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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技术

为公共考古打破“僵局”
  据光明网，最近，《三星堆奇幻之旅》《云游
长城》等数字交互空间上线，通过虚拟技术为公众
带来了沉浸式交互体验，增强了公众与考古工作之
间的互动。所谓“公众考古”，就是通过文化资源
管理、考古教育等行为，在学校、公园、博物馆等
场所，让考古走进公众视野并融入公众生活，提高
考古行业的社会化程度，在全社会健全文化遗存保
护机制。
  如今，虚拟技术、直播技术等新媒介技术的升
级，助推公众考古的发展，打破了公众与考古工作
间的专业壁垒。新媒介技术将考古工作的诸多细节
直接呈现在公众面前，不仅能够让公众与考古工作
“面对面”，还能消除公众此前对考古工作的一些
误解。在科学探索面前，玄学的迷雾会消散；在全
景展现面前，谣言与曲解会减少。公众主动走进考
古事业，决定自己“看什么”“怎么看”，考古学
的基本知识，考古工作的常见方法在此过程中潜移
默化，在实现考古资源公众化的同时深化公众的文
化遗存保护意识。

数字藏品

是风口也要防风险
  据新华日报，近段时间，数字藏品吸引了文物
界、传媒界、互联网企业等纷纷入局，越发令人关
注。数字藏品，是拥有数字化“身份证”的特定作
品、艺术品等。从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
馆、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等推出一系列数字藏品，到
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数字藏品正孕育着
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
国共发售数字藏品约 456 万份，总发行价值约为
1 . 5 亿元。
  站在“风口”上的数字藏品，大有可为。从全
球范围来看，数字藏品的外延更广，被运用于音
乐、体育、家电等各种场景。随着技术的新突破，
数字藏品应用场景将不断拓宽，为文化、旅游、体
育等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契机。
  不可否认的是，数字藏品的发展还处于早期探
索阶段，需提防侵犯知识产权、盲目投机炒作等苗
头问题。而越是处于“风口”，越要注意防范风
险。面对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包容但也不可纵容。
行业发展，规则先行；新技术迅猛发展，规则得跟
上。数字藏品要明确产品属性、平台准入、经营规
范等准则，做到平台合规、数据安全、产权明晰，
有序进行平台交易。也要提醒消费者，数字藏品的
价值取决于藏品自身的艺术性，需要选择正规平
台，审慎购买，不可盲目跟风。

年轻人需要

积极的网红生活
  据北京日报，当下，“网红”似乎已经成为一
种新兴职业。事实上，“网红”不是今天开始有
的，从互联网普及之时起，就一直有“网红”现
象，过去的“网红”往往是制造出网络上轰动一时
的新闻事件的主角，或者是出于宣传目的在网上营
业的演艺明星。而“网红”成为一种现实的职业选
择，是在直播和短视频等新的社交方式出现之后，
这些新的方式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平台，也
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从总体上看，现在的“网红”群体中有相当大
一部分在传播积极内容，包括非遗传承的展现、传
统戏曲的传播，还有各方面知识的科普，这些都受
到了社会的肯定和好评，也是年轻人积极面对生活
的表现。另一方面，一部分“网红”的网络活动中
确实存在低级无聊庸俗的表现，传播了消极内容。
  因此对于新兴的“网红”职业，社会层面的职
业监管和“网红”自觉承担社会责任都不可缺少。
一方面社会要加强监管和教育，让进入这一行业的
人认识到坚守底线的必要性，对于违法乱纪和违反
公序良俗的行为，相关部门应给予严厉处罚。另一
方面，进入这个行业的“网红”也需加强自律。
“网红”成为一种新兴职业是社会新的发展，我们
需要正视其中的复杂性。

荧屏都市剧

步入“中年时代”
  据北京日报，今年以来，随着现实题材热潮一
再升温，荧屏电视剧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霸屏”
多年的青春题材正在逐渐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中年
题材作品存在感大增，越来越多的都市故事与精彩
角色聚焦在中年人身上，作品探讨的话题也随着题
材的接地气而变得更加深刻，与之对应的则是一批
优秀的中生代演员顺势回归。
  在今年已经播出的剧目中，不乏可圈可点的中
年题材都市剧，这类作品涉及的题材越来越广泛，
关注的人群跨度也越来越大。在任素汐与秦昊主演
的《亲爱的小孩》中，剧集从一对夫妻转换成父母
角色的心态变化开始切入，向观众抛出了家庭责任
的话题，呈现了普通家庭与病魔斗争的艰辛历程和
坚韧意志。都市生活剧《警察荣誉》讲的是八里河
派出所里的“四老带四新”。作品不仅在讲青年成
长，更在讲“中年救赎”，剧情人物真实鲜活、有
血有肉。
  荧屏“中年故事”持续走红，反映了影视行业
近年来持续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这些作品扎
堆亮相荧屏的背后，是电视剧主创对社会焦点问题
广泛深入的关注，从不同层面体现都市人群所面临
的养老、婚姻等现实问题，越来越丰富的现实题材
不断被挖掘，也会推动社会层面的讨论与思考。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 汪霏霏
 
  作为今年舆论热度最高的古装剧，《梦华
录》将时代落在北宋，其原型故事为元代戏曲
家关汉卿创作的元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
尘》，无论是话题性还是讨论度，人气之盛都
堪称近年罕见。除却剧集制作本身的精良出
彩，《梦华录》能在热搜长居不下，与它所还
原的北宋生活图景也有很大关系。史学家陈寅
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
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千年前的市井百相
与风雅韵致，以服饰、器具、食物还原富有烟
火气息的古人生活图景，为《梦华录》添上了
丰富的文化意蕴。

宋朝的茶文化

  《梦华录》从精良的服化道、制景等方面
展现了北宋风韵和迷人的市井烟火气。剧中最
引人瞩目的还是茶文化，饮茶环境、饮茶方
式、茶具和各色茶点，引起了许多爱茶人士对
宋代人雅致生活的向往。宋代饮茶之风盛行，
开茶坊的赵盼儿精通茶艺，故事开篇就展现了
她一套行云流水的倒茶功夫。
  剧中赵盼儿等人在与同行茶汤巷的斗茶比
赛中，并无绝对实力的碾压，最终以独一无二
的手艺风味胜出。斗茶情节从点茶的输赢标准
到惊艳的茶百戏，都让人把更多目光转移到两
宋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斗茶之风。北宋蔡襄

《茶录》：“茶少汤多，则云脚散；汤少茶
多，则粥面聚。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
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则止，
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建安斗
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
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北宋陶谷《清异
录》：“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
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
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
‘茶百戏’。”
  茶百戏又称“水丹青”，是用清水使茶汤
变图案的技艺。始见于唐代，在宋朝发展至巅
峰，将热水倒入装有细密茶粉的碗中，调成糊
状，然后慢慢加入更多热水，用茶筅击拂茶
汤，直到出现厚厚的泡沫，再用泡沫作画的一
种技艺。由于茶汤显现纹理丰富自然灵动，特
别适于表现中国传统风格的山水花鸟图案，供
茶客观赏、品饮、体验。
  《梦华录》中出现了多种茶叶，茶坊客人
点单率最高的“谢源茶”产于歙州婺源(现江
西婺源)。此外，古意清雅的“青凤髓”、上
好细嫩的“双井白芽茶”、年产仅十两的“灵
隐佛茶”，都是诸多茶客们的心头之爱。品茶
时配上各类果子，如梨条桃圈、碧涧豆儿糕、
雕花蜜饯、越梅蜜饯、鲜花团子等，更能体现
其滋味。剧中掌柜新出的“紫苏饮子”原名
“紫苏熟水”，“熟水”为古代的饮料、汤
点，后来逐渐发展成具有各种功效的配方。最
早的熟水是宋代著名词人李清照常喝的“白豆
蔻熟水”，在炎热的夏季有健脾开胃之效。

也有“网红店”

  《梦华录》演活了彼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

际都市之一，北宋首都东京。“四面八方的人
们，竞相朝这里涌来；世界各国的使者，都纷
纷来这里朝见。京城的市场上，汇集了来自五
湖四海的珍贵罕见之物；京城的厨房里，能
见到整个世间的佳肴美馔。道路上遍地花
香，处处都是风景，可不仅仅是在春游踏青
时才能看到，有时有箫鼓乐声飘响，可能只
是有几户人家正在夜宴聚会，也算不上什么
大事。”（摘自《东京梦华录序》，由侯印
国先生所作白话译文）北宋之前的都城格
局，大体都是居住区和商业区分离的“坊市
分离制度”，到了夜间，商业活动即告停
止。但东京城突破了这个制度，隔离坊、市
的围墙或被破坏，或被拆除，它成了中国古
代第一个敞开式的城市。北宋商业发达，居
住在东京城的百姓也多以行商为业，所以当
漫步在京城的街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几乎
每一个街巷里都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商铺，茶
坊乐馆、药铺饭店、瓦舍勾栏、书坊印厂、匠
人工坊、珍宝市集，凡天下所有的物产，都能
找到交易之所。
  本剧的主干剧情就是赵盼儿等人在东京城
开了一家茶坊，开始了我们现在俗称的“逆
袭”奋斗之旅。而在真实历史上，宋代女子经
商，算得上是比较常见的事。两宋之交的孟
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录了北宋都城汴梁
城诸多“网红”名店，其中即有女性开办的
“王小姑酒店”“曹婆婆肉饼”“丑婆婆药
铺”等。此后南宋周密作《武林旧事》、吴
自牧作《梦粱录》，其中也记录了都城临安
内的诸家女子开设的名店，诸如“李婆婆杂
菜羹”“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等，其中还
有一家跟本剧赵盼儿等人是同行，这就是王
妈妈家的“一窟鬼茶坊”，这家茶坊开在临

安城市南坊北三元楼前的中瓦子，是临安城
中有数的名店，乃是“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
之处”。

“半遮面”的流量密码

  剧中“半遮面”茶馆掌柜赵盼儿从茶
道、茶点的精致和风雅方面下功夫，设计出
很多形态独特，且色香味俱全的糕点，起名
曰“春水生、晚更红、笑春风”，并有东京
教坊琵琶色教头伴乐，正迎合了宋人“焚香
点茶挂画插花”之雅趣，吸引了大量客流，
一时名噪东京。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定位和
营销的成功。
  一是定位的精准化。赵盼儿的茶坊分作两
处，楼下卖便宜的散茶吸引大众，增加流量。
楼上受众定位为文人雅客，进一步优化产品
（点茶、茶百戏、精美果子等），让文人到店
后有一种归属感。茶坊名由“赵氏茶坊”改为
“半遮面”，取“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意，颇
具广告效应。门前挂有美人灯笼，墙上挂有字
画，处处体现“清雅”二字。店里提供了音律
和焚香，半遮面的琵琶演奏更是拉满了氛
围感。
  二是营销的多元化。“半遮面”经营过程
中，运用了饥饿营销、 KOL （关键意见领
袖）营销、口碑营销、活动营销、展示营销等
营销模式。通过地推的方式，雇一个看起来有
亲和力的“小胖”当托儿，在茶汤巷四处宣
传。为高端用户额外提供琵琶服务，并且每天
只有三个名额。赵盼儿在点茶的茶艺过程中加
入舞蹈展示等，增加了仪式感和氛围感。“繁
华梦归处，热茶待良人。”不妨随着一筏轻
舟，沉进繁华里，去品茗东京群像的魅力。

从《梦华录》看宋代的茶文化和“网红店”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本报实习生 周凤琳

  如今，打开任意一个短视频软件，很容
易就能找到数量庞大的城市游览视频，有的
是游客分享“打卡”经历，有的则是本地人
线上带领游历。从重庆洪崖洞到广州“小蛮
腰”，从杭州西湖到天津滨海图书馆，从大
都市到小乡村……科技不断发展，媒介平台
日益丰富，人们完全可以足不出户地了解一
座城市的文化风貌。
  另一方面，海量信息供给也决定了城市
的负面事件一旦发生就会被迅速关注，从而
成为人们感知城市文化形象的一个关键影响
因子。最典型的例子，近日发生的唐山烧烤
店打人事件，给唐山带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
见，导致其多年积累的口碑遭受质疑，“全
国文明城市”的资格被停止。更有自媒体断
言，城市文化形象受损，文旅业恐遭危机。
  树立良好的城市文化形象并不容易，需
要长时间的历史底蕴沉淀，才能让大多数人
产生认知，而毁掉它可能仅是一次恶劣的
“打人事件”，只需短短几天。这也决定了
今天我们谈论城市文化形象的话题有了更广
泛、更深层的意义。

城市亦有“城设”

  每一座城市都有其鲜明的气质特色。那
么，提到它们，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古
迹名胜，核心商业街，还是网红打卡地，或
是小区楼下树下下棋的大爷们？其实，这些
都可以被算作城市文化形象的组成部分。
  有人认为，和明星有“人设”一样，城
市也有“城设”。
  学者钱智提出：城市文化形象是“一个
城市历史演进、城市文化累积与现代文明建
设多重作用的结果，也是城市与公众之间通
过一定媒介进行理解、评价、互动与创造的
过程。”换言之，这是一种有层次的、综合
客观和文化性的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城
设”。
  城设是一座城市整体风貌的展现，也是
城市对外展示的名片。城市的现实规划、居
民行为、建筑布局等构成了城市文化形象的
风貌。
  塑造城设，最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城市
知名度和吸引力。国外早早进行了主动增强
城市文化形象的相关实践，比如澳大利亚昆
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第三大城

市，也是传统的度假胜地。但布里斯班并不
满足已有的形象，提出了“建设新兴世界城
市”的口号，将形象建设的重点放到了创意
产业上。 2001 年布里斯班筹建以“Kelvin
Grove 都市村庄”为主要建筑的创意产业园
区，良好的城市环境＋自由创新的文化氛
围，推动布里斯班逐渐发展成为澳大利亚创
意产业最集中的区域。G20 首脑峰会曾选址
布里斯班，即是城市知名度提升的重要
体现。
  再进一步引申，城设是一种无形的资
产。在这之上，城市管理者在塑造城市文化
形象的时候，会不自觉注意到城市视觉形象
的建设，凸显自身特色，使自己的文化具有
独一无二的气质。西安市在2003 年将原西
安曲江旅游度假区更名为“曲江新区”，并
在此区内深入挖掘唐文化，建设了大唐芙蓉
园、大唐不夜城等一系列以唐代为背景的主
题旅游点，将唐文化与现代生活巧妙链接，
突出自身城市文化形象。近几年，随着大唐
不夜城“不倒翁小姐姐”火出圈上热搜，将
西安推至全国人民视线内，并成功为自己加
固了“历史文化名城”和“天然历史博物
馆”的称号。

媒介塑造的“城设”

  塑造城设，媒介是重要的传播者和建构
者，即尼尔·波兹曼所言：“媒介即认
知”。如今，媒介日益丰富、短视频平台不
断发展，网民有了更自由便捷的表达方式。
熟悉城市生活的网民将适合自拍的城市景观
或者藏于深巷的美食分享到社交平台，经过
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
打卡，产生全国性现象级的影响。与官方宣
传截然不同、更加多样化而有吸引力的“网
红城市”，就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可见，媒
介正在塑造城市的个性表达，让一座城市的
“城设”变得更加亲民立体。
  事实上，很多城市已经注意到社交媒体
等媒介对城市文化形象的影响，或是已经享
受到媒体发展传播对打造“城设”的积极作
用。乐意“吃螃蟹”的城市越来越多。
  提到长沙，首先想到的是臭豆腐还是橘
子洲头？“我最先想到的是湖南卫视。”大
学生王萌表示。这并不难理解，作为国内高
流量的电视台，湖南卫视在发展中摸索出一
套通过综艺节目助力长沙城市文化形象传播
的道路，为提高长沙市的影响力贡献良多。
2021 年《中餐厅》第五季曾在长沙月亮岛开
店，节目通过明星经营餐厅吸引观众，节目
中安排播放长沙人文历史风情小短片、镜头
穿插老街烟火和长沙市井风貌，为观众呈现
接地气、有底蕴的长沙。

  王萌还介绍，不仅是湖南卫视，综艺节
目的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平台关注到，她
经常会被“下饭”综艺安利长沙。像已经拍
摄三季的观察类真人秀节目《守护解放西》
则将镜头对准长沙坡子街派出所，通过记录
城市民警的执法过程，向观众传递长沙的
“安全感”。长沙借助电视台综艺，通过明
星宣传，确立了现代、时尚、前卫、安全的
城市文化形象，成为新晋网红城市并吸引大
批游客前往打卡。
  作为新兴传播工具，短视频对于“城
设”的形成具有更为出挑的传播能力，人们
喜欢通过短视频记录发现城市的魅力。在短
视频中，城市形象呈现有了更小的切口，一
些在当地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景观，经过短
视频的“加工”，强烈的画面感，配上合适
的音乐，很快能被全国网友及时发现，然后
迅速走红，成为崭新城设形成的重要诱因。
  其中，塑造城设最成功的是重庆。过去
重庆在大众记忆中，与“山城”“火锅之
城”紧密联系，这也是官方一直宣传的重庆
城市文化形象。而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推
动下，重庆的城设更加多样化。如今在网络
上搜索重庆，弹出的关键词是“8D 魔幻都
市”“赛博朋克”“轻轨穿楼”等，与日本
动画电影《千与千寻》中场景相似的洪崖洞
也是游客们热衷的打卡地。重庆的城建面貌
和气候环境使其与赛博艺术的视觉风格类
似，又有游戏《赛博朋克 2077 》热度加
持，使重庆成为网友口中的“赛博城市”。
随便在短视频平台搜索“重庆夜景”，可以
发现很多都被打上了“赛博朋克”的标签。
来重庆的游客，不乏冲着这种风格而来。
  2021 年抖音网红城市中除了重庆、成
都、西安等已出圈良久的，还有南宁、正定
等新晋“爆款城市”。相较于其他，南宁的
出圈显得有些特立独行。很长一段时间内以
高绿化率“绿城”作为名片的南宁，意外因
为电动车大军“走红”。“电动车之城”是
网友赋予南宁的新标签，将电力作为重要动
力，也成为绿城的新解读。环保理念的加
入，让南宁在城设传播中独树一帜，迅速跃
入广大网友视野内。

城设打造该怎么走？

  抖音、清华大学联合发布的《短视频与
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2018 ）》（以下简
称《抖音白皮书》）指出：中西部新一线城
市位居播放量榜单前列；大城市热门之外，
小城市也可以输出热门视频；美食是展现各
地差异的最主要方式，是最主要的内容选择
方向，除此之外，城市政府形象、公共设
施、市政服务等也是创作重点。短视频对城

市形象传播的助力、收益明显且迅速切实。
收益主要体现在带动城市旅游、输出城市文
化、促进海外传播等三个方面。
  当前以短视频为首的社交平台，因其趣
味性、碎片化的特点受到网友们的追捧，其
传播内容又因接地气、多元饱满而更容易传
播，成为人们了解其他城市的重要渠道。如
何在新媒体发展中，塑造既突出自身特色和
历史底蕴，又符合时代审美的城设，成为摆
在所有城市面前的必答题。
  鉴于短视频媒体的迅猛发展，官方可以
与本地有名气的博主合作，推出城市挑战。
通过命题或半命题的方式，为市民提供拍摄
思路并引导其加入视频拍摄。通过挑战标签
获得更多的关注并带动更大范围的传播。内
容选择上，可以借鉴《抖音白皮书》的流行
趋势总结，从BEST入手，即BGM-城市音
乐、Eating-本地饮食、 Scenery-景观景色、
Technology-科技感的设施。尤其是饮食，
正如前文所述，饮食展现了本地与其他地域
不同的特色，这一方水土养育的文化暗含在
饮食中。
  在城设塑造过程中，还应避免同质化倾
向。全国各地旅游景区的小吃街、老街趋
同，往往一个城市的某一建筑风格出圈，随
之而来的是各地争相效仿。城市文化形象的
宣传中，最应突出的是自己的特色。通过传
统的挖掘，寻找属于自己的特色。作为齐文
化重地，淄博在自身文化形象的构建中，突
出强调齐礼乐的文化特征，与现代思想融
合，强调城市本身的文化个性特征。不仅如
此，淄博还热衷塑造“美食城市”，记者注
意到，微博话题“让淄博味飘香全国”出现
在热门榜单，淄博烧烤被网友提名“全宇宙
最好吃的烧烤”。以城市味道为突破口，淄
博的城设更为“可爱”，还能与其他历史名
城相区别，突出自身独有的竞争力与特色。
  城市在利用这些媒介的同时，也应知晓
如何应对信息爆炸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文章
开头提到的唐山口碑受损，在此种背景下，
不仅需要城市管理者学会监督关于城市文化
形象的舆情，更应从根本上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在制度层面构建良好城设的基础。

与明星有“人设”一样，城市亦有“城设”———

媒介塑造的城市形象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