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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微短剧火了。青春、
励志、爱情、职场等多种题
材，形成了以轻松喜剧、奇
幻穿越剧、热点话题剧为主
的多种类型。这类剧目一集
在两分钟到十分钟之间，制
作成本低、内容轻量化、传播
分众化，被有需求的人群精
准接收，是继网络剧、网络电
影、网络动画片后官方认可的
第四种网络影视作品形态。人
们对短剧的喜爱程度颇高，成
为手机一族追剧的另一种形
态。各大视频平台和众多制作
公司纷纷开启了短剧赛道布
局，以搭建IP 开发的桥梁，鼓
励原创故事，全面加速短剧的
精品化、规模化。

用微短剧讲历史文化故
事，要求“突出结构管理”。为
引导网络微短剧规范有序发
展，2022 年 12 月，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网络微短剧管理，实施
创作提升计划有关工作的通
知》，将“网络微短剧”纳入监
管范围，并对其内容审核办法
提出了明确规定。要求按照

“丰富题材、优化结构、提高质
量、压缩数量”的思路，统筹考
虑各类网络视听节目在各平
台和全平台所占比例和呈现
形式，坚决防止问题作品上
线，避免同类题材内容扎堆，
以此提升微短剧的质量和微
短剧节目的美誉度。

用微短剧讲历史文化故
事，要坚持精品意识。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网络微短剧的
创作已经涵盖生活的各个方
面，各种历史文化类的微短
剧，也被演绎得风生水起。虽
然说这几年的微短剧质量已
经逐渐从粗糙走向精良，但是

在内容题材上，依然要严防历
史虚无主义的创作倾向，深入
落实深化文娱领域综合治理
的要求，把健康、严谨、有趣的
历史文化故事，通过轻松、美
好的形式，展现在手机用户面
前，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红色革命文化、当代先进
文化等，不能粗制滥造，要摒
弃短剧情节套路化、表演和制
作粗糙化等现象，不断寻求突
破，始终以精品意识为市场输
入有活力、有新意的微短剧。
如广州市团校出品的《青春志
百年——跨越时空的青春对
话》系列网络微短剧一共 21
集，通过讲述当代优秀青年传
承初心使命的动人故事，号召
新时代青年奋进新征程。让历

史人物“接地气”，更具“生命
力”，更契合年轻人喜欢的风
格，用“稳中带皮”的方式突出
历史人物的“烟火气”。

用微短剧讲历史文化故
事，一定要坚持“内容为王”。
历史文化故事，受不同年龄阶
段的人们喜爱，在观看的同时
还能学习知识，提高认知水
平，是微短剧创作的蓝海市
场。在手机用户对各类微短剧
需求量旺盛、从业人员创作热
情高涨的情况下，一定要注重
壮大历史文化正能量微短剧
的供给，鼓励创作更多激励人
们积极向上的人物和故事，同
时也要注重放低视角，细致入
微地体察不同人群的真实生
活，用真情实感慰藉人心。

近 几 年 来，“ 老 六 ”“ 海
王”“giaogiao”等词语成了网络
流行语，随便点开几个视频，评
论区、弹幕里都能找到这些词，
甚至许多中小学生的日常用
语里也充斥着这些词语。宝鸡
的很多家长说，现在都听不懂
自家孩子在说什么，张口就是

“你这个老六”等等，让他们深
感郁闷。许多年轻人却表示，这
些词是“梗”，大家把使用这些
词叫作“玩梗”。一时之间，“玩
梗”成了年轻人群体的一种特
殊“暗号”，看不懂“梗”的人就
被大家的玩乐排除在外。

这些现象，让笔者也不免

陷入思考 ：“梗”究竟有什么
吸引力，让这么多人热衷于模
仿？“玩梗”真的是一种值得
倡导的新语言形态吗？

其实，“梗”本身并非互联
网的特产，之前的“宫廷玉液
酒，一百八一杯”，和“忽悠，接
着忽悠”，这些被人们津津乐道
的语句，也是一种热“梗”，每当
遇到类似的场景时，大家会不
约而同地想起这些有趣的调
侃，并应用在自己的语言之中，
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否认，
一些兼具创造性和趣味性，还
能概括某类现象的词句，让我
们的语言变得愈发丰富和独

具特色，是一种文化的创新。而
近年流行起的热“梗”，大多出
自于短视频和“网红”的口中，
因为吸引眼球而被大众记住。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梗”，本身
既没有丰富的语言背景，也没
有代表性的内涵，甚至包含着
消极情绪的发泄，以及低俗趣
味。这些“梗”随着网络和短视
频迅速传播，一些年轻人出于
从众心理，许多缺乏分辨能力
的孩子也跟着模仿，不分场合
地乱“玩梗”，甚至在一些严肃
场合“玩梗”，对网络风气造成
了不良影响，影响了许多未成
年人和青年人的正确认知，也

严重干扰到汉语本身的内涵。
如何引导网络热“梗”良

性发展，让网络文化成为汉语
健康发展的助推力量？这还
需平台方的介入和管理。许多
本身就出自于劣迹“网红”的

“梗”，应当被各大网络平台封
禁 ；而专门为青少年设置的平
台模式，更应该对这些语言有
所筛查，避免未成年人接触这
些内涵低俗的词语 ；对于一些
利用低俗“梗”博取流量和观众
的“网红”群体，也应该加以惩
戒和限制播放。不仅如此，作为
网络的使用群体，网民们也应
该自觉提高语言修养，脱离低
级趣味，从先进的、经典的文化
产品中汲取营养，增强鉴别能
力，主动创新创造“梗”，挖掘汉
语言的魅力，而非一味地盲目
跟风，把低俗当流行，追捧简单
的感官刺激。

陈仓杂谈

珍贵拓片里的

透过一盏暖灯下的一幅

白布，欣赏一位匠人摆弄着

一张张皮影，伴随着鼓乐唱

腔，一段精彩的表演正在进

行……这就是过去十分受欢

迎的民间娱乐活动皮影戏，宝

鸡人俗称其“灯影戏”。

戏虽好看，皮影制作却不

容易。3 月 7 日，记者采访到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氏西

府皮影雕刻技艺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刘军虎，听他讲述自家

祖辈制作皮影与皮影拓片中

的传承故事。

“这些拓片是父亲留给我

们的，也是皮影制作不可或缺

的蓝本。”今年53岁的刘军虎

出生于凤翔虢王镇万丰村，自

他记事起，父亲刘改成就在制

作皮影。刘军虎边介绍，边轻轻

取出数十张拓片，一一摆开。记

者看到，拓片上的人物线条流

畅、造型夸张、各具特色。有的

尖嘴长鼻，有的怒目圆睁，有的

龙头马面……“皮影戏表演一

般以神话传说为主，所以人物

造型就非常夸张，各种神仙鸟

兽都经想象加工后创作成拓

片。”刘军虎说，绘画拓片需要

有一定的美术功底，家里留下

的拓片都是父亲年轻时跟着爷

爷学画的，现在父亲去世了，他

把拓片全部珍藏起来，只有在

需要的时候才会小心取出。

刘军虎告诉记者，他家祖

上几辈人都是制作皮影的，且

个个都是“老戏骨”，尤其是父

亲，不仅会制作皮影，还精于

表演，唱戏、拉二胡、扬琴演奏

样样精通，是村上有名的“艺

术家”。刘军虎初中毕业后，就

开始正式跟随父亲学习皮影

制作，他不善表演，就一门心

思研究制作技艺。

“每天早上 6 点，父亲就

喊我起来，泡牛皮、磨刻刀、画

造型……直累得腰酸腿疼。”

刘军虎说，皮影所有道具全部

要手工制作，主要选用上等的

牛皮，经过泡、刮、铲等工序，

制成半透明的皮子，放在拓片

上画出人物或动物，用剪刀裁

切，再经打磨、雕刻、着色、缝

制等，确定头部、手臂等主要

关节能够灵活运动后，再连接

上可供操作的小木杆，一个完

整的皮影才算做成。一般一套

皮影制作下来，最快要 10 天，

多则一个多月时间。

“年轻时制作皮影让我疲

惫不堪，有一次打退堂鼓，背

着行李外出打工，最后还是我

父亲把我寻回了家。”刘军虎

说，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要好好学一门手艺，以后就不

怕饿肚子。“那时候还没有非

遗传承的概念，但是祖上都是

做皮影的，我就想，也不能让

皮影到我这一辈就失传了，所

以，自己就咬紧牙关，继续沉

下心来学技术。”

刘军虎的作品曾参与中

国文物学会主办的“中国首届

文物仿制品暨民间工艺品展”，

作品《皮影——藩王靠子》还荣

登国家邮政总局发行的个性

化邮票。如今，刘军虎和他的大

哥还在皮影制作方面深耕细

作，而他年轻的侄子刘超也加

入了非遗传承的行列。

采访结束前，刘军虎感

慨道 ：“皮影是一个时代文

化发展的见证，而这些拓片

也是我们祖辈技艺传承的坚

守，现在，对皮影感兴趣的青

少年越来越多，我有责任把

这门老手艺认认真真、一代

一代传下去。”

传
家
宝

寻找

微短剧创作要有精品意识
晓燕 “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

山。”渭河、雍河、横水河及沿

北山一带有新石器时代的遗

址大约 19处，那是勤勤恳恳

的先民劳作的地方。起先，我

曾惊叹于这个地方的盛世威

严，却不知它在哪里，究竟是

以怎样的风度面见世人。所

幸西岐和我颇有缘分，踏着

沉重而神秘的脚步，我耸耸

肩，走进了这个属于一切人

类的文化遗址，去寻访我心

目中的巍巍岐山。

如今我寻访岐山的时候，

是以温柔的姿态还是以残忍

的姿态，我始终拿捏不准，因

为所有的文明都是从地下挖

掘而来，等光照土层之日，便

为我们的历史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为此我们需要考古

者“温柔般的残忍”才能让古

代先贤的光透射出来，再添注

于历史的花名册。这样，我们

才能寻得见根、附得住魂。周

人的首领古公亶父有如猛兽

般的毅力，亲率族人迁都至

此，他们开始修筑城郭，围墙

加院，作为都邑之用。之后的

延续，成为一段沉重而不可回

忆的故事，西戎的入侵和破

坏，他们是宫城外的野兽和残

暴者，将一切都化作断壁残

垣。可我们似乎能嗅到一点倔

强气息，古公亶父跋山涉水，

举族迁徙，才找到这个好地

方，教人或是休养生息。古公

亶父、王季、文王三代文治精

湛，国力日强，遂成为强大的

诸侯国，让人不禁感慨万千。

这就是周原遗址的历

史，同样，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历史。

一批精美的陶品虽有些

破碎，可事实证明，作坊的建

立那是最真实可信的。要说故

事，物品背后的故事最为精

妙。庄白窖藏、董家窖藏、齐家

窖藏、甲骨卜辞、青

铜马车、西周第一 

“豪车”的背后都会

让人整夜辗转反

侧。我、物、周原遗址，此刻已

经有了关系，陌生之余有些熟

悉，哀伤之余有些惊喜。

这些精美的文物、最周原

的文化遗址，无论何时、不论

何地都将成为周文化的核心。

西岐是周文化的发祥地，

周文王姬昌是西周的奠基者，

他手里的西周刚刚兴起，我想

战战兢兢是家常便饭，即便如

此，也依然掩盖不住他从心底

发出的冲天豪气。周武王卓越

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让他毫无

疑问成了一代明君。

寻访西岐的文化遗址，

了解西岐的历史人物，这些

都只是西岐文化的一角。寻

访西岐的最后一站，我要饱

尝西岐的美食，让西岐的故

事流经我的五脏六腑，再渗

透骨髓，成为文化的基因，陪

伴我的一生。武王灭商后，姜

子牙拜相封神，这是电视剧

《封神榜》当中的故事。出于

对醋的偏爱，姜子牙将醋坛

神这个神位留给了自己，于

是岐山醋名声大增。乡村四

处醋味飘香，入口绵酸，搭配

一些酸汤面最是地道。还有

岐山擀面皮，薄、筋、光，让人

欲罢不能。返回时，我激动又

遗憾，因为西岐的故事我只

探寻了万分、千分之一，连美

食都不能一一品尝，肚子有

限，我的世界也总是有限的。

走在回家的小道上，我特

意寻了一片无人的小麦地。在

这里，我要呐喊，要让西岐讲故

事给我听，以后我站在秦岭，翻

越秦岭，重回秦岭时再一一讲

述给那些痴迷于历史文明的

大人小孩，好让他们知道，这里

不仅是武王伐纣、周公吐哺历

史典故的来源地，还曾是一个

人杰地灵的千古圣地。

寻访西岐，敬仰西岐，也

祝福西岐。

陈仓荟萃

寻访西岐
俱新超

对网络烂梗说不
陈思源

本报记者 罗琴 皮影技艺传承

刘军虎正在制作皮影

闲情逸致
休闲文化，古人云:“文

武之道，一张一弛。”工作和

娱乐，劳动和闲情从来是融

合在一起的。劳动创造了财

富，休闲使人们享用财富，劳

动和休闲共同构成了人生。

休闲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之上

的，就是说有了“柴米油盐酱

醋茶”，才能去投入“琴棋书

画诗酒花”的闲情逸致中去。

有闲暇时间，才能产生闲暇

的情感、情景、情致。休闲不

应是荒废光阴、无所事事的

懒散或有伤风雅的奢闲，而

应是“忙里有闲”，寻找安乐、

悠然、愉悦、洒脱的生活情

趣。从古至今，无论是文人雅

士还是市井平民，都在追寻

着休闲的生活方式，久而久

之成为习俗，成为一种生活

情趣，即“休闲文化”。由于市

民文化层次不同，而休闲方

式的闲情品味各有不同。

听曲
西府较为有名的曲子班

社很多,如千阳南寨的齐家班

“灯盏头碗碗腔”、眉县城关下

河寨道情班、眉县孙家塬的“孙

家塬曲子班”、阳平姜马道情

班、益门杨振南创办的“杨家风

搅雪班”、岐山马江的曲子班、

宝鸡县兴儒巷曲子班等。仅宝

鸡县城(今宝鸡市金台、渭滨

区)就有福临堡、东街、南街、

上马营、谭家村等十多家曲子

班社。这些曲子班不仅在民间

庙会时、在城内大街上，搭棚

设点斗台对唱通宵达旦，也活

动于红白喜事之间，平时逢暑

夏纳凉或节庆均演出。此外，陇

海铁路通达宝鸡后，河滩勾栏

瓦市的形成，便产生了外地曲

子的曲艺茶社，有河南坠子、洛

阳曲子、京韵大鼓、山东柳琴、

山东评书、快书、相声等曲艺种

类。听众一边品茶，一边听唱，

从中寻得艺术享受，品味人生

乐趣。

看唱
看唱就是看戏听唱。戏或

称“戏剧”“戏曲”,它是以故

事为基础,以演员的表演为

中心，由多种艺术成分有机结

合而成的综合艺术。传统的戏

剧形式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

到秦汉的乐舞和百戏。经唐宋

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剧，形成

完整的舞台艺术体系。戏文以

韵文或散文为主，故事情节完

整的戏本分“折”或“出”，音乐

体系有“联曲体”和“板腔体”。

西府主要剧种是秦腔，外地

传入的剧种有豫剧、京剧、蒲

剧等。演出场所戏楼遍布城

乡，有“城隍庙对戏楼，对着

哩”的俗语。或“春祈秋报”,

或庙会、年节,或勾栏剧社或

日常娱乐,或大戏或小戏，总

要演戏。

由于戏曲具有大众消闲

的品性，观赏和品味戏曲成为

人们的一种休闲方式。在看

戏和听戏间增加生活情趣，

在“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

百万雄兵”中，领略世态炎凉。

从唱腔中的曲牌、板式，道折

中的散白、韵白,从做功中的

身段、功架,从武打中的各种

套路里面获得美的享受。一些

老戏迷走进戏院，常常是微合

双目，随戏中表演摇头晃脑，

手击椅靠，如醉如痴，用心去

“听”而非“看”。他们在听中品

味，获得无穷乐趣。

（摘自《宝鸡民俗集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