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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广 角

食在悬泉
———“胡”来的大蒜

活水源头开新脉
———谈赵之谦的花鸟画

" 简 " 述中国

“直播综艺”是随着互联网和传统文艺形式不断融
合，在网络直播的基础上升级发展出的一种新的综艺
样态。该样态既保留了传统综艺的形式，具有相对完整
的综艺叙事语言和节目流程，又加入了直播的即时性
和强交互属性，在网络文艺领域具有相当的创作热度。

从“综艺直播”到“直播综艺”

在传统电视综艺节目时代，“综艺

直播”较为常见，它是以直播方式呈现

的大型晚会或综艺节目赛事现场。与提

前录制的录播节目相比，这种直播通常

针对特定节点的大型晚会或进入关键

阶段的综艺节目赛事，例如央视春晚、

综艺节目赛事的决赛场等，凸显了节目

的仪式感与重要性，被视作高规格的电

视节目制作。它的直播过程关注艺术呈

现效果，考验各工种之间配合是否默

契，是对电视节目创作精美程度的一次

性成果展现。

“直播综艺”既不是对常规综艺某

一期节目的直播，也不包括视频平台

上的个人才艺直播，而是以直播作为

常态化的技术支撑，将直播手段与综

艺内容深度捆绑的全新节目形态，其

本质仍然是综艺节目。它以纪实性的

直观、即时性的悬念为广大用户营造

出富有感染力的真实现场，让并不亲

身在场的用户通过直播形态参与节目

中事件的发生、发展，增强了观看过程

中的互动感、在场感。有学者认为，“直

播综艺是即时同步的原景呈现，而非

节目制作者加工和剪辑之后的产物。

‘一镜到底’的真实性与同步参与的第

二景观，是其区别于电视综艺、网络综

艺的两大主要特征”。

2016 年中国迎来“直播”元年，随着

国内网络直播平台的迅猛发展，直播综

艺不断深挖直播媒介的互动特性，融合

游戏、音乐、益智等元素开发了以社交、

互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直播答题类综

艺、直播音乐类综艺。这类节目脱胎于

已有成熟经验的美食脱口秀、才艺选

秀、游戏推理等节目模式，借助直播形

态为综艺创作注入新鲜感。

比如，积极响应“中国语言资源保

护工程”的《十三亿分贝》，以“方言演唱

歌曲”的形式表演音乐。该节目的主体

部分是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会聚全国

各地的在线用户，利用直播媒介的全民

参与性、对话无损性召集方言音乐人，

将镜头另一端的用户巧妙转化为表演

主体，实现了零门槛参与和互动，增强

了直播综艺的内容竞争力，同时借助直

播媒介的优势，探索了用方言保护和传

承民俗文化的路径。

拉近节目与用户之间的审美距离

直播形态下的综艺节目除了满足用

户对内容产品的需求外，还以超强陪伴、

可移动伴随、精准匹配的优势增加了产品

的情感价值。因此，直播综艺成为移动互

联网时代网友喜爱的社交化文艺产品。

传统电视时代，观众遵循着“你演我

看”的观演模式，与节目之间相隔着较远

的审美距离。进入互联网时代，观众的身

份转变为“用户”，不再以静默的姿态注

视，而是在接受节目的过程中充分发挥

主体性，通过留言、评论、转发、点赞、弹

幕等形式即时反馈，逐渐与节目内容实

现同步在场。作为互联网的直接产物，直

播综艺的出现拉近了节目与用户之间的

审美距离。

一方面，节目以直播的形式，制造了

镜头内外同时发生的平行时空，用户可

以同步参与到节目进程中来，提升了参

与的自主性与交互性；另一方面，直播综

艺因为受限于移动屏幕的空间画幅比，

往往更聚焦于人物主体。为了在镜头前

更直观地表达内容诉求，节目以表演者

的特写、腰部以上的中近景画面居多，保

证屏幕主体突出、画面信息明确，使用户

以更近的距离看清楚节目中发生的一

切，特别是表演嘉宾的动作、神态、微表

情，这就将原先只在云端凭借符号互动

的审美过程转变为身体图像的在场呈

现。节目中的主播或嘉宾，不再只是作为

内容或要素的审美对象，而是以真实的

情感交流扮演了“亲密友人”的角色，在

互动过程中提供了陪伴感、认同感和满

足感。

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不断推

出竖屏直播音乐类节目，例如夏日歌会

《这 young 的夏天》，由 21 位央视主持

人和 13 位专业歌手组成演唱阵容，融合

了微综艺、竖屏综艺和直播综艺的传播

优势，打造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沉浸式审

美体验。节目深度理解当下年轻人的情

感需求，以一种看似无流程、无规则的

“草坪派对”形式，围坐消夏、边聊边唱，

以独特的现场感、在场感构建了以歌会

友的互动仪式，为参与其中的用户营造

了一个“共同在场”的接受空间，从而实

现虚拟陪伴，增强情感认同。

找到合适的节目主题和类型

崭新的东西总是充满着魅力，当下

直播综艺受到创作者青睐。不过，并非所

有的综艺节目都适合直播的形式，网络

平台上现有的直播综艺节目质量尚参差

不齐。

在内容层面上，能够达到精品化的

直播综艺寥寥无几，大多数较为粗糙，节

目环节之间不够紧凑，直播中不时出现

的空白片段极易破坏节目节奏，再加上

缺乏传统综艺的后期制作环节，内容精

彩程度大打折扣。同时，节目同质化现象

较为严重，且有些直播节目时长过长，挑

战着用户的耐心。直播过程还存在诸多

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对主持人和嘉宾

的素质尤其是控场能力要求更高，这都

增加了节目录制难度。

此外，直播综艺对节目的主题、类型

有着一定的要求。相对而言，竞技类、文

艺表演类等具有互动要求、需要营造氛

围感的节目类型，可以借助直播技术放

大节目的情绪价值。而一些慢综艺、剧情

类等节目，则更适合“录播 + 剪辑”的形

式，依靠后期的精心制作，保证节目的播

出质量。

直播综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需

要视频平台和创作者从自身出发，找到

与平台属性、节目题材、内容创作、用户

需求紧密贴合的内容形式。只有市场更

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直播综艺才能显

现出它的价值。 渊余俊雯冤

近日，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朗

姿玉畅———赵之谦特展”，通过近 300

件（套）书画、篆刻作品及文献，着力

呈现了赵之谦丰富的人生经历、精勤

的学古意志、开阔的艺术视野和超凡

的创新勇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宝贵启示。

赵之谦，1829 年生于浙江绍兴，青

年时期即因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是

晚清一位有着开创之功的杰出书画

家、篆刻家。赵之谦的文化素养极为深

厚，毕生致力于经学、史学、辞章、金石

学等领域的研究，见解独到，著述颇丰，

其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

天资聪颖的赵之谦因生活在人

文荟萃的绍兴而深受熏陶，自幼即能

诸艺。17 岁起，赵之谦拜师学习金石

之学，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访碑刻

印，勤于金石考证。他不仅将魏碑的

笔法、体势融入各种书体，形成别具

一格的书风，更以其深厚的金石学素

养和开阔的古文字视野“印外求印”，

尤以对于碑额、摩崖、诏版、镜铭、砖

瓦、钱币等铭文入印的敏锐与兴致，

营造出一个多元、开放、动态的印风

体系，实现了自己“为六百年来摹印

家立一门户”的高志。

赵之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便是

“以金石入书画”，这样的艺术实践为

不同类型、不同流派的艺术交流建立

起新的融通模式。随着赵之谦碑派书

风的形成，也促成了其绘画风格的转

变。在《章安杂说》中，赵之谦提到“古

书家能画则必工，画家不能书必有市

气”，可见其对书法用笔的重视。赵之

谦的绘画创作涉猎广泛，敢画前人所

未画，而研究他的绘画艺术，最重要

的便是探究其花鸟画创作。

赵之谦的花鸟画可谓博采众长，

受到诸多前贤的影响。赵氏师法远取

宋人，如其 44 岁时创作的《墨松图》

中题“以篆隶书法画松，古人多有之。

兹更间以草法，意在郭熙、马远之

间”；又近法明清诸家，如明代陈淳、

徐渭、周之冕，清代八大山人、恽寿

平、石涛、蒋廷锡、金农等人。其作品

取法不限时代、画派，融各家技法风

格于一炉。从现存赵之谦早期花鸟画

来看，多以没骨法画花卉，兼以双钩

法，作品常题“拟仿某家”云云。

在题材上，赵之谦的花鸟画较传

统文人画有了很大突破，极大地拓展

了传统文人画的表现题材。

从绘画构图来看，赵之谦注重画面

物象的丰富性。他的花鸟画作品中，虽

细节布满全纸，却密而不杂、繁而不乱，

虚实、疏密等对比关系强烈，枝杈结构

错综复杂，于精密中见潇洒。同时，赵之

谦更是结合了自身在篆刻与书法中的

思考与体悟，绘画用笔有魏碑的雄浑之

美与拙朴之气，在空间布白上则运用了

魏碑书法“斜画紧结”的特点，于险势中

造奇境，辩证地求得画面的平衡。

赵之谦花鸟画的设色，从前期的

“浓艳”到后期的“古艳”，着意以浓郁、

艳丽的色彩和饱满的水墨大胆涂抹，

色块与墨块形成强烈对比，逐渐形成

了独特的色彩风格。

作为晚清“以书入画”的代表人

物，赵之谦的艺术创作为后世提供了

一种审美范式，丰富了中国写意花鸟

画的美学体系，赋予了文人画全新的

美学内涵和精神品格。他的花鸟画影

响了清末海派大家蒲华、吴昌硕等人，

以一种独有的精神形式在中国绘画史

中占有一席之地。

渊杨银俊冤

大蒜为百合科葱属多年生草本植

物，别名胡蒜。原产欧洲南部和中亚。最

早在古埃及、古罗马和古希腊等地中海

沿岸国家栽培，当时仅作药用。中国古代

原产的“蒜”应为“小蒜”。有关“蒜”最早

的文字记载见于《大戴礼记·夏小正》：

“纳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卵

蒜”的命名重心当落于“卵”,因其形似

“卵”而名。即“卵蒜”形似卵状，应为仅有

一个球状鳞茎的独瓣蒜，此处的蒜与现

在的大蒜有所不同。

文献资料记载，西汉时期张骞“凿空

西域”为中原地区引入了大蒜、苜蓿、胡

葱等多种蔬果。汉代王逸《正部》记载：

“张骞使还，始得大蒜、苜蓿”；东晋张华

《博物志》同样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

大蒜、胡荽”；晋代崔豹《古今注》：“蒜，卵

蒜也，俗语谓之小蒜。胡国有蒜，十子共

为一株，二箨裹之，名为胡蒜，尤辛于小

蒜，俗人谓之大蒜”；明代李时珍《本草纲

目》：“大蒜之种，自胡地移来，至汉始有。

故《别录》以葫为大蒜，所以见中国之蒜

小也。……中国初惟有此，后因汉人得

胡蒜于西域，遂呼此为小蒜以别之。”

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小蒜”是中国的

原产“蒜”植物种类的统称，而“胡蒜”

则是张骞出使西域回到汉庭后带回数

量颇丰的蔬菜瓜果等新植株的一类。

胡蒜进入中原后，蒜成为通称：有了大

蒜、小蒜之分，大蒜为西域外来物种胡

蒜，小蒜则是我国的原生物种。此后身

为外来物种的胡蒜因其辛辣口味更加

浓烈，深受人们喜爱，很快取代了小

蒜，成为人们日常饮食的必备调料类蔬

菜。西汉后期的《急就篇》中大蒜名列

蔬菜类，可见至少在西汉末年，大蒜就

是重要的调味类蔬菜，且因味辛辣而被

汉代人归入“荤菜”，“荤菜”即有特殊

熏人气味的蔬菜。

中国人餐桌上的外来物种各有来

头，从它们的取名上，大概就能猜出其传

到中国的年代。比如“胡”系列食物，多为

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胡”，在

中国古代泛指外国或外族，或指地处西

域的少数民族地区。“胡”的称呼盛行于

秦汉，延续到隋唐及以后。公元前 138 年

和公元前 119 年，张骞先后两次率团出

使西域。张骞凿空西域之路自然不是为

了百姓的餐桌，但于千年以后的今天，我

们面对诸多美食，仍不禁感慨不愧是“张

骞严选”。

在秦汉简牍并未发现大蒜的记载，

但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收藏有三枚大蒜标

本。91DXT403①:12、91DXF1①:158 两枚于

1990 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90DX 同

年采集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由此可见，大

蒜应是通过丝绸之路由中亚输入中国。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采集的大蒜标本，

就成为西汉时期大蒜已传入中国的实

证。

《东观汉记》载：“李恂为兖州刺史，

所种小麦、胡蒜，悉付从事，一无所

留。”《后汉书》曰：“太原闵仲叔者，世

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

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

食。”這些文献记载的故事可说明“胡

蒜”这一蔬菜在东汉时期的各地区均有

种植，更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大规

模的种植。自大蒜这一外来物种传入中

原地区后深受人们喜爱，很快就在全国

范围内得到人工栽培。

大蒜自西汉时期传入中原后迅速占

据了中国人的餐桌，并在全国范围内大

面积种植。河西简牍中虽未有大蒜的记

载，但在悬泉置遗址出土两枚、采集一枚

大蒜标本，足以证明大蒜这一蔬菜自丝

绸之路传入中原这一事实。

渊李丽琼冤

阅野牍冶延伸

网络直播为
综艺创作

民族大义、家国情怀的礼赞
———评苏剧电影《国鼎魂》

苏剧电影叶国鼎魂曳改编自苏州

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的同名舞台

剧袁 再次以大屏幕的视角布散着苏

剧的匠心之美袁为我们展现了一段

跨越时代的感人故事遥
主角潘达于为了保护野大盂鼎冶

野大克鼎冶袁艰难地度过了历史上军

阀混战尧抗日战争尧解放战争三个不

同的战争年代袁也在这期间失去了

至亲的三人要要要丈夫尧公公尧养子袁
她从一开始不理解潘家的舍命护鼎

到最后的主动选择保护国宝袁经过

了痛苦尧脱胎换骨的生命洗礼遥 影

片中对战争的残酷表现袁也暗示着

潘达于失去至亲的原因以及她作为

小人物经历的艰辛和时代变迁遥
鼎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含

义袁它曾铭刻着国家和家族的荣誉袁
也象征着国家和家族的地位和权

力袁标志着国家的安定与强盛遥 时过

境迁袁它们成为历史风云的记录尧文
化传承的标志尧中华文明的象征遥 大

盂鼎尧大克鼎尧毛公鼎同属野海内三

宝冶袁而大盂鼎和大克鼎则是左宗棠

为报野贵潘冶祖上恩情而送给潘家保

存的宝物遥 海内三宝不仅是中国古

代青铜艺术的瑰宝袁 更是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的象征遥 它们

的流传和保护袁 见证了中华民族对

文化遗产的尊重和对历史的传承遥
在守护双鼎这条充满挑战的道

路上袁潘达于的身影显得格外孤独袁
然而在这孤独之中袁却蕴藏着一股

坚定而强大的支持力量遥 这股力量

源自于已逝去的野贵潘冶家族的崇高

遗志袁它们如同一盏明灯袁照亮她前

行的道路袁指引她不断前进遥 同时袁
这股力量也是中国人民在那段特殊

的历史时期所共同凝聚的志向和信

念的集合体现袁是民族精神和集体

意志的结晶遥
尽管如此袁潘达于在外界看来袁

依旧是孤独的斗士袁 她的行为和选

择往往与当时的掌权者背道而驰袁
她的勇气和坚持使她成为了那些权

力者眼中的异端遥她不畏强权袁不随

波逐流袁即使面对孤立无援的境地袁
她依然坚守内心的信仰和使命袁以
一己之力对抗那些试图破坏大双鼎

的力量遥
电影以精湛的叙事技巧和深刻

的人物刻画袁 生动地描绘了潘达于

在面对双鼎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袁
所经历的心灵蜕变和成长遥 从最初

的被动埋藏宝鼎袁 到后来的坚定守

护袁再到最终的主动捐献袁潘达于的

内心世界经历了一场剧烈的风暴遥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袁军

阀尧日本人尧国民党三方势力为了争

夺这一国宝袁 纷纷向潘家抛出了诱

惑的橄榄枝袁 承诺以巨额财富作为

交换遥然而袁面对这些物质利益的诱

惑袁 潘家展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和坚定的文化自信袁 一一拒绝了这

些不义之财遥
最终袁随着解放军的到来袁他们

不仅以正义之师的形象赢得了人民

的信任和支持袁 更以其崇高的理想

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袁 感动了潘达

于遥在这样的感召下袁潘达于做出了

一个重大的决定院 她主动走出了自

己封闭的世界袁 将宝鼎捐献给了国

家袁 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她个人的

高尚情操袁 更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深

切热爱和忠诚遥
电影通过护鼎这一情节的铺

陈袁 不仅展现了潘达于个人的成长

轨迹袁 更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中

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民族精神遥
潘达于的献鼎之举袁 成为了一

个时代的缩影袁 她的故事激励着每

一位观众袁 唤起了我们对于文化传

承和民族自豪感的深刻思考遥
渊赵实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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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简介

1990 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植

物标本大蒜一件（出土编号院91DXT403
淤:12），长 2 厘米、宽 3.5 厘米、厚 2 厘

米，重 1.5 克。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1990 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植

物标本大蒜一件（出土编号院91DXF1淤:
158），长 1 厘米、宽 1 厘米、厚 1 厘米，重

1 克。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1990 年于敦煌悬泉置遗址采集。植

物标本大蒜一件（编号院90DX 采集），长

2 厘米、宽 2.3 厘米、厚 1.3 厘米，重 0.5

克。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