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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翔）大型系列纪录
片《何以中国》明晚7时30分在东方卫视

开播。《何以中国》以百年中国考古丰硕

成果为依托，开启万年时光旅程，呈现了

一幅宏大、深邃又生动的时代文化画卷。

《何以中国》纪录片共分8集，《秦

汉》《摇篮》《星斗》《古国》《择中》《殷商》

《家国》《天下》。从秦汉王朝溯源至旧、

新石器时代之交，见证中华大地的先民

走向农业定居，组成家庭和社会，建立早

期信仰与文化审美，形成区域古国和早

期文明，开启夏商周的王朝时代，直至秦

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历程。

该片总导演干超介绍，纪录片以大量的

考古成果和文物组合，通过影视化叙事，

描绘更为具体且有温度的先人所处时代

的社会面貌。制作团队表示，片中从礼

器的摆放形态、家具陈列到服饰造型，甚

至一句解说词、一个一闪而过的镜头，背

后都有考古依据。为反映先民定居生活

的面貌，主创团队搭建了一座“何以村”，

建造了北方村落的半地穴式房屋群和南

方湿热地带的干栏式建筑。

该片由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委宣传

部指导、上海市文物局支持、SMG倾力

打造、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中心和

百视TV联合出品。幕后学术团队都是

来自“国家队”——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

明任总顾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秦岭担任学术总制片人，实现了秦汉

考古、夏商周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

的专家集结。该片的主题曲由音乐人罗

大佑创作，创作时融入了来自大自然的

美妙音律与和弦，让旋律回荡中华历史

的灿烂星空中。

在年轻人聚

集的哔哩哔哩网

站上，许多网友

并不认识演员袁

弘，却因为他做

的一档艺术节目

《阿特脑壳》，声

称发现了一位宝

藏博主。评论区里的留言也让人忍俊不禁：

“博主长得好像袁弘啊！”演员之外，袁弘最近

拥有了自媒体博主的新身份——一位敲开艺

术家房门的来访者，他计划走近100位青年艺

术家，将他们的故事和作品分享给大众。

在最近更新的一期视频中，袁弘分享了

德国艺术家韦克特拖着99部手机在街道中行

走的行为艺术，经过之处造成了手机地图上

的严重拥堵现象。“大数据带来效率和进步的

同时，也掩盖了一些真相。”袁弘感到一种心

心相印的巧合。由他主演的电影《热搜》正在

上映中，讲述的便是媒体人在寻找事实真相

的过程中，裹挟进一连串不断反转的热搜事

件，同样引人思考，人啊，需要警惕被算法绑

架后成了另一种“盲人”。

《热搜》中，袁弘饰演一个热搜榜的幕后操

纵者岳鹏。两年前，正是袁弘在海边拍摄的一

组照片，让导演忻钰坤看到了他隐藏的另一

面。戴着金丝眼镜、身着套装的岳鹏，眼神透

着凌厉与狠劲儿。岳鹏的道德感模糊，信奉的

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虽然身居高位，但依

然是一个打工人。在袁弘看来，岳鹏自私而不

自知，总是会为自己做的坏事找到很多理由。

因而他做的，便是原原本本遵循故事的原貌。

“想拿臭鸡蛋砸岳鹏”“太衣冠禽兽

了”……一句句来自观众的评价，让袁弘忍俊

不禁，心里也有些暗爽。妻子张歆艺的评价

让袁弘感受到了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共鸣——

“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安全感。”这样的

安全感，来自袁弘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地去

诠释角色，全身心地把自己去交给这个作品。

演一个坏人，有很多种演法，一种能够扳

回一点观众缘的演法是，加一场岳鹏的前史，

或许观众能够看到更多人性的复杂。但袁弘

没有这么做，因为“《热搜》讲的不是岳鹏的故

事”。袁弘也曾经和导演忻钰坤讨论过，但最

终没有去做加法，因为“演员是为故事服务

的”，而加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信任。

41岁的袁弘，还保留着一股理想主义的

傻劲儿。他和朋友自掏腰包制作的《阿特脑

壳》系列视频，几十万的播放量在艺术领域的

视频中算是不错的成绩，但是对于泛娱乐的

视频动辄几千万的播放量来说，艺术还是一

个太小众的领域。

袁弘也曾试图坚持将《阿特脑壳》做成长

视频，但最后不得不向时代“低头”。和艺术

家聊天，短短几分钟显然承载不了他期待的

艺术深度，但做得太娱乐化了又会显得在消

费艺术家，袁弘和他的小团队努力找寻着平

衡点。他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视频向大众输

出有价值的内容，而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滋养：“哪怕只是碰巧被一个热血青年看

到，或许就能点燃他对艺术的向往和执着。”

这样，便已足够有意义。

驻京记者 赵玥（本报北京今日电）

本报讯（记者 徐翌

晟）今天，第四届上海市建

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

在汇丰银行大楼举行授牌

仪式。方塔园何陋轩保护

修缮工程、美丰大楼保护更

新工程、上海展览中心外立

面保护修缮工程、兴国宾馆

1号楼保护修缮工程等十

个项目脱颖而出，位列推介

名单上。上海街头的历史

建筑以“结合保护与再利

用”理念为引领，站在“历史

保护、城市更新、文化传承、

市民共享”的新起点。

近百岁的兴国宾馆1号楼是英

国帕拉第奥式风格，修缮工程注重

保护文物建筑的历史性、文献性、艺

术性和时代性，恢复了被封闭多年

的外廊，还原了外立面初始容颜，全

面整修了特色紫铜屋面、室内精致

装饰、家具等。专家点评中尤其提

到，修缮的过程中保护了文物建筑

环境内所有的古树名木，通过周边

环境的整饬实现了文物建筑与自然

环境的融合。

何陋轩位于松江区方塔园内东

南角，是冯纪忠先生最重要的作品

之一，其中竹厅部分可能是国内现

存唯一的竹结构历史建筑，对竹结

构的保护修缮尚无先例可循。本次

修缮通过对设计者思想的深入研

究、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和绿色低

碳理念的结合、史料的挖掘归档、全

程电子化记录，恢复了何陋轩的原

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数字化

档案，积累了竹构历史建

筑修缮的宝贵经验，更是对国内历

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实践与学术研

究的贡献。评选专家郑时龄认为，

修复金砖地坪，保护节点，以原设

计的屋面茅草替换稻草，并对何陋

轩的整体景观和植物进行梳理和

优化，体现了修旧如故，延续历史

面貌，以存其真。

矗立在黄浦江畔的工业遗产

——永安栈房旧址西楼见证了上海

工业发展的荣辱兴衰，修缮根据功

能改善需要，对原结构体系精心保

护、对内部空间利用合理规划、对

使用功能提升优化。未来永安栈

房旧址西楼已蝶变成世界技能博

物馆，继续见证黄浦江畔新的发展

变迁。

美丰大楼保护更新工程以先进

技术手段将有保留价值的三层沿街

清水砖墙脱离原结构体，采用套筒

式双层结构，在其围合的空间范围

内贴邻建造60米高且带两层地下

室的高层建筑，这种创新的处理手

法在上海尚属首例。工程对材料历

史性延续的探索，实现了新老建筑

的融合与共生，也成为了历史建筑

保护性开发的全新范本。专家认

为，“这样的做法使更新项目在上海

最核心的风貌保护区域不留遗憾。”

上海展览中心是首批中国20世

纪建筑遗产。修缮工程结合传统工

艺，实现最大面积水刷石墙面无色差

修复。应用贴金修缮工艺与工业化

技术复原鎏金钢塔；将装配式安装与

玻璃工艺相结合，复原标志性红色

五角星，在数字化保护技术的创新

性应用领域起到示范作用。

雷士德工学院旧址

修缮工程基于对人文历

史、风格语言与建造体系的充分解

读，对建筑主体结构和外立面，门

厅、教室等重点空间的原有格局及

特色细部，完整保留，恰当修缮，隐

蔽机电设备，实现最小干预；同时，

依据历史图像和现场考证，复原部

分已毁的室内外装饰，建筑艺术特

色完整呈现，让凝固的历史在焕新

的建筑中得以展现。

——专访“B站博主”袁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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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 汇丰银行大楼中华厅保
护修缮工程
● 佘山天文台保护修缮工程
● 兴国宾馆1号楼保护修

缮工程
● 方塔园何陋轩保护修缮

工程
● 上海市基督教国际礼拜

堂保护修缮工程
● 永安栈房旧址（世界技

能博物馆）保护修缮工程
● 美丰大楼保护更新工程
● 上海展览中心外立面保

护修缮工程
● 张园西区保护修缮和更

新工程
● 雷士德工学院旧址保护

修缮工程

《何以中国》
明晚开播

■ 袁弘在电影《热搜》饰演大反派

 修缮一新的上海市

基督教国际礼拜堂

 美丰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