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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视介专辑

战、新风险、新考验，但“Z 视介”心无旁

骛，起而行之。传统媒体的转型，需有“敢

为天下先”的新时代浙商创新精神。生长于

浙江的“Z 视介”凭着自己的胆识和勇气，凭

着团队和技术，创新“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的文化表达。

理一理“Z视介”的底盘：视听新物种一定

离不开传播“新格局”这个底盘。浙江省第十五

次党代会报告提出“重大新媒体传播平台、文化

标识打造有待加强，以文化力量推进社会全面进

步的新格局仍需加快构建”，这是主流传播平台

的发力导向。对于这个“新格局”，各地都有自

己的解读视角和解决路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

诗合为事而作，“Z视介”应运而生、顺势而为，

成为这个舆论新格局中的新物种、新平台、新标

识。可以预见的是，笔墨当随时代的“Z 视介”

选择在此刻入局以视听为主打的客户端这片红

海，起步一定会很艰难，甚至很困苦，但“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选择了就必须向上向前，顶

破天花板，破壁谋跨界，杀出一条路来，为深度

探索大小屏融合传播形成新“打法”、探路新经

验。从这个意义上讲，“Z 视介”的这一小步，

即使跌跌撞撞，也是长三角乃至全国主流媒体谋

划未来的一大步。

从“Z 视介”，洞见新世界。美好未来，值

得期待！

（作者系财经作家、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

研究会执行会长）

摘要：《丹青中国心》 是浙江卫视“中国

心”系列之首作 《妙墨中国心》 获得成功之后

推出的第二部作品。节目立足于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成果，以宋画为切入口，笔墨为器，勾勒

中国人的精神天地，解读丹青背后的时代宋韵。

本文拟从高度、深度、广度三个维度进行节目

解构，以 《丹青中国心》 为例，探索节目创制

中媒介融合视角下文化类节目的共生之道。

关键词：丹青中国心 宋韵 文化 媒介

融合 创新

“笔墨展天地，丹青藏宇宙”，这是浙江卫视

今年推出的文化美育节目《丹青中国心》中的一

句海报标语。《丹青中国心》立足于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成果，试图勾勒出中国人的精神天地，架

构起“中国心”系列的文化宇宙。节目在创制过

程中融合了文化知识输出、大众美育交互、跨界

艺术共创等内容呈现，并带领读画团和听画团员

们前往几大地标式场馆沉浸式探馆，解构艺术。

节目播出后依然延续了“中国心”系列的好口

碑，获得了主流官媒的诸多点赞，在收视上也取

得可喜成绩。除此之外还打造了多个出圈短视

频，总体来说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绩。自党的十

八大以来，国家相关政策对中华文化的传播提出

了更高更细的要求，民众的“文化觉醒”和“民

族自豪感”也促使大众媒介不断创新推出丰富多

彩的文化类电视节目。“中华文化”的这片蓝海

涌入了更多生力军。《丹青中国心》作为一档聚

焦“中国画”题材的文化美育节目，何以在市面

上已有两三档中国画相关节目的前提下，异军突

媒介融合视角下媒介融合视角下
文化类节目的文化类节目的““不将就不将就””探索探索

——Z视介《丹青中国心》创制背后

周路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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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杀”出一条花路，笔者认为可以自我总结

归纳为“不将就的力量”。

“不将就”其实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词汇，

换个词来说就是“较真”“较劲”，这是节目创制

过程中的“不将就”，也是在审时度势后对特定

时机传播的“不将就”。《丹青中国心》是如何做

到“不将就”的？我们拟从高度、深度、广度

三个维度进行解构。这个过程对于当下环境中

文化类节目的探索，具有比较切实的参鉴意义。

一、高度：寻找中华文化群山的“时代

巅峰”

中华文明浩浩汤汤五千年，大众电视传播

如果不具备足够的体量，很难在特定的期数时

长要求中对文化进行精准传达，加上内容传播

愈加走向“垂类化”“精品化”的特征，在这样

的时代传播环境下，“雨露均沾”有时不如“专

项深耕”。文化题材的选择和创制不应该将就，

选择从哪个角度规划《丹青中国心》就显得尤

为谨慎。为什么我们会在经过深思熟虑后，选

择放弃整个时代中国画演变的思路，反而专门

从宋朝的中国画入手？这正是基于我们想要寻

找到中华文化群山的“时代巅峰”，就好比你攀

了一百座山，不如攀上一座珠穆朗玛峰更会让

人记忆深刻，而宋画正是“丹青”世界里的珠

穆朗玛峰。 宋朝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艺术史上最

特别的时代，被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

文化艺术星河璀璨，诗词书画名家辈出，既达

到了一种美学巅峰，又承载了一个“承上启下”

的艺术时代枢纽作用。老百姓谈画首先会想到

的传世神品《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都出

自宋代，花鸟画、山水画、人物画都在宋代独

树一帜。无论是久久为功的“中国历代绘画大

系”，还是今年爆火的“宋韵金辉”艺术特展，

都是选择以宋代作为切入口。 可以说，我们谈

中国画，宋画是最好的入径。这是观赏艺术风

景的最佳高地，往前看，往后望，都有万千不

同风貌的天高海阔，架构起了我们对中国绘画

艺术的整体想象。

登高所以致远，较劲故而至极，《丹青中国

心》以“巅峰”为基石，展卷“绘制”具有鲜

明标识度的时代中国心。节目共分为3期，每

期节目的主题都取自于一句描述宋代的传世名

句，并借此描述宋画背后所反映的宋代文化的

一方面重要特质。第一期“造极”引自陈寅恪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何以为“极”，从《清明上河图》《千里江

山图》的登峰造极，到宋代花鸟画的格物致知，

求真至极，到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写意画的

“极外之极”“无极之境”，宋代对于文化艺术的

极致追求，可以说在宋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期“天地”引自宋代张载《横渠语录》“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在 《溪山行旅图》《万壑松风图》

等传世山水画中，在李唐萧照师徒等人的传奇

故事中，去寻找宋代文人处士笔意背后的天地

观、宇宙观，找到中国人对“天地”的理解。

第三期“人间”引自宋代席汝言《耆英会其一》

“赏心乐事人间盛，岂谓今稀古莫俦”，通过

《婴戏图》《货郎图》等大量宋代独有的风俗画，

看遍这个被称为历史上最具有生活气息的时代

里，无处不在的人间乐事，以及最具烟火气的

宋韵风貌。

正如节目里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

主席许江先生说的一样，“它不是一幅画，它是

一个世界，它可以跟一部电影抗衡，这是宋代

真正伟大的地方”。我们想去挑战“巅峰”，并

在征服之后，以更加自由的姿态在高处徜徉中

华文化长河。

二、深度：创意只是基石，诚意方能添

砖瓦

内容创制中“不将就的力量”是你对一件

事物一个题材非常在意，极其较真，带着“吹

毛求疵”的精神，以时间换空间，去吃干炸透，

然后吞下，然后以你最游刃有余、最熟悉的方

式吐出来，成为具备强大符号的视听象征。在

当下，大众很容易以多种传播渠道接触到各类

视听产品，见多识广了，口味变刁了，“琳琅满

目”的背后则是“忽略与遗忘”，这样的现状注

定会淘汰一批视听快餐，尤其是在以“获得感”

为诉求的文化类节目中，泛泛化的“捣糨糊”

几乎毫无胜算，譬如市面上很多节目都讲过

《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 如果我们做

《丹青中国心》时还是老生常谈，那么节目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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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又在哪？可是做宋画又怎么能不谈这两幅传

世名作？这样的“悖论”如何破题？在《丹青

中国心》中，我们找到了破阵之法。在第一期

“造极”中，创造性地将这两幅传世名作放在一

起做直观比较，呈现出中国绘画艺术上的“两

极”。此外更是体现出两种极致的人生状态——

以王希孟为代表的少年敢于绘制青春梦想，以

张择端为代表的中年人对现实的观照和清醒。

当这两幅巨作在闹市区巨幕上同屏展开，有人

惊呼“这是时代最伟大的合体！”这样“比较

式”的呈现，正是基于我们以“不将就”之心

的长期耕耘。因为足够了解，所以敢于做他人

未做之事。

其实在节目的创制过程中，除了创作者必

备技能“创意”外，我们更多的是做到“诚

意”。团队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去深耕宋画，购

买大量宋代文化书籍、拜访中国美术学院、浙

江大学等专家教授，前往图书馆翻阅《宋画全

集》等资料，在吃透的过程中，无数次感受到

宋人背后所传递的“格物致知”的精神。何为

格物致知？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求真务实的态

度。这样的精神态度也被我们带入到创作中，

比如在节目中我们做到了大量精准复刻，包括

在第一期国家版本馆的《华灯侍宴图》整体情

境复刻，第二期痛仰乐队入宋画再唱 《西

湖》、在嘉宾宋风服饰的还原、与宋代 《西湖

图》《四景山水图》 等西湖画作合成过程等方

面的精准复刻精益求精，第三期创造性地从造

型、道具等各方面复刻 《百子图》，在德寿宫

再现南宋“百子戏”等等，这样的诚意之处不

胜枚举。

为什么我们要做到这样“吹毛求疵”的程

度？因为这能为我们带来可以任其他人“鸡蛋

里挑骨头”的自信。“挑刺儿”其实是把双刃

剑。从各类社交平台的评论中我们不难看出，

受众对文化类节目的“包容度”是极其有限

的， 因为关乎民族文脉，关乎大众教育，所以

不容有错。譬如一个不慎的“江湖体”就会带

跑受众对书法的认知，一点知识上的小错误，

就足以变成反面的“视听教科书”。这样产生的

负面“情绪价值”会摧毁整个节目。反之，在

历经受众“挑刺儿”后不但没有问题，且更呈

现出极其考据的一方面后，会更大激活正向的

“情绪价值”，受众会被节目创作者的诚意和匠

心所打动，从而在社交平台形成自发式传播，

这就是一种“不将就的力量”。痛仰乐队宋画版

《西湖》的互联网传播，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说

法。大众从看到这个跨界创意作品后趣评“节

目组搞啥呢”，到看完妆造、选画、拍摄等幕后

解密视频后，自然由心地表达对节目组充分尊

重文化的赞美和敬佩，让我们相信，较真和深

耕是对文化最基本的敬意，诚意和匠心是创作

者最大的利器，他们足以让你的内容变得所向

披靡。

三、广度：构建一主多分的“文化太阳系”

我们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传播时代？信

息碎片化、渠道多元化、内容平行化，电视

媒介的传播优势日渐局限，新媒体的蓬勃发

展随着科技进步更加缤纷繁复，不去走出舒

适区，不去拥抱新鲜事物，就意味着你在以一

种慢性“衰竭”的方式接受命运。文化节目作

为内容产品传播中相对“弱势”的一类产品，

是否应该去适应新传播时代的诸多要求，以

“不将就”的姿态去进行解构建构，组合打法

呢？答案是毋庸置疑的，文化类节目同样可

以做到内容的多重组建和不同媒介之间的配

合出击。

《丹青中国心》的创制和播出，正好赶上了

一次“大胆的跨越”。节目作为浙江广电集团倾

力打造的重大文化传播平台“Z 视介”上线日

首发的重点作品，其整体播出节奏都恰好处于

新平台新生周期中，可谓是同生同长同进步。

面对新平台扁平化的播出特色，节目做了一系

列破天荒的尝试，归纳总结为构建了一主多分

的“文化太阳系”。《丹青中国心》节目本体就

是那颗稳定的太阳，节目组充分利用素材，创

新性地在Z视介上架了系列衍生内容。除了节

目中重点创作的苏东坡、李唐、萧照等精品影

视短片，还打造了邀请明星嘉宾花式读画的文

化公益系列微综《艺人陪你读丹青》、集结受众

艺术评论的 《丹青开放麦》，以及 《馆长说丹

青》《只此青绿话丹青》《“宋韵今辉”特别策

划》等系列微综艺和短视频。这些内容从主体

节目的其中一个点激发，然后进行不同角度的





TELEVISION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 2023·3

▲…
…

…

………

Z视介专辑

开枝散叶，较好地挖掘和延展了节目的IP价值。

它们构成了围绕太阳转动的行星系列，从而形成

了一主多分的丹青版“文化太阳系”。此外，基

于Z视介的“社交功能属性”，《丹青中国心》亦

联动节目嘉宾以“视介官”的身份加入新平台，

进行作品传播和网友交互；还对热心爱好者进行

“社群化管理”，组建专群进行内容分享和活动通

知，力求打破内容和社交的隔阂，实现内容和社

交的有效转变，寻找到文化类节目的更多交互

属性。

在现阶段的“网状”传播环境下，“文化太

阳系”架构方式，适用于任何节目。“网”的最

大特色就是四通八达，无论是基于内容题材的充

分吃干炸透，还是基于传播逻辑“顺逆皆通途”

的可能性，都能较好提升节目的品牌性和传播

力。我们做节目，更要以“不将就”的心态去面

对传播新物种，这是对受众负责，更是对创作者

自身负责。

四、结语

高度、深度、广度，借由这三个最耳熟能

详、浅显易懂的词汇诠释什么是“不将就的力

量”，这是当下文化类节目的“突围”所需要的

力量，它的背后其实正是创作者最本真的情意，

那是一种自然而然对文化的敬畏和热爱，以及对

自身的反省与鞭策。

我们以不将就之态，创制 《丹青中国心》，

呼吁大众读画，不止是读历史，更多的是读人

心、读当下，并寻找到一种能超越时空，激励彼

此的“艺术力量”。正如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

名所说“与古为徒，与古为新，与古相悦”。愿

在未来更多创作中，创作者都能坚守住这份“不

将就”之心，以激活更大力量，留下更多能够给

予人民群众精神价值的文艺作品，让文化艺术在

新时代以新的视听语言熠熠生辉。

（作者系浙江卫视《妙墨中国心》《丹青中国

心》总导演）

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如何运用自身

能力和传播平台，更加“短平快”地将情绪与价

值进行传播，增加点赞，扩大转发，并在评论区

让观众有感而发，与内容迅速共情，是各路媒体

追逐的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创音乐视频可

谓是一条“蹊径”。

笔者作为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音乐工作

室主理人，曾为各大活动、品牌、视频创作原创

歌曲30余首。2021年，在疫情期间改编并重新

作词的音乐视频作品《浙世界那么多人》以全网

超过5亿的点击量成为现象级音乐视频作品，被

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媒体转载，获得

中国新闻奖新媒体类三等奖、浙江新闻奖新媒体

类一等奖。2023年4月，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全

新新媒体视频平台“Z视介”打造主题歌曲《青

蓝世界》。

一、一个媒体人：融媒时代需要新“武器”

2023 年 4 月 18 日，浙江广电集团全力打造

的我省重大文化传播平台“Z 视介”正式启动。

站在启动仪式的舞台上，作为一名青年广电人，

笔者由衷地感到骄傲与使命重大。“Z 视介”的

发布将改变传统媒体的传播体系和固有模式，用

用原创音乐视频用原创音乐视频
增强增强ZZ视介传播力探讨视介传播力探讨

陈黄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