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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出品的纪录片《行进中的

中国》第二季用平凡中国人的故事，

展现中国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在海

外收获了亮眼的收视。”Discovery探

索传媒集团大中华区副总编辑张元

昨天在纪录片《行进中的中国》第二

季研讨会上说。

《行进中的中国》第二季通过

英国导演罗飞的观察和采访，跨越

中国大江南北，聚焦中国制度、经

济、科创、生态、民生五大主题，讲述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政府、人民、企

业和社会各界如何应对各种难题和

考验。节目英文版自9月11日正式

登陆探索（Discovery）平台众多主要

国家和地区的周末黄金时段以来，5

集整体首播收视率超过节目播出前

四周时段平均收视率70.6%，重播

收视率超过节目播出前四周时段

平均收视率103.75%。

总导演陈亦楠表示，在创作阶

段，节目组的目标就是不回避问题，

直面质疑和挑战，主动回应国际关

切，并选取上海经验、中国方案，向

世界展示中国答卷。为了找到海

外受众最感兴趣的中国议题和中

国故事，节目组与平台方反复沟

通，不断调整叙事角度。比如在讲

述有关中国经济双循环的新发展

格局故事时，Discovery方面就建议

节目组把中老铁路和上海号中欧班

列的故事放在这一集的开篇，这样

更能吸引外国观众，拉近距离。

此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唐俊认为，

英国导演罗飞参与拍摄，意味着《行进中的中

国》第二季拥有了更为拓展的海外知华友华“朋

友圈”，视角更为多元。 本报记者 吴翔

10月15日起，大型系列专题片《大先

生》将在上海教育电视台首播。《大先生》记

录了人民教育家于漪的为学、为事、为人之

道，通过影视再现于漪教育实践的成就和

影响。

教学生涯超过60年的于漪老师，如今已

是耄耋之年，但依然活跃在语文教学改革的

第一线，坚守“在讲台上用生命唱歌”；她深爱

着学生，痴迷着语文教学。“我做了一辈子教

师，但一辈子还在学做教师！”

《大先生》由上海教育电视台打造，经过

一年多的筹备和拍摄，节目组录制了大量宝

贵的口述素材。于漪先后接受了节目组7次

登门专访，从幼年时期家庭遭遇，到青少年

时期在战乱中艰苦求学的经历，一直到新中

国成立后站上心仪的讲台，改革开放后又投

入到学校建设和课程改革之中，以及直到今

天都孜孜不倦地投身教育研究工作……于漪

事无巨细，向镜头敞开了她的记忆宝库。与

此同时，节目组还通过走访京、沪、苏、浙等地

的师生、亲友20余人，采制30小时珍贵口述

资料，整理50余年珍贵影像资料，真实再现

“人民教育家”于漪的世纪人生，全方位还原

这位“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

该片采用4K高清拍摄，以于漪的生活

经历、教学实践、学术思想为访问脉络，以人

物传记的形式，共分为“教文育人”“心怀家

国”“红烛微光”“赓续师范”四集，在对其人

生历程的梳理中，展现其学术理论、思想境

界的闪光点，勾勒出她教育观、人生观逐层

推进的完整轨迹。第一集“教文育人”聚焦

了于漪的语文课堂，从启发式、互动式的教

学模式到“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教育思

想，于漪始终从“人”的核心角度出发，不断

思考怎样“一辈子做老师，一辈子学做老

师”。第二集“心怀家国”则讲述了于漪童年

的苦难和在镇江中学与复旦大学的求学经

历，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文化底蕴形成了于漪

教育人生的鲜明特质。在第三集“红烛微

光”中，不仅生动讲述了于漪爱生如子的故

事，更看到了“教师”二字对于于漪一家来

说，早已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薪火相传的

事业和传承不息的家风。第四集“赓续师

范”用细腻的笔触深情展现了于漪在培养青

年教师上投入的大量精力，从担任上海市第

二师范学校校长，提出“两代师表一起抓”到

成立上海教师学研究会，尽管年事已高，但

仍然在为“名师基地”工作殚精竭虑。她说：

“虽然很累，但自己有限的经验能在别人身

上开花结果，这就是一种幸福。”

以《大先生》的拍摄和制作为契机，上海

教育电视台还整理了于漪老师相关视频媒

资逾千分钟，并择其优者在《大先生》中加

以呈现。该片将于10月15日、17日、18日、

19日21：10在上海教育电视台首播。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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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片《大先生》再现“人民教育家”于漪世纪人生

在讲台上用生命唱歌

带你读懂“宅兹中国”大展
“上博讲坛”第三季第三期开讲

正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宅兹中国——河

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吸引许多观众慕名而

来。如何透过一件件展出的文物，循着历史的

脉络，找到中华文明的起源、特征以及绵延千年

的原因？昨天，上海博物馆与新民晚报联合打

造的公益文化品牌——“上博讲坛”第三季第三

讲开讲，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胡嘉

麟作为主讲人，在“上海时刻”视频号、“上海博

物馆”视频号等平台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直播，带

领观众读懂“宅兹中国”，收获了接近2万人次观

看，超1万次点赞。

胡嘉麟带着线上观众走进上海博物馆的展

厅，解读“宅兹中国”：“这四个字最早发现于西

周青铜器何尊上，代表‘我在天下之中建都，来

统治人民’。‘中国’最早是一个地理方位的名

词，后来才演变成现在国家、疆域的概念。”

胡嘉麟来到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夏代早

期青铜鬶形器残片前，将这件展品作为夏代展

品中的代表。这片看似不起眼的青铜残片，证

明了夏代早期，夏人就已拥有铸造青铜器的能

力，也侧面佐证了当时已经出现足以号令天下

的王都，吸引周围文化到此聚集。

再往里走，商代展品中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让人眼前一亮。商人敬鬼祀神，以酒祭祀。而

青铜器作为祭祀的器物，也成了国力、王权的象

征。从河南商城遗址，也是商代早期王都所在

地出土的兽面纹方鼎展现了都城的重要地位。

商代晚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出土

于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商代晚期妇好鸮尊（见右

图），集圆雕浮雕平雕于一体，通体不留白，展现

了极高的铸造技艺。

商人爱饮酒，许多青铜器都是以酒器形式

出现。胡嘉麟介绍：“有文献记载，商王朝灭亡

的原因之一就是饮酒过度。因此周替代商之后

引以为鉴，礼制从重酒转为了重食，形成鼎与簋

组合的列鼎制度。”他带大家参观了一套河南新

郑郑国祭祀遗址的九鼎八簋的完整列鼎，是当

时周代国君祭祀用品。“周人的吃穿用度根据身

份等级严格划分。天子是九鼎八簋，诸侯是七

鼎六簋。只有天子和诸侯能用牛、羊、豕三牲的

太牢礼祭祀；卿、大夫只能用少牢礼，即不能用

牛肉。这种礼制思想和文化，有利于当时的统

治，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

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上海博物馆馆藏

的商鞅方升（见下图）。作为“何以中国”文物考

古大展系列展的首个展览，此次展览选择聚焦

于夏商周三代，而来自战国晚期的商鞅方升，则

“剧透”了系列展览接下来的主题。胡嘉麟介

绍：“这件展品，预示着夏商周三代统治的结束、

秦大一统时代的开启。”秦为何能从一个小小的

诸侯国统一天下，正是由于其政治制

度、法令的延续性。这对

国家的强盛是必不可少

的根基，也揭示了中华文

明绵延千年的原因之一。

本报记者 吴旭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