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期节目“后劲”大，观众催更《典籍里的中国》

年轻人爱上“国潮文化”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沉浸式“穿越”令人惊艳

《典籍里的中国》中，撒贝宁以
“当代读书人”的身份踏入历史长河
寻访先贤，和演员们共同演绎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催泪典籍故事。该节目目
前播出6期呈现的典籍包括《孙子兵
法》《论语》《史记》《本草纲目》《天工
开物》和《尚书》。

这档节目最大的亮点是，它不
仅呈现中华民族浩瀚如烟、极具生
命力的典籍，而且呈现与典籍相关
的历史人物的故事，高度浓缩历史
人物的“高光时刻”，通过他们人生
的重要事件，来呈现典籍的来龙去
脉，典籍的历史传承脉络，以及典籍
对人的影响等，传递一种精神。比如

《论语》一期，高度浓缩孔子和其众
弟子的一生，品读《论语》之余，带领
观众感受两千年前圣人追求仁爱理
想世界的生命历程。

《典籍里的中国》每期节目都会
邀请演技实力深厚的演员来诠释历
史人物，观众在演员淋漓尽致的表演
中感受历史人物身上的闪光点。倪大
红饰演的伏生、王劲松饰演的李时
珍、李光洁饰演的宋应星、吴镇宇饰
演的孙武、王绘春饰演的孔子以及王
学圻饰演的司马迁，都仿佛从历史中
走来的人物。他们的精彩表演，甚至
让撒贝宁真切感受到历史人物与他

擦肩而过。
《典籍里的中国》除了对历史人

物故事的精彩演绎，高科技的舞台
搭建也帮助观众完成了沉浸式观看
体验，这在最新一期《孙子兵法》中
有很好的体现。孙武年少从齐国到
吴国，助吴伐楚，再到年迈隐世，讲
清楚这个故事需要呈现齐国、吴国、
楚国、大山隐居等多空间布局，再加
上孙武与当代人的跨时空对话，空
间更是复杂，但通过多屏幕视频的
呈现，这些时空转换都成为可能。

这档节目，之所以让观众怀有迫
切的心情“催更”，期待一次又一次的
充满澎湃激情的观看之旅，关键在于
节目在内容、形式、观看体验等各方
面的极致追求。正如王劲松所说：“我
们不是不能出好的节目，是缺乏这样
的初心和敬重。”

文化节目频频出圈

最近，越来越多精心创作的文化
节目得到观众认可，年轻人也越来越
喜爱传统文化，爱上“国潮”综艺。这
是因为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都在追
求无止境的创新，通过新颖的节目模
式呈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不久前，一档耀眼夺目的节目
《端午奇妙游》火爆网络，水下飞天
舞令人惊艳。这档文化节目别具匠
心地将传统文化中最耀眼的元素进
行放大，结合现代高科技技术，再以
歌、舞、杂技、戏剧等传统文化形式
呈现出来，令人眼前一亮，赢得大批

年轻网友的喜爱。该节目最大的
亮点也是模式创新，不局限于晚
会、文化节目的传统表达形式，首
次采用了“网剧+网综”的创新手
法，用四个“唐小妹”的生活故事
串联起整个节目，手法新颖，非常
年轻化。

文化综艺《书画里的中国》则
聚焦中国传统书画，科普书画知
识的同时，挖掘作品背后的历史
和人文故事。节目采用3D复现技
术，让人可以走进画里，近距离感
受传世名作的细节，同时相关历
史故事也由明星嘉宾演绎复现，
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还有诗
和远方》第二季将诗歌美学和旅
行相结合，带领观众感受自然风
光与诗歌意蕴的文化之美，节目
中嘉宾来到徐霞客、白居易、陆
游、朱熹等一众名家的家乡或者
创作之地，让观众感受诗词中的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化综
艺都是电视台综艺，都是认真打
磨的作品，审美水平比较高，节目
新颖，广受年轻人的喜爱。青年人
越来越热爱国潮文化是当下的一
种趋势，在年轻人聚集的平台，民
乐、中国舞、传统戏曲等传统文化
十分流行，引发年轻人的各种狂
欢。“新国潮”的流行趋势，与这些
年来的精品文化综艺的引导不无
关系。文化内容的爆发，且每过一
段时间都有爆款出现，也证明着
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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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采访
谢大脚形象如何深入人心

2007年9月10日，齐鲁晚报记
者在《乡村爱情2》拍摄地开原市待
了三天，同于月仙进行了深入交
流。于月仙告诉记者，在《乡村爱情
２》中，谢大脚的戏更足了，仍然是
象牙山村的“焦点人物”。之所以说
谢大脚是象牙山村的“焦点人物”，
用于月仙的话说，就是“追求大脚
的人更多了”。

虽然有三个男人在追，于月仙
却说对演这些恋情有一点点顾虑，

“《乡村爱情２》主要是讲爱情的，但
是大脚这样的中年人的爱情和小
蒙、永强这些年轻人的爱情根本不
是一回事，中年人的爱情一定要把
握好度，要比年轻人的爱情含蓄许
多，要不观众接受起来会有难度。”

于月仙剧里的角色叫大脚，难
道你真是大脚？于月仙笑着对记者
说：“哈哈……有多大鞋，就有多大
脚。”

说起在戏中穿的40码布鞋，
于月仙很有感慨：“我平时都穿37
码的鞋，上次拍《乡村爱情》为了
体现人物的大脚身份，只能在鞋
里塞上棉花，一穿就是三个月。由
于鞋难找，坏了也没得换，鞋底掉
了都不能扔，只好贴了胶带继续
拍戏，脚都被硌破了。”于月仙得
到的不仅是拍摄地老乡的认可，
她塑造的当代媒婆谢大脚也深入
人心，“真有人打电话给剧组，要
我给说媒。有一次我在首都机场
碰到三个女孩，也让我给她们说
媒。”

枣庄再采访
谢大脚到山东谈恋爱

同于月仙再次的面对面独家专
访，到了2011年。由《乡村爱情》系列
电视剧的编剧张继编剧，《乡村爱
情》系列中“谢大脚”于月仙领衔主
演的农村题材轻喜剧《火红的日
子》，2011年4月29日在枣庄峄城开
机拍摄，于月仙接受了齐鲁晚报记
者独家专访。“谢大脚”于月仙表示，
自己之前演的较多的是东北风味浓
厚的农村剧，这次在《火红的日子》
里，她将在鲁西南的石榴园里谈情
说爱，“剧中无论老一辈还是年轻一
代，都笑料十足，看点十足。”

“之前大家叫我谢大脚，希望
《火红的日子》播出后大家叫我王
鲜花。”于月仙告诉记者，自己扮演
的女一号王鲜花比《乡村爱情》里
的谢大脚更爱美、更年轻，剧中的
感情戏份也很多，“这是一个很有
故事的女人。”

在编剧张继的剧本设计里，剧
中的王鲜花有两段感情故事，其中
和大龄未婚男青年刘文高的爱情
故事，鲜明地体现了王鲜花这个人
物的特点：很敏感，别人一个不经
意的举动，她就会浮想联翩，因此
在剧中造成许多误会，于月仙说：

“王鲜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碰
到了姜超饰演的大龄未婚男青年
刘文高，刘文高一开始不喜欢王鲜
花，但他的一个不经意的举动，让
王鲜花误以为刘文高对自己有意
思，于是开始了执著的追求。”

主演山东电影
王翠花和谢大脚差别很大

最近一次和于月仙面对面专

访，到了2019年。
在山东电影《高家台》中，饰

演女主角王翠花的是演员于月
仙。2019年9月26日，于月仙在利
津《高家台》拍摄现场接受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的独
家专访，于月仙说，非常高兴
能够在一部山东电影中饰
演主要角色，“不过这个角
色和谢大脚很不同，但同样
鲜活。”

《乡村爱情》系列剧集
里的谢大脚，是于月仙最广为
人知的角色，于月仙说，《高家台》
里的王翠花和谢大脚区别较大，

“王翠花这个角色就像一个脆萝
卜，刀子嘴豆腐心，这个角色从出
发点和性格上与谢大脚都不太一
样。”

从《乡村爱情》第一部，到电
影《高家台》，于月仙参演的诸多
影视作品中，农村题材的占据了一
大部分，她还曾在中国农民丰收节
晚会上参演农村题材小品《乡
村喜事》，于月仙说，“这个小
品把农民丰收的元素、农村
厕所改建的元素等加了进
去，还有扶贫干部、返乡青
年，通过这个作品让大家
看到咱们的青山绿水，当
然，小品中也有一些婚姻
的元素，毕竟我是以红
娘著称的大脚婶儿嘛。
我想通过农民丰收节
为农民朋友送上节
日的祝福，也祝福
大家生活更加富
足，我也愿意
以更多农村
题材作品，
奉献给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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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曾三次对话于月仙

她她是是以以红红娘娘著著称称的的大大脚脚婶婶儿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8月9日从多个信息源获
悉，曾在《乡村爱情》中扮演

“谢大脚”的演员于月仙，9
日在阿拉善拍摄期间突遇
车祸，不治身亡。

《乡村爱情》剧组三位
相关人士向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透露，8月9日凌
晨，于月仙一行在内蒙古拍
片，外出时由于车速过快，
发生意外，因伤势太重宣告
不治。记者朋友圈里于月仙
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信息，永
远地停留在8月6日14:47。此
前的8月5日凌晨，她连发两
条朋友圈，发布拍摄采蘑菇
视频，并帮助当地农民做农
业产品推广。在过去的近一
年时间里，于月仙都在发布
她的“大脚走四方”，帮助全
国各地农民做农产品推广。

于月仙是天津人艺著
名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
院表演专业，是德艺双馨的
著名演员和导演。她在《乡
村爱情》15部系列电视剧
中，因成功扮演了“谢大脚”
一角而受到观众的喜爱。

“谢大脚”是喜爱于月
仙的观众对她的爱称，但她
塑造的角色不仅仅有“谢大
脚”。她在早年间也曾出演
过98版的《水浒传》，饰演鲁
提辖拳打镇关西一段中的
金翠莲。2006年至今，拍摄
了15部《乡村爱情》。2016
年，作为导演执导儿童电影

《我的无色世界》。

近近日日《《典典籍籍里里的的中中国国》》更更新新《《孙孙子子兵兵法法》》一一期期，，观观众众大大
呼呼过过瘾瘾。。虽虽然然该该节节目目以以平平均均一一个个多多月月一一期期的的频频率率更更新新，，
却却是是让让观观众众念念念念不不忘忘、、期期期期叫叫绝绝的的一一档档文文化化综综艺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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