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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大会》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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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诚意意+综综艺艺+技技术术

1921年，安特生、袁复礼等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学术
界公认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起点。

2021年，正值中国考古百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1年年底推出一档考古
节目《中国考古大会》，收视不俗。

如何让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遗址和文物“活”起来？“考古工作枯燥严肃”的刻板
印象是怎样形成的，要如何去打破？通过虚实结合的舞台形式，让厚重的历史变得
鲜活，观众能接受吗？致敬中国考古百年，是怎么想到与综艺元素结合的？带着诸
多问题，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考古大会》执行总导演高大山、钟宝华。

破破圈了“土土的”考古

B
创新
沉浸式考古体验，密室逃脱的氛围

A
海选
106个候选遗址中仅12个“出道”

有《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文物
类、典籍类节目珠玉在前，《中国考古大会》要

如何独辟蹊径，做出自己的特色？
钟宝华表示，遗址类节目比文物类、典籍类节目更难

做。“经过发现、发掘、提取文物后，大部分遗址都回填
了。我们要想把遗址考古变成一种电视化的综艺表达，需
要采取很多新方式。”

观众对考古感兴趣吗？一期介绍一个遗址的节奏能
否吸引观众？在执行阶段，导演组面临了巨大压力。

高大山坦言，没录完第一期节目前心里没谱：“最初两
期节目的录制时间很长，每期达到 13个小时，方案有 70
页纸左右。我们摸索着推进节目制作，一边录制一边改
良，逐渐清楚了真正应该要的是什么。第三期开始，方案

‘瘦身’至28页以内。”
遗址选择的尘埃落定只是庞大工作量的起点，后面还

有一系列工作：节目分解、书面材料整理、实地调研、与专
家沟通……钟宝华表示，节目组把12个遗址都调研遍了，
他自己也参与了良渚、贾湖和云冈石窟的调研。高大山指
出，考古工作的流程就是每期节目的暗线——每个遗址如
何被发现、被发掘，出土文物如何进行辨别、清理和保护，
文物背后的价值意义，都浓缩在90分钟里，“每期节目就
是一次遗址揭秘，我们就是根据整个考古的发现、发掘、
整理、阐释、保护、传承，这六个工序去做的”。

节目中，探秘空间是节目最大的创新点：考古推广人
走进用XR技术（扩展现实）以及逼真道具营造的沉浸式
环境中，体验遗址发掘的全过程。高大山说：“考古推广
人以观众视角出发进入探秘空间，回溯遗址发现、发掘的
过程，体验发掘时遇到的难题。‘殷墟’一期的甲骨文识
别，‘良渚’一期的悬空操作法……每个遗址中最独特的元
素，都被设计到探秘空间的任务里，更加形象可感。”

探秘空间的文物既要做得逼真，又不能使用真文物，怎
么办？高大山说：“节目组来到博物馆，在不接触文物的前提
下，做了三维扫描建模，1:1制作文物复制品。”他指出，导演
组打造探秘空间时，有意营造了密室逃脱式的紧迫感增加综
艺效果，但也会防止过度娱乐化。“探秘空间类似于真人秀，
这种类型的节目在央视很少，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考古大会》还通过舞蹈和表演再现古时生活图
景。“周口店”一期播出了反映山顶洞人生活的实景舞
蹈；“良渚”一期展示了古玉的雕琢工艺；“海昏侯”一期
根据海昏侯博物馆里复现的场景，借助舞蹈呈现了宫女
准备夜宴的场景。舞毕，两位主人同宾客入场席地而
坐，相视对饮，拉开西汉生活场景介绍的序幕。钟宝华
解释，这对应的是考古的整理、阐释环节，将遗址对应的
生活化场景带到节目中，增强考古可视化。“把表演、舞
蹈等形式加入节目，就是为了科普相对冷门的考古，让
晦涩的知识更通俗、更有趣。”

C 钟宝华表示，《中国考古
大会》包含了三层含义：“这
是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

集中展示的大会；全国考古工作者汇聚
一堂，共襄盛举的大会；全民共享考古成
果，了解考古文化的大会。”这三层含义，
更是指向对考古工作的致敬。

每期节目都设置了“致敬考古人”环
节。良渚遗址的第一发现人施昕更，良
渚贵族大墓发掘者王明达，周口店发掘
工作者贾兰坡、裴文中，一生奉献给贾湖
遗址的张居中……每次致敬，都给节目
添上一份庄重感和厚重感。

回顾节目调研和策划过程中那些考
古工作者的身影，钟宝华记忆犹新：“考
古人长期与遗址为伴，面朝黄土背朝
天。他们可能从高校毕业后就扎根某个
考古遗址，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一件
文物能在整洁明亮的博物馆展出，它经
历过怎样的命运和坎坷？有多少人为它
能重见天日辛勤付出？我们希望通过
《中国考古大会》让观众了解这群默默无
闻的奉献者。”钟宝华也希望，每一位观
众在欣赏文物的同时，不要忘记背后基
层工作者的付出，“传统文化不仅在文物
上、典籍里，还在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
默默无闻的付出中”。

“做这档节目的意义，是要致敬中国
考古百年，但又不止于致敬考古百年。”
钟宝华提到，在文明溯源中让国人找寻
文化自信，是节目最核心的意义，“虽然
中国现代考古学只有一百年的历史，但
我们背后探寻的是近百万年的人类史、
一万年文化史，还有五千多年文明史”。

“周口店”一期，考古推广人郑晓宁
问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我们爷爷的
爷爷是从哪儿来的？”高大山认为，对民
族祖先和文化起源的探寻，是国人的诉

求，“文明探源不仅是考古人的话题，也
是每位中国人的终极话题。我们在节目
中也在尝试寻找答案：我们的祖先是
谁？我们的文化起源于哪里？我们的文
明往前溯源到哪里？为什么是这样？”

高大山认为，将抽象概念具象化是
考古与遗址承载的重要意义。中华五千
年文明不是概念口号，是实打实存在
的。比如良渚遗址，正好符合世界公认
的文明标准。“在良渚遗址，我们可以看
到原始文字符号、玉雕工艺、水利系统，
也看到高等级的社会分工。它的发掘就
证明了五千年前，中华大地已经有相当
了得的文明高度。”

“从汉代的耳杯到今天的酒杯，从青
铜雁鱼灯到各类台灯……走进每处遗址、
每个朝代，我们都能梳理出很多与当下有
关联的东西，且不止于器物、生存方式。”
高大山举例，一如文字和典籍，文明与文
化的变迁往往一脉相承，“中国人今天使
用的方块字，可以在‘贾湖’一期的原始
符号、‘殷墟’一期的甲骨文中找到缩影；
在海昏侯墓里发现的《史记》《诗经》《论
语》，今天依然被我们捧在手中阅读。”

致敬 一代代考古人寻找终极答案

D
传播

有烟火气的专业
考古成功“出圈”了

说到“考古”，你会想到什么？
是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资料，是纪录片里

考古工作者艰苦的发掘工作，还是紧张刺激的大墓探险
影片？不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虚拟空间，考古这一工作
都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中国考古大会》决定要为观众
揭开这层面纱——节目聚焦良渚、贾湖、周口店等12个遗
址，集合30余位考古专家、文化学者，以及12位考古推广
人，带领观众走进演播室打造的遗址“探秘空间”，体验发
掘文物、保护文化遗产的全过程。执行总导演钟宝华介
绍：“我们策划、制作《中国考古大会》，就是希望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

谈及节目命名，执行总导演高大山说：“此前，从来没
有一档呈现考古工作的综艺节目，再加上央视有《中国诗
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地名大会》等节目打造的

‘大会’系列品牌，便将这档新节目命名为《中国考古大
会》。”

节目组最开始的想法是延续“大会”系列的经典答题
模式，但在同中国社科院和国家文物局专家开完会后，放
弃了这一想法。高大山说：“考古性质特殊，我们不明确
究竟要考选手哪方面的知识，总不能考选手不同墓葬该
如何发掘吧？”

2020年 11月，《中国考古大会》策划工作开始。高大
山提到，专家团最初从全国范围内挑选了 106 个考古遗
址，计划用 12 期节目，介绍其中 60 个遗址，每期讲解 5
个。随着策划推进，备选遗址数量不断减少，专家投票决
定将106个遗址缩减为60个，最后改为36个，“我们决定
每期节目用 90 分钟左右的时长，把一个遗址讲透彻就
行”。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留下12个遗址，平衡了中国历
史的时间与空间。钟宝华解读道：“时间选择上，按照整
个考古断代的时间脉络，也兼顾了中华文明的主根脉；地
域选择上，有黄河流域，也有长江流域。”

钟宝华透露，12期遗址虽然有中国历史的大模式框
定脉络，但每一期遗址背后的故事内核不同，“第一期‘良
渚’展现了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第二期‘贾湖’展示了
万年的文化史，第三期‘周口店’展示了百万年的人类
史”。此外，虽然主题为12大遗址，但内容上有很多横向
关联，“讲周口店遗址，也会讲到元谋人等其他古人类遗
址；讲到贾湖遗址的水稻，也会串联到浙江上山遗址”。

“我们想通过这档节目，向观众传递
到底考古‘考’的是什么？去考古遗址和
博物馆看什么文物？这些文物背后，我们
能得到什么？每一期节目的脉络如同讲
给孩子听的故事，简单但不失完整——哪
年哪日，谁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是
什么，发掘之后能够发现什么，原主人是谁
……”在高大山看来，《中国考古大会》需要
起到引领观众认识考古、鉴赏文物的作用，
循序渐进、抽丝剥茧的方式才能引导观众
获取有关信息，让专业性很强的考古附上
烟火气。

如何让考古走进公众视野？为了让观
众收看节目的同时，有参与感和互动感，《中
国考古大会》在宣发层面也下了工夫。正片
中弃用的答题模式，被央视融媒体端采用。
钟宝华介绍，配合每一期节目播出，在央视
频《中国考古大会》账号开展同步答题也是
创新之举：“每期节目在央视频平台相应有
10至 20道题目供网友在线回答，还有幕后
花絮。不过，要把观众从大屏吸引到小屏，
也对激励机制、互动方式等方面提出更高的
要求。”每期节目的故事点、知识点、专家的
金句等，也会以推文、海报等形式在融媒体
端进行传播。

高大山坦言，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对收
视率的期望并不高。但是几期节目下来，收
到的收视率和观众反馈信息大大超过预
期。钟宝华也透露，截至第七期，电视端触
达人次达 3.76 亿，融媒体端触达人次高达
62 亿。其中，“电视端的收视数据显示，节
目不少粉丝是年轻观众，15至 20岁的年轻
观众增幅很大，也有不少中小学生观众在观
看节目”。

“我们让考古知识性、科普性的内容，打
破了受众年龄层相对固定的概念，成功实现
了出圈。”导演组在节目播出阶段不断收集
反馈信息，不少反馈给钟宝华留下深刻印
象，“有一家三代守在电视机前看节目；有家
长化身带教老师，指点萌娃做笔记；有一年
级学生告诉妈妈，这比网课有意思多了；还
有家长问‘会不会出配套的书籍，这样我们
就不用记笔记了’。”除了学生群体和普通观
众，节目也吸引了不少从事文博工作的专业
人士，他们也对节目评价不俗。

做完《中国考古大会》，给钟宝华带来的
最大感触就是扎实做内容是最重要的事。

“虽说考古工作相对小众冷门，但我们在做
项目的时候，并没有刻意讨好特定年龄层观
众或人群。扎实做好节目内容，依靠考古本
身的文化气质，再加上新颖形式的辅助，它
就能出圈。”

海昏侯墓探秘空间

野外考古非常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