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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据文汇报 剧本杀、Super Vocal、
街舞培训、故宫文创……这些看似风
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竟然隐含着一个
共同点：其相关产业均由综艺而带火。

近年来，国产综艺积极开疆拓
土。仅 2020 年，国内综艺节目播出
数量就多达 200 多个，无论主题内
容、节目形态还是制播模式，均可谓
多姿多彩，而最具亮点的是其中不断
加强的跨界趋势。这些节目不仅在
观赏性上引人入胜，还有着超强“带
货”能力，带的甚至不是商品，而是产
业链，渐成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新
抓手、新入口。

在业内看来，国产综艺释放的能
量从文娱端口扩容到现实生活的方
方面面，背后的创新力度不容小觑。
综艺与产业联动，实现“自我造血”之
余，还辐射出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效
益。有专家预测，最终相关产业的蓬
勃还将反哺综艺内容，为之注入持续
创新发展的动能，形成综艺与产业之
间的良性循环。

实现“综艺+产业”联动效应
综艺助推线下产业，从2013年、

2014年《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
等户外真人秀节目热播起，已掀起一
波猛烈的浪潮。这些综艺持续更换
外景，镜头下富于地域特色的风土人
情成为当地旅游产业的催化剂。例
如，云南普者黑、宁夏中卫沙坡头等
一大批此前养在深闺人未识之地，都
是被《爸爸去哪儿》带火的，有些甚至
是先入选综艺拍摄地而后才形成旅
游景区。这一浪潮直到如今的《创造
营》《青春有你》等爆款团体选秀仍在
延续，因节目带来的更为年轻化的受
众使得青岛星光岛、海南海花岛等拍
摄地的出圈更具流量效应。

不过，带动旅游产业，仅仅算得
上综艺带货的1.0版。近年来，《这！
就是街舞》《声入人心》《乐队的夏天》
等一批综艺不断切入各个垂直领域，
围绕街舞、音乐剧、独立乐队等小众
艺术、文化门类主动寻求相关产业协
同，很是引人注目。优质内容本身令
越来越多人对原本存在一定欣赏门

槛的小众艺术、文化门类“上头”，进
而促成消费破圈、产业破圈。例如，

“剧本杀”产业爆发式增长，背后的推
手正是五年间播出六季的《明星大侦
探》等综艺。截至 2020 年末，“剧本
杀”全国体验店已超 3 万家，数量五
年间翻了近7倍，大刀阔斧“杀”入年
轻人的社交新世界。一众登上《乐队
的夏天》综艺的乐队也可谓吃尽了节
目红利，去年“十一”长假期间，节目
第二季还未播完，参与节目的乐队已
纷纷“制霸”各大音乐节，其中五条
人、福禄寿俨然成为新晋“顶流”。最
近一两年国内很多音乐剧一票难求，
以及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专
业考生高达46%的增幅，直接驱动力
便是《声入人心》综艺。此外，《这！
就是街舞》《热血街舞团》等综艺的热
播，席卷起年轻人学习街舞的高涨热
情，让街舞培训行业迎来风口。

还有一些综艺在节目设计上就
将产业作为内容输出的一环。《上新
了·故宫》《我在颐和园等你》等将文
博探索与文创运营合二为一的综艺
即是如此。《上新了·故宫》邀请明星
嘉宾化身故宫文创新品开发员，在探
秘未对公众开放的“禁地”过程中寻
找灵感，并联手设计师大开脑洞，逐
期“上新”好看又好玩的周边。仅节
目首期与某国货护肤品牌合作的“美
什件”，单日抢购已达5000套。而其
同名文创旗舰店早已从线上延伸至
遍布全国多个城市的线下。

打破同质化新套路，节
目将获得持续创新发展动能

长期研究国产影视现象的暨南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焕钊预测，未来
综艺与相关产业的结合将更加密切：

“综艺节目的题材内容会不断扩大表
现范围，随着综艺效应的加大，越来
越多产业也会反向寻求与综艺节目
的深度合作，如越来越多旅游目的地
已纷纷主动加入节目。”在此过程中，
如何平衡内容与商业、文化娱乐休闲
的综艺属性与“带货”之间的关系，如
何在“综艺+产业”的同质化新套路
中脱颖而出，其实给节目本身带来更

多的考验。有人指出，疫情期间，不
少综艺都曾在节目中引入“直播带
货”，但真正走出圈层的寥寥无几，其
症结或许就在于这样一种“综艺+产
业”没有经过太多消化与设计。但另
一方面，对于综艺节目的这种考验也
可以转化为一股内生发展动力——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围绕综艺与产业
的联动效应，会有越来越多节目组进
一步展开研发、创新、打磨。

事实上，据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研
究会产业发展部主任胡娜的观察，近
年来渐成产业引擎的那些国产综艺，
几乎都是在内容乃至业态创新上作出
了不同程度的尝试，从而使更有效的
产业联动成为可能。例如《声入人心》

《声临其境》《乐队的夏天》《上新了·故
宫》等一批节目均为原创，正在挣脱国
产综艺依赖“洋模式”的陈旧印象，并
且引领更多原创自制综艺打开新格
局。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乐正传媒
联合创始人彭侃则留意到，它们体现
了商业模式上的一种更新：“综艺过去
通常依赖广告、赞助，如今更多地在探
索盈利模式、拓宽造血渠道，疫情发生
以来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而将内容创新和业态创新成功
融为一体的典型样本，当属两位专家
都提到的戏剧人生活生产真人秀《戏
剧新生活》。一方面，它首次以综艺的
方式还原戏剧人的生活生存现实，展
现沉浸、真诚、富有张力的戏剧魅力。
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因疫情而取消
的乌镇戏剧节的一次“自救”——拍摄
地在乌镇，召集人黄磊、赖声川同时也
是乌镇戏剧节的主要发起人，八位嘉
宾多为乌镇戏剧节的常客，以线上举
办的“乌镇杯戏剧大赛”邀请百家青年
剧社展映作品……最终这档节目不仅
实现自给自足，为制作方节省了不少
经费，还为小众的戏剧艺术“扩圈”，照
亮更广阔的行业前景。

在郑焕钊看来，综艺自身作为
产业联动驱动器的作用，会让节目
制作方更为自觉地去寻找综艺与生
活更广泛关联的领域，进行新类型
新节目的研制，不断实现价值创造
和功能拓展。 ■范昕

据解放日报 第一杯是词语的咖
啡因、第二杯是灵感玛奇朵、第三杯
是浓缩诗意、第四杯是摩卡剧场、第
五杯是思想冷萃、第六杯是海上风
情……近日，市民熟悉的“思南文学
之家”换装成了一间快闪咖啡馆，阵
阵咖啡香味萦绕着一张张小圆桌。
这间快闪咖啡馆的主理人是上海广
播电视台“侧耳”团队的新闻主播，品
鉴师是上海的作家、翻译家、学者们。

170多年前，上海第一次进口了
咖啡豆。百余年来，咖啡这种舶来品
逐渐融入上海的城市肌理，与城市发
展融为一体。如果说海明威在《流动
的盛宴》中勾勒出了巴黎的咖啡地
图，3月29日起首次举行的“上海咖啡
文化周”让咖啡文化在城市版图上飘
浮。“因为咖啡，所以上海”，这句日益
深入人心的口号背后，是人们对于一
座城市的文化认同。

截至今年1月，上海有6913家咖
啡馆，是全球咖啡馆最多的城市之
一，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咖啡馆的延伸
业态。“上海咖啡文化周”期间，第一
财经发布的《上海咖啡消费指数》报
告显示，上海每万人咖啡馆拥有量为
2.85家，这一人均指标已经达到伦敦、
纽约、东京等全球城市的平均水平。

从以雀巢速溶咖啡为代表的第
一次浪潮，到以星巴克为代表的第二
次连锁咖啡浪潮，再到精品咖啡馆兴
起的第三次浪潮，上海的咖啡业态越
来越多姿多彩。目前，上海咖啡馆的
业态结构中，55.88%的咖啡馆为精品
咖啡或独立咖啡馆，一批精品咖啡品
牌在上海创业成功；南昌路咖啡一条
街上，几乎三步五步就能邂逅一家颇
有特色的精品咖啡馆。

上海的咖啡馆不仅在马路上、商
场中，也在书店、剧场、美术馆、博物
馆甚至潮店里。巨鹿路上的作家书
店，有一柜子作家签名的“作家马克
杯”、一大沓用书封制成的杯垫，这里
的咖啡也和文学作品息息相关。比
如王安忆的随笔集《仙缘与尘缘》触

发了同名饮品“仙缘与尘缘”，含酒精
的咖啡“我是少年酒坛子”来自孙甘
露的短篇小说精选集《我是少年酒坛
子》，由威士忌和咖啡特调而成的“疼
痛”来自赵丽宏的诗集《疼痛》。“墙上
的咖啡”是作家书店一个有趣的传
统，一次活动后，作家潘向黎买下了
四杯自己最喜欢的红丝绒，留下三杯
的账单挂在墙上，给未知的读者们免
费喝。后来，“墙上的咖啡”时不时在
这里出现，接龙参与者有作家也有普
通读者，一杯杯咖啡传递着人与人之
间的温情。

当“咖啡+”以种种形式融入城
市生活，咖啡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方式。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徐
锦江看来，咖啡文化在当下呈现出
三个特征：全球化、全民化和全产业
链，成为上海这座全球城市走向开
放的风向标。同济大学文科资深教
授诸大建认为，在上海喝咖啡，没有
同质化的味道；在上海做咖啡，做出
了首发经济的特色，这是上海咖啡
的创新精神，“从上海咖啡的‘小文
化’可以看到上海城市的大文化。”

“上海咖啡文化周”期间，美团数
据显示，上海地区平台到店餐饮咖啡
消费总人次同比去年增长438%，咖啡
消费总额同比增长337%，上海位列全
国咖啡消费热度指数第一；哔哩哔哩
活动专题从上线以来，站内投递咖啡
相关稿件播放量2182.2万次；抖音发
起“到上海喝一杯咖啡”话题，站内总
传播量达5334万。

在思南公馆的街角，“上海咖啡
文化周”发布的“上海拼配 Shanghai
Blend”概念第一款素芮白配方咖啡，
周末两天向市民免费推广。推着婴
儿车的妈妈停下脚步，白发苍苍的爷
爷奶奶从咖啡师手中接过小纸杯，几
个年轻人在一旁学着拉花……为期
两周的“上海咖啡文化周”已经落
幕，但咖啡与上海的曼妙故事还在
不断生长。 ■施晨露

据新华社 发现罕见古丝绸制品
残留物、尝试提取检测有机微痕信
息、探寻千年前祭祀的秘密……正
在进行中的三星堆重大新发现考古
发掘吸引了国内顶尖团队和专家力
量，运用最新现代科技，进一步解开
三星堆谜团。

不久前，中国国家文物局宣布在
这里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从中出
土了包括黄金面具、青铜人像、象牙
微雕、丝绸制品残留物等在内的500
多件文物。这些三星堆“盲盒”的成
功开启受惠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现场被
大跨度钢结构大棚和玻璃“发掘舱”
层层保护，穿着防护服的考古学家正
通过特制的升降设备仔细清理文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唐飞告
诉记者，在这样的“发掘舱”里开展
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
温度、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
现代生物和信息。

“发掘舱”旁还设有多个实验室，
出土文物可在第一时间进行保护和研
究，使得信息提取更加科学、完善。在
发掘大棚里，土体保护同步开展。

在这些实验室中，傅立叶变换
显微红外光谱仪、激光共聚焦拉曼
光谱仪、扫描电镜能谱仪、激光粒度
仪、人体骨骼测量仪等先进设备一
应俱全，显微观察、光谱技术、纳米
CT、酶联免疫法等技术正在运用。

“4号坑的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
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这是
非常重要的发现，说明古蜀是中国古

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唐飞
说。这是中国丝绸博物馆与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采用酶联免疫
法从灰烬中检测出的丝绸蛋白质，是
三星堆首次发现古丝绸残留物。

土壤也可能暗藏线索。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谢振斌说，考古学家们还期待是否
能利用这些技术从土壤里提取检测
到淀粉、酯、脂肪等有机微痕信息，
这样或许能证明当年的祭品包括谷
物、酒、动物骨肉等。

此次发掘还对考古工作中的文
物数据、影像数据、3D扫描数据、高
光谱数据、环境监控数据等进行系
统记录和科学管理，实现了野外考
古现场信息记录、管理、共享，后期
信息解读、回溯、查询一体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
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此次三星
堆重大新发现考古发掘前所未有地采
用了多学科发掘保护理念和方式。

本次科学发掘和研究构建起了
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
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
学、地质学、材料学等在内的多学科
交叉创新研究团队，他们来自北京、
上海、四川、浙江等地的34家中国高
校和科研机构。

目前，三星堆已发掘面积不到遗
址总面积的千分之二，虽然三星堆古
城墙、祭祀区已确认，但目前的重大发
现仍属冰山一角。大型王陵、作坊区
在哪里……三星堆考古潜力巨大，未
来的考古工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更多惊喜令人期待。■袁秋岳 王迪

4月12日，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在上海群众艺术馆开学。夜校课程包括舞蹈类、音乐类、美术类、传统文化以及生活
时尚类等共47门课。作为公益性艺术普及培训项目，夜校针对18至55周岁上班族人群，零基础要求，深受市民的青
睐。图为当天，市民王美华在上海市民艺术夜校上光影美术课。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咖啡+”融入上海城市生活日常
咖啡馆不仅在马路上、商场中，也在书店、剧场、美术馆、博物馆甚至潮店里

科技如何打开三星堆“盲盒”？

国产综艺正成为众多产业发展“引擎”

积极开疆拓土形成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