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笔者看来，广播剧《开窑啦》是

一部为景德镇立传的作品。3 集的篇

幅里，这部剧巧妙地把瓷都 2000 多年

的冶陶史，1000 多年的官窑史，600 多

年的御窑史，以及千年窑火煅烧出来

的文化自信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一集，刘老师的自行车把听众

带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一处铺

设地下电缆的施工现场，刘老师用身

体挡住了正在掘进的机械，因为他在

挖掘机下暴露的地层中，看到了一条

亮晃晃的条带，那是御瓷的碎片，“是

景 德 镇 的 历 史 ，是 中 国 的 文 化 ”。 于

是，“在地下沉睡了数百年的，厚达 4 米

的瓷片层得见天日”。简洁的叙述，不

仅把景德镇御窑遗址的发现过程及其

价值生动地呈现出来，更是通过高钧

红的不得不离开对景德镇当时的状况

进行了反思。“行业古老，产品古老，经

营者古老，与变幻起伏的市场、层次丰

富的消费需求脱节”，导致千年前的全

球奢侈品成了地摊货；“因工匠精神而

名扬天下，也因工匠精神而自我封闭，

缺少对外界变化的感应”……刘老师

和高钧红都在思考：“景德镇该怎么发

展？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第二集，刘老师的自行车又把听

众带到了几十年后的景德镇御窑博物

馆。国际陶瓷艺术研讨会吸引了海内

外众多的艺术家。带着海捞瓷片来景

德镇复烧的德国教授汉克，感叹景德

镇的神奇，用景德镇的配方、工艺亲自

烧制了印有家族徽章的杯子；一心向

往“景德功夫”的美国青年乔纳森在景

德 镇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理 想 ，成 了“ 勺 子

乔”。还有日本的艺术家阿部旅、法国

的艺术家艾拉以及中国台湾的姑娘陈

星稀等等，他们都如朝圣一般来到这

座城市。多元、包容的景德镇在“与世

界对话”中重新闪耀。

第三集的场景是创意集市。年轻

人在这里交流、碰撞，尽情地展示自己

的才华、表达自己的情感。而“泼泥嘉

年华”仿佛一场大派对……这部“景德

镇传”的调子由沉重而欢快，给听众的

感觉是越来越青春，而这正是景德镇

这座千年瓷都的真实写照。

剧中众多的人物中，刘老师和李

德馨会让听众联想到景德镇陶瓷考古

研究所原所长刘新园和三宝国际陶艺

村 的 创 建 者 李 见 深 。 前 者 以 瓷 为 信

仰，在景德镇这片土地上深耕，用一个

个研究成果、一部部学术著作把世界

的目光吸引过来，让世界重新看见景

德镇。他代表的是一种守护传承的力

量；后者受景德镇的水土滋养，又去往

海外学习、发展，再回到景德镇，他代

表的是一种开放、融汇的力量。

高 钧 红 不 舍 的

“ 出 走 ”和 宋

隐 青 坚 定 的

奔 赴 也

是 剧 中

意 味 深

长 的 安

排 。 作

为 刘 老

师 最 得

意 的 弟

子，面对

20 世 纪

80 年 代

初 瓷 都

古老、封

闭、黯淡

的 状 态 ，高 钧 红

意 识 到“ 一 千 年

前，世界向中国学习，现

在我们也应当向世界学

习”，所以，拜别恩师远赴西方，去看外

面的世界。而宋隐青，伦敦艺术学院

毕业的海归，因为大英博物馆里的中

国瓷和德国麦森公司历史陈列馆的序

言中“瓷器源于中国，我们深深感谢景

德镇”这句话，他对陌生的景德镇充满

敬仰，于是不远万里归来“朝圣”，后来

更是不顾父母反对，留在景德镇当了

一名在创意集市“摆摊”的“景漂”。其

实，无论是高钧红带着对景德镇的爱

“出去看世界”，还是宋隐青朝圣般漂

在景德镇，对于千年瓷都而言都是一

种奔赴。

正是这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奔赴

加在一起，让景德镇焕发出了新的光

彩，让世界听到了景德镇的心跳、看见

了景德镇的美好。

火 神 是 这 部 剧 中 一 个 关 键 的 存

在。500 多年前，他慷慨赴火，以骨作

薪，烧成了绝世大龙缸。500 多年来，

景德镇人一直都崇敬地供奉着这位风

火仙师。他就是景德镇的工匠精神的

代表。而在这部剧中，他不仅以“上帝

的视角”观照着这座城市，回忆着她的

过 往 ，惊 诧 于 她 的 变 化 ，更 是 穿 越 而

来，请小画师宋隐青为自己绘制了一

只山栀子花的瓷枕，完成了夙愿。或

许编导也是在以这样一种安排让风火

仙师与 500 年后的人们一起，分享瓷都

今天的荣光。

因“瓷”而生、因“瓷”而名、因“瓷”

而兴。景德镇的故事里不仅有着“窑

火千年孕育瑰丽陶瓷文化，碧海帆路

远播璀璨中华文明”的辉煌过去，更有

着在守护传承中“活”起来，在融汇创

新中“潮”起来，在开放“对话”中强起

来的精彩当下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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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版本的微短剧
应该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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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土又上头”“直戳爽点”“上瘾了停不下来”……

这些都是微短剧评论区中网友们的留言。在许多网友

心里，几分钟一集、一部上百集的微短剧正逐渐取代电

视剧、综艺节目等影视产品，成为他们钟爱的下饭“电子

榨菜”。

如今，抖音、快手等一众头部短视频平台，纷纷上线

各种题材的微短剧，微短剧已然成了网络视频的新宠。

微短剧题材类型主要集中于霸总甜宠、古装偶像、穿越

复仇、民国悬疑等，广为人知的微短剧有《我在八零年代

当后妈》《裴总每天都想父凭子贵》《哎呀，皇后娘娘来打

工》《风月变》等。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2021 年微短剧全

年 备 案 量 398 部 ，2022 年 2775 部 ，同 比 增 长 近 6 倍 。

2023 年 10 月到 12 月，两月间微短剧备案量达 153 部。

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23-2024 年中国微短剧市场研究

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达 373.9
亿元，同比上升 267.65%。

微短剧迅速爆红，一方面得益于移动媒体的发展，

加快了微短剧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3 月 22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 53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10.67亿人。广大的受众为微

短剧的“出圈”提供了市场基础。另一方面，微短剧的快

节 奏 、强 剧 情 、多 反 转 迎 合 了 当 下 短 视 频 用 户 的“ 口

味”。开端即高潮、有仇当场报、有误会立刻澄清、怒怼

反派恶人等情节让人直呼痛快。熟悉的重生、先婚后

爱、Happy Ending（大团圆式结局），让人获得放松与解

压。一些网友更是开玩笑说看完这些“爽剧”身心都舒

畅许多。

《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是今年开春爆火的微短剧，

讲述了女大学生司念穿越回 20 世纪 80 年代，替恶毒妹

妹嫁给养猪场老板，却发现养猪场老板并非他人口中所

说的“中年离异男”，而是个有钱又有颜的美男子。司念

一改往日电视剧中受尽委屈、忍气吞声的女主人设。面

对心怀恶意的亲戚、保姆时，主打一个“从不惯着”，女主

上一秒受气，下一秒立刻还击，绝不拖泥带水。相比长

篇电视剧复仇之路的漫长和崎岖，微短剧里的复仇“简

单粗暴”，成功击中观众的笑穴。

观看微短剧为何“爽”？有网友表示，剧情不拖拉，

不搞神秘悬疑，不搞残酷虐恋，这些都是微短剧的“法

宝”。上一集产生的阴谋、爆发的矛盾，下一集立马解

决。更重要的是，微短剧还充分满足了观众对甜蜜爱

情、事业有成、财富自由、走上人生巅峰等此类主角光环

的想象，能够精准地吸引观众代入，快乐到根本停不下

来。在最近播出的综艺节目《无限超越班》中，演员宁静

就说自己是付费短剧追剧者，“真的很上头”“看着看着

就顺眼了”；导演尔冬升也调侃横店已经变成“竖店”。

体量短小精悍也是微短剧吸粉众多的另一个原

因。2020 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网络影视剧中微

短剧内容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微短剧定义为单集

时长 10 分钟以内的网络影视剧。在生活快节奏的今

天，微短剧牢牢占据了观众的碎片化时间。低时间成

本、剧情无脑且上头、演员高颜值，这些“魔法药水”给观

众营造了一个个白日梦。在这个白日梦里，压力、贫穷、

苦难、悲伤都得到了暂时的慰藉。

然而，微短剧能否持续给观众带来“爽感”？

在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流量风口下，微短剧呈现出井

喷式发展。这的确给网络文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

和方向，然而，一系列问题也随之出现：质量参差不齐、

题材高度集中、类型风格固化、精品少之又少、收费乱象

频生……

有网友评论“一直爽到底的短剧消解了注意力，让

人没办法静下心看一些长文”，有学者指出“粗制滥造的

微短剧会给观众带来不好的审美体验和习惯”，还有专

家认为“‘爽剧’消解了很多生命体验”。人是各种社会

关系的总和，在与他人的长期交往中，慢慢磋磨出很多

真实而复杂的情感：亲情、友情、爱情……与此相比，微

短剧中“简单粗暴”的情感方式，就显得非常浅薄和苍

白。“当年轻观众持续不断地被‘爽’的感受包围，又在算

法的不断推荐中强化这种感受，人可能很难感知到真实

的生命体验，能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神经末梢的快感而

已。”

微短剧归根结底也是文艺作品，“土味”不代表微短

剧不可以高雅，“爽感”也并不意味着微短剧不能有深

度。不断探索新的边界与可能，微短剧也可以做到品质

与市场齐飞。

客观而言，当一个新生文艺类型走过初创时的懵懂

与野蛮，精品化便是其接下来的必由之路。当微短剧不

再仅限于以“爽点”为“卖点”，而是以多姿多彩的光影世

界，来呈现人类的复杂情感：感动、思念、热血、难过、苦

楚、辛酸……那微短剧，也许会迎来发展的 2.0时代。

2024 年 1 月，国家广电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

行”创作计划通知。计划中提到，微短剧是一种新兴的

非 常 活 跃 的 文 艺 形

式，对于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文化需求具有

独特优势。在多方共

同努力下，相信微短

剧能够接住这泼天的

流量，朝着“微而精”

的方向健康发展。

3月17日，4集广播剧《禾下乘凉梦》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播出。“你

用一生去辛勤耕耘，你用一生去努力圆

梦。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要让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主题曲

旋律悠扬，一个个音符跃入稻田。稻

穗饱满、稻香馥郁，那个亲切的身影，

从田野深处走来。

广播剧《禾下乘凉梦》根据“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院士的事迹改编而来。该剧并未沿

用以往传记式作品常用的线性叙事手

法，以全知型视角来回溯袁老孜孜求

索的一生，而是从中截取了最重要的

几个人生横断面加以重点展示，将梦

想与种子关联起来，并利用强烈的戏

剧冲突，环环相扣地推进剧情向纵深

发展。

“我叫袁隆平，江西德安人，在德

安城祖父修建的颐园里面，有我无忧

无 虑 的 童 年 ……”广 播 剧《禾 下 乘 凉

梦》以袁老的童年回忆开篇，以袁老暮

年回到故土又见稻田丰收结尾，首尾

呼应，入情入理，诗意地向听众讲述了

一个赤子逐梦田野的故事。

塑造典型人物，要知其然，更要知

其所以然。是什么鼓舞着、支撑着这

个来自德安的少年“心在最高处，根在

最深处”，把一生献给脚下的土地？纵

观全剧，明晰流畅的故事线里，如羚羊

挂角、水中着盐般，了无痕迹又循序渐

进地嵌入了 3 个约定，以此构建人物行

为动机，并串联剧情、升华主题。

德安袁家颐园，父亲带回的天津

小站米因为“品种好，种子好”，煮出来

的米饭特别香。母亲叮嘱小袁隆平：

“二毛啊，人也要像种子那样，破土而

出，吸收阳光雨露，抵御风雪冰霜，才

能成为有用之才。”

“ 这 个 我 晓 得 ，我 要 做 一 粒 好 种

子。”

与母亲的约定，就像一粒种子，在

袁隆平的心中慢慢发芽、成长。得益

于母亲的英语启蒙和谆谆教诲，袁隆

平从小就能阅读英语文献，接触到了

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在颠沛流离中，

从北平到德安，从桃源到重庆，袁隆平

获 得 了 在 大 江 大 河 中 自 由 遨 游 的 胆

识。

剧尾，袁隆平与母亲心灵对话。

“ 二 毛 ，你 种 的 稻 ，做 米 饭 真 香

啊！”

“ 稻 子 熟 了 ，妈 妈 ，您 能 闻 到 吗 ？

我仿佛看见，您走过稻浪的背影。稻

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

子在阳光中噼啪作响，水田在夕晒下

泛出橙黄的颜色。这些都是儿子要跟

您说的话，哎呀，说不完的话……”

母亲对儿子的殷殷寄望，儿子对

母亲的深深眷念，言语朴实真挚，感染

着每个听众。人们都说，袁隆平用一

粒种子改变了世界。而他却说：“这粒

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一年年春华秋实，报国为民，让地

里多一分收成，是科学家袁隆平与田

野的约定。

受母亲影响，袁隆平报考了农学

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安江农校，课

堂上他是农民的老师，不上课时他与

农民一起劳作。从纸上理论到田里的

累累稻穗，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注

定了是一条艰辛之路：7 月酷暑，在试

验田里数穗子，作标记；从几十万株正

在扬花的稻穗中，寻找雄性不育株；辛

苦繁育到第三代的雄性不育株共 60 多

个盆盆罐罐被人砸烂，幸好妻子偷偷

藏下了几盆；试验田里的秧苗被不理

解的群众拔掉了，他毫不犹豫地跳下

井捞出 5 根秧苗；育种的路子总是跳不

出 栽 培 稻 ，亲 缘 关 系 太 近 ，产 量 上 不

去，袁隆平决定“换一条路”，去海南找

野生稻……

袁 隆 平 不 顾 性 命 地 在 地 震 废 墟

中徒手去扒催芽的浸种小布袋，他还

要 在 操 场 上 搭 个 窝 棚 ，守 着 试 验 田 。

看到这些，云南元江县农技站党支部

书记老周困惑了：“老袁啊，现在都说

‘ 挖 地 不 用 量 角 器 ，种 田 不 用 ABC’，

你 何 苦 舍 了 命 地 去 搞 你 的 那 个 杂 交

水稻？”

百姓饥寒交迫逃荒要饭，帝国主

义的飞机狂轰滥炸，过往的亲身经历

让 袁 老 感 到 心 痛 ：“ 要 想 不 受 别 人 欺

侮，中国就必须强大。我搞杂交稻的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百姓碗里多一口

饭嘞，地里多一分收成。”1982 年秋，菲

律宾，国际水稻学术报告会上，业界称

袁隆平为“杂交水稻之父”。他上台深

深鞠躬，再次道出了这句质朴而分量

千斤的话：“让老百姓碗里多一口饭，

地里多一分收成。”

有天，妻子递给袁老一本美国经

济学家布朗写的《谁来养活中国》。布

朗预测，21 世纪初中国可能从国外进

口大量粮食，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没

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而这本

书的封面，有个大大的问号：未来谁来

养活中国人？

袁 隆 平 笑 了 笑 ：“ 我 给 他 一 个 答

案。”

粮食安全是永恒的全球性问题，

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要保障，

关 乎 国 家 政 治 安 全 与 经 济 安 全 。“ 中

国 十 多 亿 人 口 ，多 一 点 粮 食 不 怕 ，但

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

刻 ，一 粒 小 小 的 粮 食 会 绊 倒 一 个 国

家 。”袁老心怀天下 ，从亩产 300 公斤

到 500 公斤，再到 700 公斤、900 公斤，

杂 交 水 稻 成 功 解 决 了 中 国 人 民 的 吃

饭问题，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的手中。

杂交水稻诞生在中国，但属于全

人类。攻坚克难，推出理想株型杂交

稻，进一步提高杂交稻产能，并将关键

技 术 推 广 到 全 世 界 ，造 福 全 人 类 ，是

“杂交水稻之父”与世界的约定。

“ 搞 科 研 如 同 跳 高 ，跳 过 了 一 个

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要是

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

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又

算 得 了 什 么 ？”20 世 纪 末 ，快 70 岁 的

袁老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稻”育

种计划并组织实施。2011 年，81 岁的

袁 老 带 着 研 究 生 下 田 ，顶 着 太 阳 ，趟

着 泥 水 ，看 稻 子 倒 不 倒 伏 ，看 哪 些 品

种经得起大风，他还骑坏了八九部摩

托车。有德安老乡来看望自己，袁老

鼓 励 大 家 ，超 级 稻 实 现 亩 产 900 公 斤

的 第 三 期 目 标 后 ，接 下 来 是 第 四 期

1000 公斤……

一年又一年，在袁老的家乡德安，

千亩超级稻田绿了黄，迎来丰收。“我

梦见试验田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

高了，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

米那么大。我高兴的呢，跟同事们就

坐在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稻穗

在风中摇荡，小提琴声和着虫鸣鸟叫，

金灿灿的稻田里，一个梦正馥郁飘香。

开开出一窑守护传承出一窑守护传承、、融汇创新融汇创新、、
开放包容的景德瓷开放包容的景德瓷

——听广播剧《开窑啦》
□ 李滇敏

稻香里的约定稻香里的约定
———听—听广播剧广播剧《《禾下乘凉梦禾下乘凉梦》》

□□ 万芸芸万芸芸

特 别策划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