”用，更加注重光和影的和谐运

用。“一幅优质的广绣作品，需要历经构图、配色、针法、针距、蚕丝的选择、颜色的

过渡等关键步骤，这六大项是缺一不少的。”王新元说。

自然的颜色过渡，离不开对蚕丝粗细的精细要求。王新元的纪录是：“1 根桑

蚕丝可以分出 64 根来”。

“创新，要紧贴时代的进步。我们有责任把国宝、文物，通过广绣的技艺，让它

展示在全球人民的视野里。”王新元对于守正创新的理解，是念念不忘的一句话：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

王新元的《广绣毛公鼎》《广绣翠玉白菜》和《广绣西周颂鼎》这组作品，其文

物原型目前均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广绣国宝作品系列里，王新元对西周颂鼎印象深刻。

“西周颂鼎的颜色更为丰富，犹如青苔绿苔一般，那种历史的沧桑感，会更重

一点。”王新元说。

西周颂鼎为西周青铜“三颂”之一，这件颂鼎器壁铸铭文共 152 字，是记录西

周礼仪制度的重要物证。

“颂”，是以颂扬为内容的文章或诗歌，表达作者的祝愿。《诗经》里有《周颂》

《鲁颂》和《商颂》，合称《诗经》“三颂”。“三颂”主要是周王和诸侯祭祀时用的舞曲

歌辞，其内容多宣扬天命、赞颂祖先功德。

西周晚期，周王室的一位名为“颂”的史官铸造了这组饪食器，以内容相同的铭

文，记录了西周晚期的册命制度，颂扬天子美意，荣耀先世父母，祈求家国康乐大福

和周王万年长命。考古专家以器定名：“颂鼎”“颂簋”“颂壶”，为西周青铜“三颂”。

目前，“三颂”青铜器分散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颂鼎共三件传世，故宫博物

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各藏一件。

王新元在收集文物国宝作为其创作广绣的元素时，感伤于毛公鼎、翠玉白菜

和西周颂鼎的百年流离。但他深信，中华文明的传承，就像青铜鼎上题刻的铭文，

“子子孙孙永宝用”。

“我们以广绣呈现这种青铜器的文物，第一是为了传播我们

的国宝文物知识，让更多人认识到它的独特魅力，温暖时代文化

记忆；第二是希望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我们广绣工艺，希望更

多年轻人投身广绣技艺传承，共同把广绣发扬光大。”王新元说。

《广绣里的国宝

》上线

﹃
豹豹青春宇宙

﹄

□ 李嘉怡（华南理工大学）

后疫情时代，难免让人有些许疲乏与
无力，而国风说唱音乐是我身边大学生的
一种情感解药。2022 年的这个夏天，夏日
说唱派对又一次点燃了无数同龄人心底的
火种，中国风说唱音乐迈出了从小众走向
大众的步伐。

不可否认，身边的大学生们，正在为国
风说唱而疯狂！

今夏距离那个“说唱元年”已经过去了
6年。在这6年中说唱音乐悄悄完成了其本
土化、中国大学生化的蜕变。本来的它充满
了对主流文化的反叛性，有其消极性，但通
过这 6 年，越来越多有文化自信的中国年
轻人涌入其中，参与表演与创造，享受着属
于中文说唱的别样魅力，已经把它变成了
一个有很多积极意义的说唱形式——属于
大学生说唱者的态度和精神始终催化着热
爱之火熊熊燃烧，那些于歌里行间直击听
众耳膜的无数个瞬间，永远震撼人心，如夏
日热浪般汹涌。

所谓中国风，指的是歌曲的风格与表
现力极具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色，是指歌词
曲调而并非简单的外在形式。大学生在国
风说唱的魅力中沉醉，为千年中式美学的
浪漫而骄傲。国风说唱已然成为近年来的
一大爆点，现代说唱热潮与中国古典元素
的完美融合，既符合着年轻一代的个性审

美，同时也有着更加丰富饱满的文化内涵。
这些说唱创作者选择加入国风说唱的

创作热潮，主动在歌里行间融入中国传统
文化，创新性地挖掘着那些历久弥新的中
式韵味。不论是八方戏曲与传统诗词的相
辅相成，还是古典琵琶与二胡的碰撞融合，
中文说唱早已不再是韵脚与快嘴称霸的天
下，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且博大精深，成为当
代曲风韵调能够不断获取新生的发酵器，
当说唱音乐与中国文化获得完美的契合
时，个人作品便愈加底蕴深厚，“Chinese
Hip-hop”也便有了更深刻的意义。

目光转回 2017 年，说唱文化在中国初

展风貌，GAI 周延的金曲《虎山行》四句封
神：“一往无前虎山行，拨开云雾见光明，梦
里花开牡丹亭，幻想成真歌舞升平”，他一
反过去说唱音乐中浓烈的对抗和碰撞色彩，
剑走偏锋，用传统诗词韵调为中文说唱领域
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他的歌词里流淌着的
是中华泱泱山川河流，他的演唱中传递出的
是属于华夏文脉的江湖色彩。传统诗词与
说唱格调之间的交相呼应，向更多的人展
示出了属于中文说唱的传统美学底蕴。

专注于研究探索国风说唱的歌手代
表也不少，刘聪一曲《清风调》，江湖儿女
把舞跳；早安新作之《麒麟》，武侠血液燃

炸全场⋯⋯无数的说唱歌手以说唱风格
为基，以中华文化为魂，以国风曲调为傲，
努力诠释着中文说唱更多的可能性，创新
于今，余韵悠长。

踏足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56
个民族宛若 56 颗明星，不同的民族文化在
辽远的深空之中星光漫溢，点点光斑照亮
着整片华夏夜空。来自新疆的说唱歌手艾
热是善于在说唱作品中加入民族元素的代
表人物之一，他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
独特的新疆民族元素，在作品《千里万里》
的歌声之中，饱含的是他对家乡的炙热情
感，心底深处的热忱，从故乡一路绵延至远

方，爱与浪漫的气息回转在壮美的新疆风
情之中，他用作品将游子的思乡情绪凝聚
起来，迸发出别样迷人的中国风说唱旋律。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种将浓郁民族风与
说唱潮流相联系起来的中式音乐美学，在
中华大地上开出了一朵耀眼的民族之花。

方言说唱同样也是中文说唱领域内的
一大特色。来自五湖四海的说唱爱好者于
不同的城市起家，用个性化的腔调展示着
一方水土的独特魅力，辽阔的中华疆域之
上，他们以地域文化为信仰，以地域方言为
纸笔，创作出了无数区域色彩鲜明的说唱
作品，在中文说唱的发展长河中，留下了极

具艺术价值的一笔！
年轻一代为何如此喜爱说唱文化，又

为何对于中国风式的说唱曲目如此情有
独钟？

首先，说唱文化中顽强、洒脱、不服输的
态度，毫无疑问是无数年轻一代心中最执着
的渴望，说唱文化中“勇敢做自己”的号召对
于青年人来说，是最具冲击力的呐喊。

其次，说唱其实已不仅是一种音乐形
式了，它和摇滚、民谣等音乐形式一样都有
着更深层次的音乐价值，说唱文化代表着
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即便面对青春的
苦涩与迷惘，也仍要擦干眼泪高歌猛进；即
使前方一路荆棘，对于梦想的追逐也绝不
轻易停下脚步。说唱音乐中自带的那般不
被定义、无惧冷眼、果敢向前的标签，是青
年一代在面对社会刺痛时仍能顶风而行所
必要的魄力，那些在难捱的深夜中从耳机
传入心头的声音，何尝不是属于困境中的
一股托举之力。

最后，中国风说唱音乐更是激发出了
年轻一代心中最绵长永恒的文化认同感，
历史长河中那汹涌澎湃的中国力量，那血
气方刚的中国精神，那滚烫炙热的中华血
脉，如同一剂强心针般注入青年一代的骨
子深处，一方江湖豪迈，一股荡气回肠，一
燃民族血液，一炸说唱青春。国风说唱在当
下的火热，是我们对于热血青春的一场执
念，是对于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更是民族自
信心的深度提升。

属于中文说唱赛道上
的中式旋风仍在席卷，属
于说唱的爱与和平仍在延
续，歌在前方，唯向远方。

本文由中青校媒征集

国风说唱，如此引年轻人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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