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文化如何进入现代生活、触动年轻
人？从近年来涌现的《我在故宫修文物》《本
草中国》等优秀作品看，文化题材纪录片是
一个绝佳的载体。

纵览改革开放40年来的壮阔历程，纪
录片一直在发挥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从
《话说长江》到《望长城》，传统文化题材的纪
录片作品一直在为巨变中的中国凝聚社会
与文化上的共识。作为当下中国的主流文
化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纪录片创作领域
愈加繁荣，一批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主动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积极回应新时代的挑战
和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什么文化题材纪录片收获点赞无数，
被寄予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除了内容精
良、画面优美等因素外，把传统素材引入生
活场景，把传统价值对接时代需要，同样是
重要原因。要看到，文化从来都是在继承传
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
创造性转化是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
文化题材纪录片能否成功，最为关键的就是
解决好如何创造性继承中华民族特有的美
学价值、人生价值和历史资源的问题。

例如，系列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
取了全新视角，从冰冷的文物中发掘历史文
化内涵，并且营造出了“纪录片创作—博物
馆推广—观众游客参与”的文化领域深入融

合的态势。近年来产生广泛影响的《我在
故宫修文物》，关注传承传统技艺的故宫文
物修复工匠，通过贴近生活式的拍摄手法，
成功地呈现出他们身上蕴含的工匠精神和
生活态度。

可以说，纪录片是传统文化在传承和
发展中所借用的主要媒介手段之一。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制作机构都加强了
对文化题材纪录片创作的投入，持续推出
大量优秀纪录片作品。但也要看到，仍然
有相当部分作品观念陈旧、形态落后，对于
传统文化的介绍还处于“开中药铺”的简单
罗列阶段，有些甚至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和
轰动效应，不惜编造和篡改，带来了传统文

化的失真与失质等问题。
对此，进一步加强纪录片的创作质量和创

新能力，就必须在更好研究受众需求的基础
上，深入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路径、内容、形式、表现等问题。传统文化
于我们并不遥远，但似乎又缺乏确切感。只有
呼应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任务，采用
融合创新的方式去挖掘和转化优秀的传统文
化资源，才能更好增进传统文化的时代感、生
活感、意义感，打造不负新时代的文艺精品。

文化题材的纪录片也是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方式。《本草中国》
《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借助中医、
茶文化等广受世界瞩目的优秀内容，成功地

将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思想观念和人文精
神传播到海外。我们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参
与国际交流，深入发掘传统文化中具有跨文
化潜质的元素，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创新
转化、有效传播，增进全球观众的价值认同
和情感共鸣。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
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
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
展示出来。借文化题材纪录片讲好传统文
化的故事，带领观众领略更多传统文化之
美，一定能更好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

（据《人民日报》）

在纪录片中遇见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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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乐十二年（公元 1414年）九月二十
日，南京，永乐帝率文武百官出奉天门，早有一
头怪兽等在承天门外，由西洋渡海归来的郑
和，从麻林国得到一头名叫“基林”的怪兽，该
兽外形似鹿，头生肉角，它不鸣也不叫，站在地
上东张西望。为防其逃跑，早已给它套上了笼
头，缰绳由人牵引。

这头怪兽与中国典籍中记载的麒麟极为
相似，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便是麒麟，举国震
动。在百姓的团团包围之中，这头怪兽耸着长
脖子和麟首，早已越过众人的头顶，它的两只
肉角嵌入了帝国的天空——长颈鹿的身高可
达6到8米，时至今日，这仍是地球上最高的动
物，《明史·外国传》中提到了这头神兽的外貌：

“麒麟前足高六尺，颈长丈六尺有二，短角，牛
尾，鹿身”，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无异于神迹。

永乐十二年的这场瑞兽观摩仪式，其背后
有着更为久远的典籍作为支撑。麒麟的原型
出现在春秋时期，据说孔子降生时，有麒麟出
现，口中吐出玉书。到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
感应”之说，他认为君王的作为与上天相关，上
天虽不像人一样会说话，但上天的意志可通过
某种“祥瑞”或“灾异”的现象显现出来。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郑和的船队到了东
非，带回殊方异域的珍宝和异兽，真是古来未
有的奇遇，当他们发现长颈鹿的外观与中国古
籍中描述的麒麟太过吻合，当地的索马里语称
之为“基林”（Giri），发音与麒麟非常相近，只
是脖子稍嫌长了些，但这可以忽略不计。最有
说服力的，是长颈鹿头上的肉角，在历代道德
家的眼中，肉角也是麒麟的一种美德，所谓“设
武备而不为害”，这更使郑和相信古人所言不
虚。随郑和船队出航的马欢在《瀛涯胜览》一

书中记下了他所见的麒麟：“麒麟，前二足高九
尺余，后两足约高六尺，头抬颈长一丈六尺，首
昂后低，人莫能骑。头上有两肉角，在耳边。
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面饼。”
不难看出，所谓的麒麟即长颈鹿。

据说郑和带回两头长颈鹿，其中有一头受
到惊吓，死在船上。除了长颈鹿，还有斑马、狮
子、直角羚羊等异兽，有一艘船成为海上漂浮
的动物园。在郑和的西洋之旅中，有着几万里
阻隔的疏方异域，居然也能找到神话中的对
应，从东非到几万里之遥的南京，在郑和船队
的技术支持下得以实现，在明代确是奇迹。

最为兴奋的当然还是永乐帝朱棣。在秘
传的典籍中，只有圣王治世，麒麟才会出现，这
头来自海外的麒麟，正可为其统治披上神圣的
光环，他命人画《瑞应麒麟图》，这是影响深远
的一幅画像，未能亲见麒麟的人，只能寄希望
于见一下这幅图，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后世
出现多种摹本，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深。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提到了《瑞应麒麟
图》的流传：“永乐中曾获麟，命工图画，传赐大
臣。余尝于一故家见之，其全身似鹿，但颈特
长，可三四尺耳。”麒麟图像赐给百官，在豪门
世家秘密流传，其中有的画像得以保留至今。

据《明史》载，永乐十二年的献瑞之后，麻林
国和榜葛剌国又各有过一次进贡麒麟的记录，见
到传说中的神兽以后，长颈鹿的形象与神话产生
了互渗，近年来在南京出土的徐达五世孙徐俌夫
妇墓，陪葬官服上的麒麟补子，居然是一只伏在
地上的长颈鹿。明刊本《异域图说》中出现的麒
麟，也作长颈鹿状，日本画家桂川国瑞的麒麟图，
在今天看来都是长颈鹿。甚至在日语中，长颈鹿
和麒麟至今还是同一个词。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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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锻炼超3小时不利健康

最近，美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对120
万美国人的运动锻炼情况进行追踪，调
查涵盖跑步、骑车、滑雪、健身房锻炼以
及做家务等75种类型的身体活动。参
试者对过去30天内因压力导致的情绪
问题做自我评估后发现，经常锻炼者的
压力水平比缺乏锻炼的人整体偏低。
不过，当他们每天的锻炼时间在3小时
以上时，其实际情绪状况则会变差。过
度运动累积还会导致强迫症等心理障
碍问题。 （据《生命时报》）

生物钟紊乱与情绪失调相关

一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
7.15万英国人的数据，并识别出基因
组的两个区域，这两个区域可能包含
某些基因变异，它们会干扰与作息相
关的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其中一个
区域含有神经束蛋白基因，该基因与
导致躁郁症的另一种基因有联系。这
说明，昼夜节律紊乱与情绪失调之间
存在生物联系。 （据《参考消息》）

夫妻吵架损害男性健康

人际关系研究国际协会科罗拉多
年会上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与
配偶争吵对男性健康造成的损害更
大，更容易发生头痛和失眠。研究人
员表示，夫妻在有关孩子、金钱和姻亲
等问题上的争论会明显增加压力激
素，这可能是导致男性健康损害的关
键。

（据《生命时报》）

身体素质好可抵消久坐危害

看电视或用电脑时久坐会提高死
亡率、心血管病发病率和肿瘤发病率，
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
久坐对健康的损害效果，在低握力或
身体素质差的人中是高握力、身体素
质好的人的2倍。也就是说，增强力
量、改善身体素质可抵消久坐带来的
负面影响。 （据《中国新闻周刊》）

海山通常是指大洋深海中位于海
面以下、高度大于 1000米的隆起地
形，而广义上的海山也包括海底中相
对高度小于1000米的海底丘陵。大
多数海山是由板块运动及其引发的火
山活动形成的，而板块运动常使海山
以链状或细长集群出现。全球海底存
在约20万座海山。

我们通常根据海山“家庭合照”按
照位置和个头将其分为两类：“大
哥”——大洋中脊和“小弟”——海岭。

大洋中脊，又名中央海岭，多位于
大洋中央，贯穿四大洋，成因相同、规
模相似；其“个头”也十分出众——它
是地球上最大、最长的环球山系，总长
度约75000千米。“小弟”海岭也称海
脊，是绵延在海底的高地。大洋中脊
与海岭的关系与山脉和山岭的关系类
似。

在生物资源方面，海山几乎栖息
着所有门类的动物，科学家整合了对
全球178座海山的调查记录，统计有
1971种无脊椎动物，而目前海山在线
数据库中收录了 246座海山调查记
录，涉及可分辨种类就有近2000种。

在海山栖息的物种以过滤捕食浮
游生物、附着于岩石或固定在岩石生
活的物种居多，数量最多也是最为典
型的种类有海绵、珊瑚、海葵、海百合
等。目前，对海山内部生物群的研究
不多，底部栖息、体型较大的有软体动
物、甲壳动物、星虫等。同时海山也是
鱼类大量聚集的地方，有着丰富的鱼
类资源。

海洋还储存了地球上最多的矿
产，海山有富钴锰铁矿石（富钴锰结
壳）、锰结核、多金属硫化物等天然矿
物，可以用来开采铜、锌、铅和金、银等
贵金属。 （据《北京晚报》）

海里的山长啥样？ 萤火虫发光有示警作用
我们已知的是，萤火虫发光是为了求

偶。不过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美国州立
博伊西大学的生物学家杰西·巴伯认为，这
种光也是为了警告夜晚可能的捕食者。

巴伯发现，与飞蛾用噪音向蝙蝠预告
自己的毒性不同，萤火虫并不发出声音。
他猜测，发光的昆虫是不是在通过闪光告
诉蝙蝠自己的味道不好？假如把萤火虫的
光遮住，蝙蝠是否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了
解它们应避开萤火虫？巴伯及其团队首先
让萤火虫去接触3只以前从未碰到过萤火
虫的蝙蝠。结果，在“经过几次接触之后”，
蝙蝠就学会了避开这种闪光的动物。它们
的几次接触过程是：抓捕、品尝、丢弃。很
快，这些蝙蝠就彻底避开了萤火虫。

之后的试验更有意思了：研究人员需
要不会发光的萤火虫。他们先设法用极小
的纸带将萤火虫固定在显微镜下，然后用
小刷子蘸了黑色颜料涂到萤火虫发光的尾
部。然后让这些不再发光的萤火虫去接触
蝙蝠，结果蝙蝠花了2倍的时间才认识到
这种虫子不好吃。

研究人员的假设是，最终学会避开萤
火虫的蝙蝠可能是通过回声定位感受到了
这种昆虫独特的直线飞行模式。蝙蝠可以
通过感知、用回声定位确定飞行模式以及
视觉相结合的方式来避开萤火虫。

（据《参考消息》）

辣椒最初传入我国
不是用来吃的

辣椒是人类种植的最古老的农作物之
一，大概在公元前7000年时，就已生长在
大陆上。考古学家估计，公元前5000年，
玛雅人开始吃辣椒。很久很久以后，哥伦
布去美洲途中，发现了辣椒，把它带回了西
班牙。辣椒几乎立刻就传遍了全世界。但
是，这对于遥远的古中国来说，并没有什么
用。因为直到明朝末年，辣椒才进入中国。

起初人们不知道辣椒能吃，那时在人
们的眼里，它只是一种观赏作物和药物，各
地的人们争先恐后地给它取了名字，什么
蕃椒、地胡椒、斑椒、狗椒、黔椒、辣枚、海
椒、辣子、茄椒、辣角、辣、秦椒……最后定
下“辣椒”这个官名。不过，最新研究表明，
辣椒进了中国，最先传入江浙、两广、贵州、
湖南等地，后又流布于西南等地区。

清初，最先开始食用辣椒的是贵州及
其相邻地区。在盐缺乏的贵州，康熙年间

“土苗用以代盐”，辣椒甚至起到了盐的作
用。湖南人吃辣的习惯，是到了道光、咸
丰、同治、光绪之间才养成的。据清代末年
《清稗类钞》记载：“滇、黔、湘、蜀人嗜辛辣
品”“（湘鄂人）喜辛辣品”，“无椒芥不下箸
也，汤则多有之”，那时候湖南、湖北人食辣
已经成性，连汤里头都要放辣椒了。

四川人吃上辣椒的时间和湖南人差不
多。清代末年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当时
成都各种菜肴达1328种之多，辣椒已经成
为川菜中主要的作料之一，徐心余《蜀游闻
见录》就说了：“惟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
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 （据《光明日报》）

一些动物爱吃土
胃部肌肉发达的动物更爱吃土，比如

鸟类、两栖动物和一些鱼类。哺乳动物中
只有鳍足类动物有时会吞吃石子。

一只100公斤重的鹿一次可以吃掉1
到 5公斤黏土，而5吨重的大象可以成桶
地吃土，它们吃土都是为了什么呢？科学
家认为，吃土可以补充体内缺乏的营养物
质，但具体是哪一种，他们未能就此统一意
见。传播最广的说法是，动物，特别是食草
动物会通过吞吃石子和泥土的方式来补充
钠元素。

另一种说法是，矿物能将消化道内的
酸度降到正常水平。进入肠道的泥土能吸
收磷和其他起弱酸性电解质作用的物质。
基于这种说法的另一个解释是，这是动物
在把天然的吸附剂用作解毒剂。经验表
明，老鼠和猴子中毒时会吃土来解体内的
毒。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发
现，动物吃土地点旁边的温泉水和泥质岩
石富含稀土元素。稀土在脑组织中聚集，
参与新陈代谢过程，有助于消除炎症。还
有一些科学家认为，食用石块和土有助于
缓解压力、增强免疫力。 （据《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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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

第一步：敷铅粉。
作用与现在打粉底类似，都是为了凸显自

己肤白貌美。四川博物院馆藏的一件宋影青
印花瓷粉盒，白瓷胎，馒头形，盒盖印有牡丹花
卉，是宋代女子化妆用的粉盒。据《说文解字》
记载：“粉，敷面者也，从米声分。”由此推测，古
代女子敷面，最早用的是米粒研磨出来的米
粉。米粉之后，人们又发明了铅粉，《神农百草
经》就提到女性用铅丹和粉锡化妆。

第二步：抹胭脂。
早在商周，女性已懂得在面部擦拭腮红美

颜，只是当时并不流行，只有舞姬与宫人使用，
材料为朱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胭脂之
后，中原女子稍作改良，加入了牛骨髓制作成
粘稠的红色脂膏，装于金玉陶瓷等材料的器皿
中。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胭脂的制作工艺更
趋成熟，既有便携式纸片状的“金花胭脂”，即
将胭脂加工成小而薄的花片；还有以丝绵蘸红
蓝花汁而成的“棉胭脂”，类似现在的腮红液，
工艺已非常现代。

第三步：画黛眉。
战国没有特定画眉毛的材料，女子们就用

柳枝烧焦后涂在眉毛上。屈原在《楚辞·大招》
中记载“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黛”是一种青
黑色的颜料，专供女子画眉。秦朝流行“蛾
眉”，汉代崇尚“八字眉”，唐代以柳眉和月眉最
为推崇。盛唐时期流行把眉毛画得阔而短，形
如桂叶或蛾翅，元稹诗云“莫画长眉画短眉”就
是明证。《都督夫人礼佛图》中画的是桂叶眉，
莫高窟盛唐45窟里有两头一样粗细的柳叶眉，
还有些菩萨脸上有翠绿色的翠眉。

第四步：点额黄。
点额黄又称贴花钿，是用丝绸、彩纸、金

箔、云母片等材料剪成的样式各异的装饰物，

粘贴在眉心或前额，也可以贴在两颊或嘴角等
处，形状有圆形、菱形、月形、桃形以及花、鸟、
鱼、蝴蝶、鸳鸯等，颜色主要是红、绿、黄三色。

贴花钿始于南北朝时期寿阳公主的“梅花
妆”，到了唐朝，爱美的姑娘们不再满足于单一
的花瓣，而改用金箔、银箔，甚至用昆虫的翅
膀、鸟类的羽毛剪出花样贴在额头，就是《木兰

辞》中的“对镜贴花黄”。
在榆林窟中唐第25窟《弥勒经变图》中，有

一幅老人入墓图，画中的女子哭得梨花带雨，
额头上的花钿夸张得有些吓人，她贴的花钿占
据了脑门儿三分之一的面积，像一片银杏树叶
一样，现在看来，装饰得有些突兀。

第五步：贴面靥。
相传，面靥妆始于宫廷，起初并不是为了

装饰，而是一种特殊的标记。当某个后妃来例
假时，不能被帝王临幸，又羞于启齿，就在脸上
点上两个小红点，女史见了不会列名安排侍
寝。后来，面靥逐渐成为一种装饰，流传到了
民间。

第六步：描斜红。
斜红始于南北朝，是在眼角两旁各画一条

红色的月牙形，涂抹的深浅、粗细各有不同，在
唐代的宫廷中颇受女性欢迎。从唐代墓葬出
土的女俑可见，面部常有月牙形妆容，色泽浓
艳，造型古怪，有的还被故意描绘成残破妆，远
远看去，宛如白净的脸上平添两道伤疤，简直
就是古惑仔电影里的“刀疤妹”。

第七步：点口脂。
湖南曾出土过西汉墓葬中的口红，尽管过

了2000多年依然鲜艳夺目，口红制作技术十
分精湛。在唐代，仅供制作口红的植物就多达
二三十种。唐朝的眉形丰富多彩，唇妆种类也
异常繁多，仅晚唐30多年时间里，唇式就出现
了17种之多，圆形、心形、鞍形，其中最风靡的
要数樱桃形和花朵形。

古人对口红的喜爱从《唐书·百官志》中可
见一斑。书中记述：“腊日献口脂、面脂、头膏
及衣香囊，赐北门学士，口脂盛以碧缕牙筒。”
能用雕花象牙筒来盛口脂，可见口脂在诸多化
妆品中地位弥足珍贵。 （据《华西都市报》）

《
都
督
夫
人
礼
佛
图
》
引
领
唐
妆
时
尚
。

【宋】影青印花瓷粉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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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并非现代女性的专利，古人化妆的历
史由来已久，无论是步骤之繁复还是道具之奢
华，都令现代女性望尘莫及。古代女子如何化
妆呢？唐朝诗人元稹写诗《恨妆成》，大致将女
子化妆的过程概括为7个步骤：敷铅粉、抹胭
脂、画黛眉、点额黄、贴面靥、描斜红、点口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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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化妆道具奢华古代女子化妆道具奢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