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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剧《山河月明》近日在北京卫

视落下帷幕， 作为 2022 年的第一部历

史题材剧，《山河月明》 以其精良的制

作、饱满的历史群像，以及当下荧屏少

有的历史气韵吸引了不同年龄阶段的

观众， 显示出一部历史大剧的独有魅

力，甚至在观众中带火了明朝历史的讨

论热度。

纵观全剧，《山河月明》 主要聚焦

朱元璋和朱棣两代帝王之间的故事，这

两位君王均以正面塑造为主。帝王历史

剧历来最受指责之处是陷入对皇权的

歌颂。 虽然《山河月明》对朱元璋的正

面塑造争议不小，但剧情大体上还是基

于历史真实的合理想象，同时也对朱元

璋的残暴一面给予了点到为止的揭示。

赋予人物充分合理性的，还有陈宝国的

表演，他塑造的朱元璋既有坦率真诚的

一面，也有阴狠算计的一面，陈宝国演

绎的草根皇帝朱元璋粗中带细，把握住

了人物身上的一体两面。

《山河月明》戏骨云集，作品的一

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会聚了陈宝国、

张丰毅、王姬、姚橹、王劲松、王庆祥、

王辉、 张光北、 杜源等众多实力派演

员， 这群在荧屏上已不常见的好演

员， 塑造了一个个生动传神的历史人

物。 剧中的朱元璋怕老婆， 徐达怕闺

女， 亲情视角的切入与当下观众更为

契合， 也让人物更加真实可触。 王姬

饰演的马皇后戏份虽然不多， 但让人

观之难忘， 她身上兼顾了皇后的端庄

贤良与民女的泼辣干练。 剧中反面人

物也有亮点， 杜源饰演的胡惟庸是精

明能干一路高升的宰相， 也是被捕入

狱依然保持清醒的大臣。

《山河月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不

去过多臧否， 只是用心刻画历史人

物，让观众自己去寻找答案，由此让

这个两代帝王的故事带给观众对封

建皇权更多的反思，这也是作品的价

值所在。

历史剧向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

话，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的创

作原则， 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合理

的想象和创作。《山河月明》努力为历

史多添加一些戏剧性，让它尽量好看。

比如， 历史上朱元璋皇长孙朱雄英的

死和马皇后的死都很仓促突然， 记载

很少， 再加上马皇后死前不让人进殿

的奇怪举动， 编剧把这些 “偶然” 串

起，就演绎成了《山河月明》中祖孙俩

先后染疫亡故的剧情高潮桥段， 在真

实性与艺术性之间实现了平衡。

古装历史剧是创作难度最大的电

视剧类型， 近年来已逐渐退出荧屏主

流，人物故事同质化、不合逻辑的编剧

思维、肤浅的台词、尴尬的演技、粗陋

的制作， 让历史剧经历了由盛及衰。

《山河月明》则跳出了种种窠臼，它通

过恢弘的叙事风格、强大的演员阵容、

严谨的创作态度， 为当下的历史剧创

作拓宽了表达空间， 也无疑会带动历

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再度升温回潮。

观影札记

《山河月明》为历史剧创作打了个“样”

邱伟

今年 95 岁的胡显清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高酿镇地良村人， 曾从事

美术、陶瓷彩绘等工作。 1987 年退休后，胡显清向家乡的学生传授书法、篆刻、绘画技艺，并

于 2019 年在地良村成立了“古藤书画屋” ，义务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

目前，胡显清老人指导过的学生中已有 21 人考入了书法、绘画艺术类的高等院校。

“有生之年，能帮助附近村寨、左邻右舍的农家娃学点传统文化，是件很快乐的事。 ” 胡显

清说。 ���新华 / 传真

图片故事

胡显清（左二）带领学生外出写生。

胡显清向学生传授篆刻技艺。

胡显清在教学中。

一方水土， 孕育一个地名；

一个地名，承载一方文化。

从塞北大漠到烟雨江南，

从繁华都市到阡陌乡村， 地名

浓缩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

记忆，标记着漫漫来路、指引着

未来去路。

近日， 国务院公布修订后

的《地名管理条例》。 新修订的

条例设立地名文化保护专章，

明确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鼓励社会参与等要求。

地名，由何而来，又饱含着

几多记忆与变迁？当指尖轻抚地

图，那或长或短的名称中蕴藏的

正是“何以中国” 的密码；每一

个地名的背后，就是一首血脉传

承的歌，它能让我们读懂中国。

探究“源” 与“缘”

你的家乡以何为名？

专家认为， 地名的起源与

含义十分复杂， 大体可分为自

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两

大类。

从自然环境因素看， 很多

城镇聚落依山傍水、滨海临湖，

不少地名就起源于这些地物的

相对位置。 湖南衡阳之名源于

其位于衡山之南， 陕西华阴之

名则由于其地处华山北侧；江

苏海门因其位于长江入海口得

名， 江西湖口则得名于其为长

江和鄱阳湖的交汇处。

从社会历史因素看， 有些

地方以当地聚居的部族或民族

命名。 专家指出，山东的蓬莱、

莱阳、 莱芜等地和春秋时莱族

的分布和迁徙有关， 四川的巴

中和湖北的巴东大体是先秦巴

族居住区， 四川邛崃等地名留

下了古代邛族存在的痕迹。

有的地名传达了人们的生

活企盼和价值追求。 江苏淮安、

山东泰安、四川雅安、陕西西安

这类有“安” 字的地名，含有人

们对安定生活的祈祝； 浙江镇

海、 江苏镇江、 广西南宁等地

名， 充满了人们期盼平定殃祸

的心愿。 儒家的孝悌忠信等思

想符号在我国地名中常有体

现，如湖北孝感、浙江义乌、河

南信阳等。

地名以寥寥几字， 道尽了

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

关系。 每一次对地名起源含义

的探究， 都仿若一次大美中华

的纵情游览。

感悟“延” 与“传”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先生如此评价地名的价值：地

名是人类历史的一块 “活化

石” ，是一种看得见的乡愁。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朝代

更迭、 疆域变迁。 白云苍狗之

中，许多地名依然流传下来。

正如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副

所长刘连安指出， 由于地名具

有较好的稳定性、继承性，很多

在社会其他领域已经难觅踪迹

的社会观念、地理特征、语言习

惯沉淀在地名中。 老地名让今

天的人们有了触摸历史上多彩

自然、文化现象的渠道。 例如，

山东青岛之名让我们知道此地

曾植被茂密， 河南鹤壁之名告

诉我们曾有鹤生活于此。

《左传》中有“禹合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的记载。

安徽蚌埠禹会村的地名正诉说

着“涂山之会” 这一夏王朝建

立的标志性事件。

地名浓缩历史，更承载了一

方百姓的集体记忆和乡土情怀。

安徽合肥的延乔路以路名

纪念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

短短三字，犹如一座桥梁，跨越

近百年时光， 实现两代人思想

交汇、情感共鸣。

为纪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的左权将军， 山西辽县更名为

左权县；黑龙江的尚志市、吉林

的靖宇县则因抗联英雄赵尚

志、杨靖宇命名。 数十年前那场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的

伟大斗争因地名定格， 成为后

人追念英雄的重要方式。

还有许多地名因岁月浸染

了十足烟火气。 “同居长干里，

两小无嫌猜” 的诗句，让江苏南

京的长干里具有了 “青梅竹

马” 的意象；“九天开出一成

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的诗句，

定格下成都的繁华与锦绣。

在千百年延续和传承中，

地名被赋予更多含义， 成为中

华文明独特载体， 蕴藏着一种

乡愁、一段记忆、一份情缘。

守护“根” 与“梦”

地名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

“根” 与“魂” ，寄托着中华儿

女的“情” 和“梦” ，值得中华

儿女共同守护。

新修订的条例对做好地名

文化保护作出多方面的顶层设

计。 条例规定“具有重要历史文

化价值、 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

地名，一般不得更名” ，还要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并将符合

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

早在数年前， 我国就开展

了各种形式的地名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

起名于西周的山西曲沃 ，

曾是“武公据之以兴晋 ，文公

依之而称霸” 的关键之处；山

东高密的地名据传与大禹的字

相同……这些地名作为中国地

名文化遗产， 得到各级政府和

民政部等部门的重视和保护。

保护地名文化既要守护老

地名，也要规范新地名。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

程不断加快， 受地域变化和人

口迁徙等因素影响， 必然会出

现新地名。

听波巷 、观澜路、演武厅

巷……2021 年，北京城市副中

心 362 个地名向社会公示。 一

处处片区 、一条条道路、一块

块公园绿地，因浓厚的运河文

化风味地名呈现鲜明地域文

脉特征。

新修订的条例对行政区划

和其他地名的命名、更名程序作

出规定，要求征求专家、社会公

众意见。 刘连安认为，这些规定

使地名命名、更名过程成为汇聚

智慧、凝聚共识的过程，有利于

防止命名、更名“任性而为” 。

地名虽小， 但一一相连，就

是你我的家国。 当我们将那些

美好的地名吟之于口、 铭之于

心，胸口升腾起的，是炽热的家

国情怀和坚定的文化自信。

新华

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东城新区的晋园内的水匜。（资料图片）

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核心区。 （资料图片）

长江和鄱阳湖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石钟山附近

交汇，形成江湖两色美景。 （资料图片）

网络微短剧正日益受到观众青

睐， 各大视频平台纷纷出台项目战略

与扶持计划， 力求进一步盘活上下游

市场。

2020 年末，国家广电总局在备案

系统新增“网络微短剧” 板块，将其定

义为 “单集不超过 10 分钟的网络

剧” ， 从而将微短剧正式纳入视频剧

集赛道，2020 年也因此被称为 “网络

微短剧元年” 。

显而易见，网络微短剧爆火，成为

新媒体生态的一个新景观。

缘何火爆起来

客观而言，微短剧从网络剧兴起之

日就一直存在，与网络剧和长视频相对

应，曾被称作短视频、短剧、中视频等，

其制作史已有 10 年左右， 此前一直不

温不火，但 2020 年底至今，网络微短剧

发展势头惊人。 快手平台公布的数据显

示， 该平台 2021 年依靠微短剧得到的

收入突破 10亿元。 今年上半年，网络微

短剧备案开机项目有增无减，在各视频

平台上线和更新频率极高。

为什么网络微短剧会在当下这个

时间节点火爆起来？这一现象背后，必

然有为其驱动和助燃的文化温床与发

展契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网络微短

剧火爆的时间曲线， 正好与国内受到

疫情影响的时间线吻合。 由于各地疫

情发展和管控政策不同， 以往依靠聚

集性生产模式的长剧集产出受到影

响。 疫情发生后上线的长剧集大多数

为疫情发生前制作， 新鲜出炉的长视

频数量相对减少，居家期间，习惯于依

赖新媒体的年轻一代对信息的渴求和

对文娱产品的需要却呈现出上升趋

势。在这一背景下，蓬勃兴起的网络微

短剧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受众的目光。

网络微短剧丰富的题材极大地满

足了网络受众的好奇心，短小精悍、有

时看完整部剧只需花费一个多小时，

恰到好处地迎合了网络用户的浏览习

惯。疫情期间，微短剧也对网络用户起

到了一定的心理缓冲作用。 在流行文

化和艺术类型潮起潮落的背后， 总是

有时代的因素与助力。 如改革开放初

期港台电影风靡一时， 综艺电视晚会

兴起催生大量喜剧小品， 都体现着时

代对文化艺术的影响。 当前网络微短

剧的繁荣， 其背后的原理和发展路径

也大抵类似。

精准定位受众

在网络微短剧诞生的每一个环

节， 与视频平台深度合作的生产方都

背靠网络大数据进行着用户细分。

内容方面， 网络微短剧较少启用

专业编剧进行原生剧本创作， 通常倾

向于改编网络文学作品。 网文平台针

对用户的不同喜好， 精细划分出古风

偶像、都市情感、二次元、军旅热血等

题材和风格， 又根据用户浏览的热度

和排行榜等数据，勾勒用户背景图谱，

向微短剧生产方进行有针对性的 IP

推荐。演员选择方面，网络微短剧常常

并不优先选用专业院校毕业的影视演

员， 而是启用具有粉丝基础的网络达

人， 匹配与之风格相近的 IP 作品，助

力其粉丝增长和关注度的进一步获

取。 播放平台则根据用户浏览习惯和

喜好， 精分出特定人群， 如汉服爱好

者、动漫爱好者、军事爱好者、游戏爱

好者等，针对群体用户垂直推送，将不

同风格的网络微短剧有意识地导流到

目标用户眼前。通过一路精确定位，网

络微短剧的策划、生产、推送的每一个

环节都根据目标用户进行定制， 为其

收视提供了保障。

在以往的影视剧创作和播出中，

几乎没有批量出现过像网络微短剧这

般根据用户喜好精准投放的作品，常

规影视剧动辄百万、 多则千万的前期

投入，使内容生产方很难如此任性。网

络微短剧则没有太多顾虑， 一集网络

微短剧长不过 10 分钟， 短则两三分

钟， 完全可以在可承担的成本风险内

放心试水。 凭借“船小好调头” 的优

势， 微短剧出品方还会根据网络受众

的关注度变化， 在题材内容范围内进

行更多尝试， 只要有一个作品戳到观

众的“爽点” ，就能迅速火遍网络，让

观众自发为其进行口碑传播。 而精细

划分后的微短剧， 每个类型的风格都

十分明晰，由于生产投入压力小，只要

抓住精确定位的目标受众就能确保回

报， 导致微短剧的风格化倾向进一步

走向极致， 致力于满足观众更强烈的

情感需求。

提升品位质量

网络微短剧的当务之急， 就是在

提升品位和质量上做出实打实的努

力，增加投资，提高作品的精细度。 毕

竟短暂而频繁的感官刺激终有花样翻

尽、审美疲惫之时，专业创作者介入偏

少，必然导致作品专业度不够高。

网络微短剧从创作意图上可分

为两个阵营，一是落户爱奇艺、优酷、

腾讯视频、 芒果 TV 四大视频平台的

横屏短剧，单集时长在 10 分钟之内，

制作较为精良。 这类微短剧秉持剧情

叙事的创作初衷，较多启用专业演员

参演。 另一部分微短剧则以快手、抖

音等短视频平台为主导，常规性推介

3 分钟以内的竖屏微短剧。 这类微短

剧 通 常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募 拥 有 100

万—500 万粉丝的网络达人作为主要

演员，通过网络微短剧拍摄，网络达

人又增加了一重演员身份，更容易通

过流量分账、品牌招商、电商直播等

实现达人变现，同时也为微短剧带来

有效流量。

网络微短剧的繁荣，具有鲜明的

阶段化特征，也很好地服务了网络受

众。 作为一种视频剧集类型，网络微

短剧能否保持不断成长和可持续发

展，关键在于创作者能否自觉克服传

播内容和表现形式的不尽完美，追求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经

典作品创作标准，避免快餐式消费损

毁发展愿景。 事实上，网络微短剧艺

术品质的提升与其价值升级有正向

关系，一部制作精良、养眼养心的网

络微短剧，无论在增强话题度、聚合

粉丝黏性，还是达人变现上都更为有

利。 诚恳的创作终将在观众口碑方面

有所回报。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微短

剧的制作方普遍具备互联网内容生

产的基本经验与条件，遵守备案流程

和广电视听生产相关规定，这为网络

微短剧的长期发展与品质提升打下

了相对良性的基础。

����崔晓

网络微短剧成观众新宠

文化观察

贵州九旬老人

和他的“古藤书画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