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乡情怀、赡养难题、生活重负⋯⋯无
论《吉祥》还是《如意》，都展现了真实存在
又看似无解的家庭困局。

文 化2021 年 2 月 9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郭韶明 汪文 版面编辑 / 邹艳娟

Tel：010-64098334 64098366 9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从故宫博物院退休的“老单”单霁翔，走出

宫门后，这次真的走向了大千世界。在首档聚焦

世界遗产的文化综艺 《万里走单骑》 中，他化身

一个新晋男团的团长，行走万里，用脚丈量中国

的世界遗产。

在 1 月 31 日首播的节目第一期，单霁翔初遇

黄觉、马伯骞，就送了一人一双布鞋，宣告“布

鞋男团”成团。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他和嘉宾们

穿着布鞋，日均步行超 3 万步，从良渚古城、杭

州西湖、苏州园林，到青城山都江堰、鼓浪屿、

武当山⋯⋯12 处世界遗产地的隐秘和伟大，或

将在他们的行走中得到更多“应援”。

是世界遗产，更是生活家园

在 《万里走单骑》 总导演张龙看来，这档节

目和其他文化类综艺或旅行类综艺相比，最大的

不同在于，它要传达的核心是阐明世界遗产的价

值。

刚刚播出的节目第二期来到厦门鼓浪屿，这

是一个“国际社区”，在专家的建议下，“布鞋男

团 ” 要 带 着 观 众 领 略 7 种 不 同 风 格 的 建 筑 。 然

而，鼓浪屿上不能开车，交通全靠腿，如何在有

限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同时又让节目好看？

这期节目把“男团”分成了两组，一组由单

霁翔带队，走以输出知识点为主的路线，另一组

则走体验路线。“未来我们还想在一些建筑旁立

一个二维码，游客来了扫一扫，就能看到节目中

对建筑长知识又好玩的介绍。”

事 实 上 ，《万 里 走 单 骑》 并 不 仅 仅 是 “ 布

鞋 男 团 ” 的 行 走 ， 他 们 每 到 一 处 ， 就 恨 不 能

“ 消 失 ” 在 当 地 人 群 中 —— 就 像 世 界 遗 产 不 仅

仅是遗产，更是当地人的生活家园。鼓浪屿本

身就是一个社区，岛上还有一个厦门二中的初

中部，一代一代的鼓浪屿少年从这里毕业，走

向 岛 外 的 世 界 。 而 位 于 湘 西 的 永 顺 老 司 城 遗

址 ， 里 面 则 有 一 个 500 户 人 家 的 村 子 ， 从 古 繁

衍至今。

“ 我 不 是 演 员 ， 不 演 不 装 ， 节 目 也 没 有 剧

本，我们的状态就是三个：一个是不断地走，一

个 是 和 遇 到 的 人 对 话 ， 一 个 是 体 验 。” 单 霁 翔

说，“我们在良渚磨玉，在土楼夯土，在普洱炒

茶，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和观众分享。”

云南普洱景迈山是一个正在申遗过程中的地

点，节目组在前期踩点时惊讶地发现，这里就算

是 最 普 通 的 茶 农 ， 都 对 申 遗 这 件 事 非 常 了 解 。

“有的少数民族茶农，汉语表达不是特别好，但

他们都对申遗非常热情，也比我们对世界遗产的

价值认知更有深度。”张龙说，“他们已经把这件

事当成自己的日常。”

为 了 不 让 柏 油 路 沥 青 的 气 味 影 响 茶 树 的 香

气，当地只要一进入茶山的范围，路就是用石子

铺成的。尽管很颠簸，尽管维护成本更大，但为

了保护景迈山，当地人愿意做这样的选择。

他们对良渚遗址“动手”了

《万里走单骑》 的开篇选择良渚，单霁翔说

“因为它实证了中华文明 5000 年”。2019 年，良

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成为中国最新的一处世界

遗产。事实上，在综艺之外，良渚正在努力让自

己走进更多人的视野，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陶豫，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以
下简称“管委会”） 文物与遗产管理局局长，他

介 绍 ， 管 委 会 成 立 于 2001 年 ， 已 经 有 20 年 的

“历史”，在 5000 多年的良渚遗址面前，如何保

护好，如何传承好，是它自成立之初就肩负的两

大使命。

早在 2010 年，良渚考古遗址公园就成为第

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面积 3.66 平方公里的

公园里，观众来了，能干什么？

陶豫坦言，对于初来乍到的普通人，良渚遗

址的“观赏性”并没有那么强，有句话叫做“地

下气象万千，地上土丘一片”；而且 5000 多年的

文明距今太过遥远，如果再造还原那个时代的人

与生活，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既要好看又要科学，管委会找到了一种艺术

表现形式。“除了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在南

城墙的考古现场，我们用一种‘金属网格’的展

陈手段，来表现当时良渚人的生活。你能看到

‘他们’在水城门撑着竹筏运送货物，也能看到

‘他们’隐隐约约穿着衣服，但衣服是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留待今后的科学解答。”陶豫说，

这样的“金属网格”在古河道旁的手工作坊区，

则呈现了各种劳作的场景，比如烧陶、制玉、纺

织等。

想让普通人走近世界遗产，“动手”是最具

效果的方式。2020 年，管委会和浙江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合作，在良渚古城举办了 14 期公众考

古。这项活动通过志愿者招募的方式，入选者

需要先进行一个考古培训，掌握考古作业的标

准 流 程 ，“ 用 什 么 工 具 ”“ 怎 么 挖 ”， 培 训 合格

后，在考古专家的指导下，亲身到考古现场进行

发掘——注意，这不是演习。

当这些“考古实习生”真的在这片几千年前

人类居住过的土地上，亲手触摸到土层中的纺

轮、陶片，时空的隔阂就被弥合了。好消息是，

如果条件允许，在今年每周末都将举办这样的公

众考古活动。

除了公众考古，良渚还在做“实验考古 ”，

这来源于遗址公园在做现场展示时遇到的难题，

“比如良渚时期的建筑是怎么建造的，以前只能

通过图片或者视频，现在我们想让观众看到，甚

至体验到”。

于是，遗址公园特别开辟了一个 5000 多平

方米的实验考古区，由考古和建筑界的专业人员从

夯筑地基开始，以良渚时期的方式，在现场盖房

子，目前已经搭起了一个半成品。观众来到这里，

也可以体验夯地基的“体力活”。

“我们打算用 5 年左右的时间，真正打造出一

个实验考古区，请有专业背景或实操经验的人，加

入到我们的工匠队伍，除了盖房子，我们还可以烧

陶、纺织⋯⋯”陶豫说。

世界遗产给当地人带来了什么

单霁翔说：“在很多游客的眼中，这些世界遗

产地仅仅是风景名胜。那么，世界遗产的价值何

在 ， 给 当 地 老 百 姓 和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带 来 了 什 么 ，

这些都需要告诉公众，这是 《万里走单骑》 的初

衷所在。”

单 霁 翔 以 鼓 浪 屿 为 例 ， 作 为 一 个 国 际 社 区 ，

又是旅游胜地，申遗成功后，不仅没有无限制接

纳 游 客 ， 反 而 从 限 流 6 万 人 调 整 到 5 万 人 ， 其 中

1.5 万是当地民众。教育、医疗等配套依然保留在

岛上，没有为了开发旅游而牺牲当地人的尊严和

权益。

盛 淑 彦 是 一 名 85 后 摄 影 师 ， 家 就 在 良 渚 古

城，朋友圈照片全是她拍的良渚“写真”。“以前上

大学，要跟同学解释一大圈，我家在良渚古城，古

城在杭州余杭区的什么位置⋯⋯现在只要说良渚，

大家就知道了。”盛淑彦说，因为环境越来越好，

为她的摄影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

看了 《万里走单骑》 第一期，盛淑彦觉得，自

己以后更不用解释良渚是什么了。而且她发现，越

来越多和她一样的年轻人，开始在良渚摄影、写

生、办读书会⋯⋯对周边居民来说，良渚是世界遗

产，更是他们生活的地方。

家门口有了世界遗产，除了高兴、自豪的心理

福利，当地人更得到了切实的好处。陶豫介绍，最

明显的是环境的变化。在 42 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

保护区范围内，矿山全部关闭，污染企业全部搬

迁，青山绿水中的村子回来了；环境好了，产业也

实现了更新换代，文旅融合的民宿开起来了，遗址

公园本身也带来大量就业机会。

有时候，当地人还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

一天，住在附近的一家人到良渚考古遗址公园游

玩，爷爷在实验考古区看到了木骨泥墙和榫卯结

构 ， 兴 奋 地 对 小 孙 子 说 ：“ 我 小 时 候 也 是 这 么 搭

房子的啊！”

“ 传 承 ” 这 样 的 抽 象 概 念 ， 瞬 间 落 回 烟 火 人

间，打破时空，生生不息。

单霁翔组“布鞋男团”，用脚丈量中国的世界遗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2021 年春节，我们可以怎样看电影？

除了即将登陆线下电影院的贺岁新片，我们

还发现了一份网络春节档电影片单，比如 《少林

寺之得宝传奇》《发财日记》 这两部电影，将以

单片付费模式进行网络发行。

这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来一个“双线回归”

的春节档。

动作电影 《少林寺之得宝传奇》，将于 2 月

12 日大年初一在视频平台上线。该片由唐季礼

执导，王宝强领衔主演，倪大红、吴孟达、刘昊

然等演员加盟。

在 《少林寺之得宝传奇》 中，王宝强饰演了

一个名为西门得宝的小混混，西门得宝遭人暗算

后成为朝廷通缉要犯，为洗清罪名跟随高僧修

炼，最终揭开阴谋。在这部电影中，王宝强颠覆

大家以往对他“喜剧演员”的既有印象，化身正

统少林武僧，展示了扎实的武术功底。

日 前 ，唐 季 礼 接 受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专

访。作为“贺岁片担当”导演，唐季礼为何选择

挑战创作春节档“网大”？

中青报·中青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推
出《少林寺之得宝传奇》这样一部喜剧电影？

唐季礼：我希望每一个作品都是不一样的。

《少林寺》 是我年轻时就喜欢看的电影，而且我

从小习武，学过少林武术。从我做导演开始，少

林寺这个题材很多人拍过。

现在为什么会拍 《少林寺》？是王宝强来找

我说：“导演，我们没合作过，我们在影展碰过

面。”我说：“宝强，你功夫很好，看你跟甄子丹

拍的戏里打得这么好，我真的不知道你原来这么

能打。”这次他找我，说想拍 《少林寺》，这一直

都是他的心愿。

我们决定要拍摄这部电影时，不希望给人家

的感觉是我们在“炒冷饭”，是在翻拍。实际上

我们的故事是全新的，不是“救唐王”的那个年

代。我们是讲“北周灭佛”的时候，少林寺被毁

了 ， 僧 人 逃 难 ， 最 后 传 承 少 林 寺 的 故 事 。“ 得

宝”这个角色是一个少林精神的“传承人”，跟

以前的 《少林寺》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青报·中青网：创作一个全新的少林寺故
事，你期待达成怎样的效果？

唐季礼：我们希望讲一个很好的故事，有人

物成长，有感情，也有人生哲理。王宝强的文戏

很强，他演绎的人物非常传神生动，所以我们希

望把“得宝”这个人物的成佛之道活灵活现地表

现出来，展现一个像小混混的人如何学得道理，

如何通过人生的经历得到成长。他有兄弟情，有

父子情，也有师徒之情。

关于动作场面，我希望做到返璞归真，而不

是飞来飞去那种不真实的打斗。我们请了少林武

生的头儿过来帮王宝强补功夫，这部戏在拍摄武

打戏份时，是“拳拳到肉”真打的那种。

很多 00 后观众不一定看过 《少林寺》，可是

少林包含的传统文化的武德，孝的精神，还有爱

老百姓、爱国家的内涵，在现代社会是有现实意

义的。我们希望拍一部符合当代需要的正能量电

影。

中青报·中青网：这部贺岁片将完全在线上
平台播出，担心风险吗？

唐季礼：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要做网络大电

影的春节档，策划时就直奔这个目标。在如今的网

大潮流下参与做第一个春节档，对我来讲是蛮有意

义的。这有得做，我就用心去做。

整 个 拍 摄 过 程 ， 我 并 没 有 把 它 当 成 是 一 个

“网大”，和传统大电影的差别只不过是播出平台

变成网络，讲好 90 分钟的故事就够了，比传统大

电影的 120 分钟少了 30 分钟。所以我必须要更集

中地去讲故事，抛掉多余的内容。这就像展现踢

足球戏码，我要把传球的过程剪掉，留下最精彩

的攻门部分。

做线上春节档是一件很好的事，就算有风险，

我们也愿意去尝试。我们拥有成熟的团队、成熟的

演员，我希望大家一起联手，看看这些网络平台的

观众消费能不能突破这一个亿投资的上限。如果这

能赚钱，那么将来网络大电影投资的预算就可以提

升，水准也能提升了。

中青报·中青网：你是否看好这一次线上线下
并行的“双线春节档”？它会成为一个趋势吗？

唐季礼：我觉得应该会成为一个趋势。中国人

的春节传统是改不了的，大家都待在家陪家人过

年，一陪就是一两个星期，你们总会看电影的。只

要好一点的电影内容，大家花几块钱，可以在家里

很多人一起看，一次没看完还可以再看。我认为在

春节档消费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网大春节档肯定会

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挑战线上春节档，唐季礼要讲一个全新的少林寺故事

□ 任冠青

在被问及一部电影的创作
初衷时，很少有导演会像大鹏
谈《吉祥如意》 一般，呈现出
一脸懵圈的状态。最初，他只
是想回东北老家拍一部 《姥
姥》，找一位演员饰演“女版
大鹏”，记录下姥姥的过年日
常，看看闯荡大城市的年轻女
性会与这位年过耄耋的农村妇
女产生怎样的火花和互动。谁
知天有不测风云，姥姥在一次
跌倒后溘然长逝，这场拍摄也
被随之而来的种种意外翻转牵
引，沿着主创者始料未及的方
向疾驰而去。

原定主角的离世，让大鹏
不得不改变焦点，将镜头转向
这场变故的直接波及者——三
舅王吉祥的飘摇命运。早年因
故失智后，妻子带着女儿远走，
他一直跟着老母亲相依为命。
精神的失常，让这个一度春风
得意的“王科长”顿成“无用之
人”，每天的生活似乎只剩一成
不变的吃包子，漫无目的、烟不
离手的遛弯儿，以及经常挂在
嘴边的“找妈明早”和“文武香
贵，一二四五”。

当一个人把很多事都忘
了，他始终无法忘却，甚至成为
口头禅的片段，才是潜藏在内
心深处的情感密码。而那句乍
听有些奇怪，却被一遍遍重复
的“文武香贵”，正是他四位兄
弟姊妹的名字，是让他一直挂
念、难以割舍的家人。

另一个让他牵挂的，是十
年没有回家的女儿庆丽。当二
嫂问他丽丽终于要回来，想不
想她时，他一面“傲娇”地说“不
想，想她干吗”，一面又难掩心
头的喜悦，嗔怪地唤着孩子儿
时的昵称“庆屁”。影片的前半
部分《吉祥》中，庆丽的扮演者
刘陆是其中唯一一位演员，她
必须通过设身处地的沉浸式表演，让自己变成庆丽本人，
去体会愧疚、纠结、疏离等多重心境的交叠，陪早已生疏
的父亲理发、吃饭、散步，与暌违多年的亲人商讨父亲的
未来去向。

也正是这一摆在眼前的棘手问题，让影片在久别重
逢的祥和氛围之上，笼罩了一层欲说还休、暗潮涌动的紧
张气息。终于，在葬礼不久后的年夜饭上，矛盾一触即发。
大哥此前就反复惦念三弟当年为家庭做出的贡献，不愿
把王吉祥送到养老院或精神病院。他提出由丽丽接回赡
养，或四家轮流照顾。可在外漂泊多年的丽丽也已有了自
己的家庭，照顾父亲必然力不从心。

看似处处怨怼、不讲情面的二哥其实付出最多，也实
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多年来，一直是自己家陪母亲照料三
弟，但再深的手足情谊也会被长年累月的重负所消磨，自
己在慢慢变老，也想过一下清净的、不受干扰的生活。最
终，这场争吵以丽丽给二大爷主动磕头致歉的方式暂时
止戈。

冲突之后，一切依旧悬而未决。在《吉祥》的结尾，王
吉祥踽踽独行、踏着漫漫白雪向观众走来。随后的《如意》
是《吉祥》的拍摄幕后花絮，亦是对前者的冷峻解构和现
实注解。

其中最具隐喻意义的，是丽丽本人的突然出现。于
是，真实丽丽的表现，与演员刘陆之间，形成了耐人寻味
的镜像对比：对于这个家庭的往事与将来，演员明显更加
心思沉重，更为“入戏”，充满着难以言说的压抑与愧疚；
庆丽本人却更加开朗抽离，一见面就与父亲有说有笑，好
像从未分离，在监控画框外“看戏”时，她也显得过于轻
松，仿佛一切都与己无关。年夜饭那场戏中，因为受不了
剑拔弩张的争吵，演员一度崩溃离场，“逃”到旁边的小屋
弯腰沉思；而画面的另一边，则坐着真实的庆丽，镜头中，
她的脸上毫无波澜，只是在一旁随意淡定地滑着手机。

一开始，我实在有些不理解庆丽的反常表现，也忍不
住像刘陆一样问上那句：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十年都没
回来过呢？后来，想到影片的另一幕，我才慢慢意识到这
份心情的复杂。

在姥姥弥留之际，屋内的大人们正手忙脚乱地找氧
气包、打电话，二舅的女儿也忍不住流泪啜泣，释放着自
己的伤痛之情。另一边，丽丽和大鹏则呆呆地止步院外，
茫然不知所措。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是感受不到悲痛，而
是常年漂泊在外，与亲人、家乡的交流日渐疏离，他们已
经不知如何面对这份失去、如何像堂妹一般自然地让真
实情感流淌。庆丽面对演员质疑时的抱肘沉默，在镜头下
的故作轻松和“王顾左右而言他”，又何尝不是对那份无
所适从的掩饰和逃避呢？

渐行渐远的故乡情怀、无从下手的赡养难题、家人
情谊与生活重负的拉扯⋯⋯无论是《吉祥》还是《如
意》，都展现了一个又一个真实存在又看似无解的家庭
困境和人情纠葛。而在影片最后，导演意外翻出的一段
DV 录像似乎为前路提出了宛若“天意”的答案。那是
2008 年，当时还十分健康的姥姥慈祥地冲着对面的大
鹏微笑，三舅被母亲温情庇护，在一旁惬意地吃着包
子。录像结尾，姥姥翻转过一扇房门，指着上面大红的
贴纸说道“这个好”。
贴纸之上，写着的正
是“吉祥如意”四个
大字。

人 生 不 如 意 事
十之八九，历经儿子
失智、骨肉分离等诸
多 蹉 跎 的 姥 姥 又 何
尝不懂这个道理。但
从 姥 姥 往 日 的 担 当
守护来看，遇到困难
后不离不弃，永远乐
观地直面风雨，相信
一 切 最 终 都 会 吉 祥
如意。或许这才是她
给 家 人 留 下 的 最 后
祝愿和深情嘱托。

︽
吉祥如意

︾
：只是转了个身回望故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创商店，众多文物文创

身 边 ，“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魔 方 ”“ 新 青 年 T
恤”“不胜不休麂皮棒球帽”有着不太一样的气

质，让观众有想“买买买”的冲动。

上海的陈云纪念馆，“唯实搪瓷杯”以陈云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经典思想制作，

造型质感让人仿佛回到那个年代。

这些似乎和我们印象中的文创产品不太一样

的红色文创，不久前“联合”了起来。2020 年

12 月，“红色文创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国家博

物馆举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香山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等 34 家成员单位聚在一起，见证联盟成立。

在 国 博 ，“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魔 方 ” 一

直 销 量 不 错 。 魔 方 的 主 题 元 素 由 两 部 分 组 成 ，

第 一 部 分 是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24 个 字 篆

书，第二部分是国博馆藏的十余件精美文物的

线 形 轮 廓 图 ， 两 部 分 在 魔 方 的 54 个 格 子 中 相

互穿插。

国 博 （北 京）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朱晓云坦言，和古代文物相比，近现代文物

所衍生出来的文创产品在数量上较少，原因很

多 ，“ 不 能 按 照 古 代 文 物 的 思 路 去 做 红 色 文

创，比如直接从原文物提取视觉元素，做出来

会 比 较 生 硬 。 只 有 真 正 挖 掘 出 红 色 文 化 的 精

髓，与时代相结合，才有可能做出打动观众的

文创产品”。

联盟成员在交流的时候发现，在开发红色文

创时，大家所面临的困难是相似的，如果各家只

是从自己馆藏的文物出发去做一些开发，受众面

有限——毕竟有的博物馆、纪念馆的参观人数并

不多，这就带来“高成本-高价格-销售少”的

不良循环。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胡钰

认为，红色文创的难点在于红色文化基因的挖掘

与转化。“如何推进革命历史文化与当代青年文

化有机融合，是值得深入思考的着力点。在红色

文创的开发中，不是所有的红色内容都要展现，

而是要进行提炼、选择；也不是所有的红色内容

都要刻板复制出来，而是要用当代的话语与创意

的方式展示出来。”

陈云纪念馆的红色文创大概可以分为 8 个类

别：文具、生活用品、书籍、影像、摆件、模

型、书法和其他 （邮册、徽章等）。除了书籍、

影像、摆件类可以直接用人物像等外，其余文具

类和生活类在设计时都致力于挖掘馆藏资料背后

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风范。

“我们主要以‘云’‘竹’‘人物’‘江南古

风’等为元素，以红色、绿色、古色为主题。”

陈云纪念馆副馆长王震凤说，比如，“竹”是虚

心、正直、廉洁与坚韧等美好品质的象征，也是

陈云生前最喜爱的植物，同时象征着陈云的高风

亮节。

此外，从文创产品本身的实用性来讲，陈云

纪念馆更多注重从贴近生活的设计需求出发，兼具

思想性、美观性、时代性的特点，如笔记本、笔、

扇子、杯子等。

一款“海上砖六顺盘”是一个六边形的珐琅釉

瓷砖，兼具装饰盒功能。画面以陈云纪念馆建筑为

主体，与红色背景衬托下的陈云故居遥相呼应。画

中的市河蜿蜒流淌，陈云当年正是坐着小船沿河而

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胡钰认为，相较于产业属性较强的文旅项目开

发、博物馆文创品开发，红色文创还处于起步阶

段，“但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文创产业和文创事业

的快速发展，文创理念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崭

新观念，红色文创会日益受到重视并迅速兴起”。

“我们希望破解红色文创：一方面，我们要搞

清什么是红色文创，我想红色文化不仅包括革命文

化，也包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与我们优秀的传

统文化一脉相承；另一方面，通过红色文创联盟这

个平台工作机制，实现 IP 资源、设计资源、生产

销售渠道资源、宣传资源的共享。”朱晓云说，比

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文物，在国博也有相似

或同类的藏品，那就可以联手做一些产品，在两馆

同时销售。

在朱晓云看来，其实文创的范畴很大，除去传

统 的 产 品 类 型 ， 也 包 括 书 籍 、 教 育 ， 甚 至 旅 游 ，

“在建党百年的契机，我们或将在这方面做一些新

的尝试，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呈现”。朱晓云

相信，红色旅游已经越来越热，在文旅融合的背景

下，红色文创的春天也在不远处。

“2021 年应该是红色文创发展的‘大年’。值得

重视的是，在传播红色文化中，要以深入研究为基

础，准确梳理史实，提炼红色精神，要以文创理念

为指导，提高红色文创的青春态与人文感。”胡钰

说，“在红色文创的开发中，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

力量、社会力量参与，多视角地展示波澜壮阔的红

色历史。”

红色文创,联合起来
在国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魔方”一直销量不错。

作为“贺岁片担当”导演，唐季礼
为何选择挑战创作春节档“网大”？

“传承”这样的抽象概念，瞬
间落回烟火人间，打破时空，生生
不息。

唐季礼唐季礼

《万里走单骑》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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