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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冷

﹄
科技综艺节目何以热荧屏

□吴学安

□记者 韩莉 通讯员 翟鹏飞

在央视热播综艺《国家
宝藏》中亮相的 9 件顶级文
物，近日“齐聚”故宫箭亭广
场，只不过来的并非“真身”，
而是通过 LED 屏呈现。与
此同时，故宫博物院与凤凰
卫视联合研发的《清明上河
图》高科技艺术互动展演即
将完成，这件国宝级作品将
从纸上立体起来，于 2018 年
春夏与观众见面。（《中国青
年报》3月20日）

央视《我爱发明》《机智
过人》、东方卫视《少年爱迪
生》、湖 南 卫 视《我 是 未
来》⋯⋯自去年以来，一向被
人们视为神秘、高冷的科技
综艺节目密集登台，并渐渐
成为了荧屏热点。近年来，
我国鼓励电视上星综合频道
在黄金时段增加公益、文化、
科技、经济类节目的播出数
量和频次，包括央视和多家
地方卫视纷纷放眼“科技”领
域。在《中国诗词大会》《朗
读者》《见字如面》等节目引
领荧屏“文化热”之后，“烧
脑”的科技类综艺节目各展
风采。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
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
书长冷淞曾把科技类节目比
为“砸石头”节目。他的这个
比喻，是根据不同资源综艺
化的难度而定的。眼下“科
技+”正在成为电视节目不
断创新的富矿。但“石头类
的资源”是在操作层面最为
复杂和困难的一类，无论是
从道具、技术还是视觉，对于
制作人员来说都难度巨大。
科技综艺类节目留给制作团
队的空间非常大，仅从科技
发明这个内容来看，制作者
就可以做顶级或终端的发
明，永远不用担心找不到选
题，这个类型不容易做，但确
实是个富矿。

随着综艺与科学牵手产
生的效应扩散，“科学”成为
综艺节目制作者眼中的新蓝
海。当以模式引进为路径、
以天价明星为噱头的运作方
式难以为继，将视线转向火
热科技革命实践，将镜头对
准或老骥伏枥或青春张扬的
科学家，成为综艺节目转型
的好选择。而对于我国的科
学发展和科普事业，电视节
目制作者全方位参与，依托
成熟的综艺节目制作方式，
搭建了更时尚、更吸引年轻
人的科普平台。较之以前发
放枯燥的读物、开讲座等科
普活动，视听节目无疑拥有
声、光、电等多样呈现方式，
可以向观众更立体地呈现科
技成果，更真切地展现现代
科技的风采。

未来科技综艺节目所需
要展示的不仅仅是技术层
面，更要提升节目温度。回
过头来看，当初美剧《生活大
爆炸》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
剧中的科学家极具人情味
儿，科技节目也是一样，要将
科技最打动人的一面展现给
观众。科技类综艺节目挖掘
科技发展历程中最有趣最接
地气，最能激发兴趣、启迪智
慧，引起情感共鸣的内容，以
独特的视角，轻松有趣的方
式解读科技的发展历程、科
学家的喜怒哀乐、科技创新
的时代意义，促进公众真正
理解科学。

此外，科技综艺节目渐
热还有不少原因，比如国家
对科技的扶持，荧屏对“泛娱
乐化”的抑制，人们对新科技
的浓厚兴趣等。更重要的
是，一些科学节目还与大众
生活密切相关，这更让人充
满好奇心和敬畏感。科普凝
聚创新力，科学成为时代热
词，观众们期待更多“高冷”
科技成为电视综艺富矿。

一眼千年，沧
海桑田。

有时，历史的
封印会在人们不
经意间打开，将一
部鸿篇巨制毫不
吝啬地铺陈在我
们面前。这次盛
大“启封”来得有
些措手不及，一切
都缘起于三年前，
河北省文物研究
所在位于正定县
城燕赵南大街的
开元寺南侧展开
考古勘察，试图揭
开开元寺正门（南
门）所在和其他寺
庙遗址之谜，这也
是正定县城历史
上进行的第一次
大规模的城市考
古。

出 乎 所 有 人
意料的是，随着考
古工作有序展开，
开元寺南门、沟渠
等遗迹不仅被陆
续定位，考古人员
还有了更加惊人
的 发 现—— 此 处
竟然有一段在地
下沉睡千年的唐
代城墙。惊喜还
远不止于此，7 个
历史时期的连续
文化层叠压出现，
时间跨越晚唐、五
代、北宋、金、元、
明 、清 。 电 光 火
石 ，似 乎 叮 咚 一
声，时光隧道的大
锁开启，有关正定
古城的历史波涛
汹涌而来，一幅千
余年前正定古城
居民的市井生活
图卷，次第展开。
而正定，这座承载
着军事、商贸、老
百姓安居乐业梦
想的“九省通衢”

“北方雄镇”，也日
渐清晰地露出真
颜。

作为正定八大寺之一的开元寺，
坐落在正定城中心偏南、燕赵南大街
西侧，始建于东魏兴和二年（540年），
时 称 净 观 寺 ，隋 开 皇 十 一 年（591
年）更名解慧寺，唐开元二十六年

（738年）玄宗诏令天下州郡各建一大
寺，以纪年为寺号，更名为开元寺。开
元寺现存须弥塔、钟楼、三门楼、天王
殿等建筑。2006 年，开元寺被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寺内原始遗
存已然不多。

自 2015 年始，河北省文物研究
所对开元寺南广场遗址开展考古勘
察工作，勘察期间发现了夯土城墙、
沟渠、房址等重要遗迹现象。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4 月，经国家文物局
批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
掘面积1035平方米。

“经过两年多的考古发掘，共出土
了两千余件珍贵文物，明确了遗址内
存在的三个遗存系统：开元寺寺庙建
筑系统；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系统；
北宋、金、元、明清时期民居、街道系
统。丰富的文化遗存不仅向我们生动
地展现了千余年来正定古城布局的演
变史，也为我们了解古人的日常生活
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河北省文研所研

究员、正定开元寺南广场遗址考古队
队长陈伟说。本次考古发掘，让这座拥
有近 1500 年历史的寺庙以及正定这
座神秘古城的前世今生渐渐清晰。

“基本明确了金元时期开元寺南
端边界范围”是此次考古中的重大收
获，考古队此次发现了金元时期建筑
基址一座，但仅存门前漫道。通过进
一步发掘，在漫道东侧清理出了墙基
遗迹，经推断，应为金元时期开元寺
南墙，门前出现的一条宽10米东西向
土路应是开元寺与外界联系的一处
通道。在专家看来，这大有来历的漫
道应该便是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漫
道，在明代被破坏后，开元寺南墙及
南门消失。借此可推断明清时期开元
寺建筑布局与现在基本相同。

“放生池，唐世处处有之。”唐代
佛教兴盛，放生之风盛行，各地多修
建放生池，相当一部分附属于寺院
而存在。

唐肃宗乾元二年便曾诏令天下
一次性设立放生池八十一所，此次在
开元寺现址南侧发现的唐代池沼一
处，叠压于现今开元寺寺内池塘及南
部院墙之下，推测应为唐代开元寺寺
内池沼。寺庙之中的池沼不仅起着美

观的作用，还兼有排涝、储水、防火以
及放生的功能。

细细看来，唐代开元寺池沼范围
在金元时期开元寺南墙之外，金元时
期开元寺南墙在现今开元寺南墙之外

（明清时期开元寺无南墙，范围与现在
基本相同），可见开元寺的南界自唐至
今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北退缩的过程。
而金元时期开元寺南门与现今的开元
寺中轴线重合，这表明金代至今，开元
寺的中轴线基本未发生变化。

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筒瓦、
板瓦以及龙形建筑构件⋯⋯在开元
寺附近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的建筑
构件，莲花纹瓦当与龙形建筑构件体
量庞大，这些应当用于大型庙宇之上
的建筑构件，无不精美大气，引人遐
思，似见雄浑庙宇傲立，似闻檐角铜
铃作响。那时的开元寺，当比今日今
时气派许多吧。

古城与佛教的缘分由来已久，东
汉时佛教传入中国，西晋时入正定。
正定城内密集分布了隆兴寺、广惠
寺、临济寺、开元寺、天宁寺、洪济寺、
舍利寺、崇因寺等诸多庙宇，其中临
济寺有临济宗祖庭地位，正定城内又
出现了几十处佛教道场，因此有“九

楼四塔八大寺”之名。历史上，这里高
僧辈出，日本僧人西渡大海，到正定
求法。正如作家余秋雨所说，正定有

“一部千年文化史，千年佛教史在正
定”。古城正定血液中的佛教文化基
因来自何处，今人只能从其历史过往
中探知一二。正定地处交通要冲，兵
家必争，连年征战使人民苦不堪言，
求神庇佑，渴望和平的思想普遍而强
烈。隋唐时期，在统治阶层对佛教的
积极倡导下正定佛教得到迅速发展，

“八大寺”有 3 座建于唐代以前，4 座
建于唐代，1座建于明代。

在唐武宗时期发起的灭佛运动
中，中原地区的许多名寺被毁，正定
却没有受到影响，属成德军割据范围
的镇州还化身为僧人的避难所。赵匡
胤统治时期开始积极倡导佛教文化，
正定隆兴寺成为皇家寺院，此后历朝
皇帝常常到此礼佛。正定从此成为整
个河北的佛教中心。清代兴佛，康熙
和乾隆两位皇帝多次驻跸于正定隆
兴寺，并在多座寺院进行礼佛活动，
进一步促进了正定佛寺的昌盛。佛教
血脉源源不断，造就了今天这里的佛
教寺院无论从规模还是数量上都高
于其他北方城镇的现象。

正定古城西扼井陉口，南临滹沱
河，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历史上，
正定一直是府、州、郡、县治所，唐朝
后期，作为成德军节度使的驻地，正
定已是河北中部地区的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令人惊喜的是，随着
开元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成德军
统治时期的正定古城，就这样穿透
1200多年的历史尘埃，出现在世人面
前。

陈伟抬眼望向远方，用手指点着
晚唐五代时期城墙防御系统，眼前恍
惚，似有金戈铁马来。他向笔者介绍，
此次发掘中发现的以夯土墙遗迹为
主体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城市防御体
系建筑布局主要位于发掘区中南部。
夯土城墙整体呈东西走向，遗址东部
的墙体向南、向北侧外凸形成城台。
夯土墙可分为两期，主体部分筑于唐
代晚期，与正定城内阳和楼遗址发现
的夯土城墙似为同一时期，推断二者
应为一个整体，且夯土墙向南北两侧
凸出部分与阳和楼遗址下发现的早
期城台相对，因此该部分有可能是北
墙的城门或城门附属设施。二期城墙
系对一期城墙进行的修补，对城台部

分进行包砖而成，城台部分的包砖应
属后期加固或改作其他用途，年代为
五代时期。据考古界专家初步判断该
城墙为晚唐、五代时正定城内城。该
城墙横亘于开元寺南侧，限制了开元
寺向南的发展，是开元寺南界北缩的
标志。陈伟说，该城墙使用时间短、不
断修补且具有鲜明的军事防御色彩，
这些特征均与正定在晚唐五代时期
特殊的历史地位相契合。

“中国咽喉通九省，神京锁钥控
三关。地当河朔称雄镇，虎踞龙盘燕
赵间。”事实上，正定古镇的军事地位
自古便不可小觑，曾与保定、北京一
起被誉为“北方三雄镇”。而在清代著
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看来，正定
政治军事地位颇高：府控太行之险，
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
则范阳震慑⋯⋯其气势足矣。

早在春秋时期，正定县新城铺就
曾为鲜虞国的都城。战国时期，鲜虞
部落建立了中山国，它虽不及“战国
七雄”叱咤风云，但凭借着政治智慧
和商贸实力，在群雄逐鹿的时代存续
了 350 余年，并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
中山文化。

位于省会石家庄东古城附近的
中山国名城大邑——东垣故城遗址，
为世人揭开了秦代在此基础上设恒
山郡的历史。上世纪 80 年代，在石家
庄丰收路北侧被人们称作“云盘山”
的一座人造土丘里，出土了恒山王张
耳金印，证明了恒山郡的历史演进。
公元前 196 年，刘邦在这里平定了异
姓王陈豨的叛乱，诏令东垣改名为

“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此后，
“真定”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后为了避
清世宗胤禛名讳，遂改名为“正定”，
沿用至今。

公元 398 年，北魏皇帝拓跋珪登
上常山城头，北望滹沱河北岸的一处
军事堡垒“安乐垒”，“嘉其美名”，又
因其在河之阳可避开水患，便将郡城
迁到此，从而开启了正定城的历史。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
真定，以其扼贼冲，为国门户也。”
宋代学者宋祁发如此喟叹。常山保卫
战，是真定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
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常山太守颜杲卿
率部反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失败
后，史思明用宝剑按住颜杲卿次子颜
季明脖子，威逼颜杲卿投降，并让他

制止河北各郡县抵抗。结果颜季明大
骂贼酋，史思明恼羞成怒当着颜杲卿
和常山将士的面，将季明乱刀砍死，
并将颜杲卿和其家属押至洛阳。安禄
山劝颜杲卿投降，颜杲卿威武不屈，
痛骂安禄山，结果被割下舌头挂在兵
戈之上，并把其幼孙颜诞、侄子颜诩、
幼子颜询等人，手足砍掉，割肉刮骨。
颜杲卿最后被凌迟至死，时年 65 岁。
颜氏一门宁死不屈，一家三十余口慷
慨就义，洛阳百姓无不落泪，颜杲卿
被百姓赞誉为“常山英魂”。在颜杲卿
的精神感召下，“河北十余郡皆杀叛
吏归唐”。五百多年后，民族英雄文天
祥路过真定，怀念忠烈道：“常山义旗
奋，范阳哽喉咽⋯⋯人世谁不死，公
死千万年。”历史上正定一带反抗契
丹、抗金战争连绵不断，真定军民英
勇无畏，形成了一条“边关防御线”。
靖康元年，真定府知府李邈面对强敌
以一当十，招募民众数千人抗击数万
金兵，坚持战斗 40 余天，城破李邈被
俘，绝食不降，最后“谈笑赴市，至死
不改”，金兵将士也敬其“高节不可
曲”。这种忠勇爱国、慷慨悲歌的精
神，在正定世代相传。

据不完全统计，开元寺南广场遗
址出土的跨越晚唐五代至明清的千
余件瓷器以及数以吨计瓷片标本产
自多个窑口。不仅有附近的井陉窑、
定窑、磁州窑，还有距离较远的耀州
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窑口，而这些
足以证明当时商业贸易的广泛性。

而出土的陶瓷制品中，有些分外有
趣，现在看来都不过时，陶铃、陶哨还保
留着拴绳的洞眼，白釉的、酱釉的瓷塑
小马童趣盎然，红绿彩瓷的小娃娃手
里居然还抱着一只“宠物”鹅⋯⋯有
一个两人搂着脖子紧紧靠在一处的

“闺蜜”瓷塑让人忍俊不禁，陈伟说这
种瓷器造型的形成原因尚不明确，可
能与古代女性间的结社活动或是某
些特定节日的娱乐活动有关。这些瓷
器似乎并没有千年历史沟堑的阻挡，
热气腾腾的百姓生活画面如在眼前，
带着欣喜，带着希望，比照如今，丝毫
不缺少品位和意趣。

正定古城早有“九省通衢”的美
誉，除去显赫的军事地位，作为华北
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四方货物的集
散之地也当之无愧。开元寺考古过程
中，发现的跨越晚唐五代、宋金至明
清各历史时期的大量民居、作坊、商
铺、民间寺庙遗存，出土的产自全国
各地的手工业产品都成为当地百姓
乐业安居的有力佐证。

“这是唐中晚期文化层，浅灰色
粉砂土，包含物以黄釉瓷片、泥质灰
陶为主；这是宋代文化层，黄褐色粉
砂土，包含物就已经变成了以白瓷、
泥质灰陶为主。”一位考古队员指着
发掘现场的照片向笔者介绍。

尽管此次考古发掘的城市遗迹
层以唐为起点，事实上正定刺绣和玉
石加工业早在战国时期就享誉八方。
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使得正定人口基
数稳定增长，经济便也日益发达起
来。蔬菜种植和贩卖在唐代是当地百
姓主要谋生方式，南门外出现繁荣的
交易市场，正定生产的丝罗制品是入
选进宫的皇家贡品。唐代诗人元稹有

“新妆巧样画双蛾，谩里常州透额罗”
的诗句，说的便是美人对产自正定衣
料的喜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
走下坡路，正定成为成德军节度使治
所，割据一方。

北宋初年，太宗下令辟正定为边
贸市场，与辽交易香药、犀牛角、象牙
和茶叶等。古城内已出现常设的商品
交易市场，其繁华程度位列全国二十
一大商埠之一。正定城里天天有集
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有自己的
寺院和活动场所。吕颐浩任河北都转
运史时路过此地，曾盛赞“雄盛冠于
河北一路”，居民富庶、佛宫云集，绿
叶红花，堪称“塞北江南”。元代是正

定经济文化发展的高速时期。朝廷在
正定下设织染机构、杂造局，城中商
贾大户云集，这里成为“贸易丰盈之
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
中描述正定的富庶，“哈寒府(今正定)
是一贵城，其南有一大河(滹沱河)绕
城而过，大量商品由此沿水路运往汗
八里(元大都，今北京一带)”，城中居
民“恃工商为业，饶有丝，以织金锦丝
罗，其额甚巨”。

此时正定的文化生活也引领着
时尚潮流，这里曾汇聚着关汉卿、白
朴等多位元曲家，众多酒楼茶肆云
集，一时繁华无二。元朝迁居正定的
人口多来自汴梁和郑州。于是，正定
有了“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
牌坊”的“故都遗风”。

及至明朝，古城更为风雅，有诗
云：“郭外荷花二十里，清香散作满城
风。”明代古城的街道和四关都设有
集市，现在的正定古城墙为明代建
筑，其平面呈“官帽”形，西北饱满，东
南稍缺，除取“天满西北，地缺东南”
之意外，凹处可以起到减缓滹沱河河
水冲刷城墙的作用。

古城城墙扩建，变为周长 12 公
里，高 3 丈 2 尺，宽 3 丈，设东、西、南、
北四座城门。每座城门外设瓮城和月
城两道城垣，出入城要经过三道城门，
此种格局在国内古城中甚是罕见。据

记载，正定屯兵的瓮城比西安、南京旧
城都大很多，足见其在明代政治、军
事、商贸地位的显要。及至清代，正定
辖区被缩小，商贸发展开始受限，古城
的无限风光开始黯淡下来。

如今，古城的历史荣光正在崛起
之中，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就着
这座城市独特的当代文化。随着正定
古城重回视野，更多人慕名而来。正
定的考古建设和传统文化也将伴随
着正定县城建设的脚步迈进，在未来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彩：围绕佛教临
济宗祖庭临济寺和京外名刹隆兴寺，
正定将分别打造“临济祖庭禅学区”
和“隆兴古寺禅修区”，实现文化旅游
从观光旅游到研学的转型升级，打造
集文化观光、宗教养生、休闲娱乐、文
化产业等功能于一体的世界级名胜
古刹佛教禅修区。此外，正定南城墙
亮化工程，让正定的古典与现代魅力
完美融合，西城门、北城门遗址公园
将充分展示正定的古城古韵，镇州街
建筑改造提升工程将成为传统风貌
浓郁的典范街区⋯⋯

正定，这座连续 7 个历史时期文
脉不断代的历史文化名城，随着日新
月异的华丽蜕变，正在新时代迎来
新生。

大寺·开元 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的正定声名远播，在其诸多佛寺中，有皇家背景的隆兴寺显然最为
声名显赫，而论及久远，始建于东魏的开元寺才最有发言权。

雄镇·军城 随着开元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成德军统治时期的正定古城，就这样穿透1200多年的历史尘
埃，出现在世人面前。

商贸·文华 正定古城早有“九省通衢”的美誉，除去显赫的军事地位，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四方货物的集散之
地也当之无愧。如今，古城的历史荣光正在崛起之中，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就着这座城市独特的当代文化。

包砖城台包砖城台

黑釉三器组黑釉三器组
合灯合灯

白釉镂孔蟠白釉镂孔蟠
龙座熏炉龙座熏炉

龙形建筑构件龙形建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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