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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匠 国宝“重生”》是由兰溪市融媒

体中心创作，由电视专题栏目和新媒体平台同时

推送的文艺类电视专题片。该片讲述的是2009

年《康有为书谢恩折》被专家认定为民间国宝的

事。专题片能受到大众的认可，与珍奇国宝的魅

力、节目制作的用心、人物主体的诠释密不可

分，更与新媒体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笔者作为

该片编导和后期制作，以此片为例，对电视专题

片在新媒体下背景下如何做好创新发展作一些浅

显的探讨。

被专家认定为民间国宝的 《康有为书谢恩

折》，全卷长 4.2 米，分为 6 卷，是康有为 70 寿

辰时写给溥仪的谢恩折，也是他的绝笔之作。这

卷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墨宝，经历岁月的沉淀，部

分已经严重缺损，碎片就有一百多张。兰溪字画

装裱师金宏平历时3个多月对其进行修复，最终

让这件国宝重获“新生”，并有望参选国家级藏

品。电视专题片《小城大匠 国宝“重生”》用

镜头记录了修复装裱还原墨宝灵魂的传统技艺，

诠释了妙手复完璧、仁心现神韵的匠心追求。该

新媒体语境下新媒体语境下
电视专题片的创新与发展电视专题片的创新与发展

——以短专题《小城大匠 国宝“重”生》为例

楼莉雯

时代，人人都可以是信息记录者。我们可以把农

民自己拍摄的作品采用到节目中，不仅能够节省

人力、物力、财力，还能使节目素材更贴近农民

的生活，增强他们的观看兴趣。

（三）打通新媒体平台，迭代升级对农节目

互联网的普及虽然对传统的对农节目带来了

一定的冲击，但是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我们只要能够合理规划，科学谋划，借助新媒体

平台特点开发自身亮点，就能将劣势转化为优

势。首先，可以在App客户端或者融媒体中心公

众号开设对农节目专区，利用移动平台短平快的

特点，对自身的对农节目进行合理拆分、碎片化

传播，增加受众面；其次，可以对对农节目进行

迭代升级，加强与农民的互动，做到有问题必回

应，增加农民的关注黏合度；再次，可以增加对

农服务功能，利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积极推

广农产品，进一步助农增收。如 2023 年 9 月开

始，开化传媒集团就聚焦农产品滞销的农户和村

庄，策划推出《“优品”推荐》系列融媒新闻行

动，刊发各类短视频报道20余篇，以线上“农

户推荐短视频＋图文”、线下组建“优品”推荐

助农团购群的形式，用心用情用力助推乡村振

兴、农户增收。短短3个月，已帮助农户销售番

薯片、高山蔬菜、小麦面等 20 多种农产品近

1750公斤，助农增收20万元以上。

四、结语

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农节目作为农民获取农业

信息，了解先进科技的主要途径，其在农民生活

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目前在对农节目的制作与

播出中普遍存在严重的边缘化现象，同时在节目

的选题、内容、形式等方面不够精准。县级融媒

体中心应努力改进发展策略，减轻边缘化现象，

拓宽节目内容和传播途径，借助融媒的力量加强

节目在农民中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为农民服

务，助推农村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开化县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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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推出后，一天之内点击量近3万，社会反响

热烈。

一、选题应有思想内涵

如何选题，在电视专题片的制作环节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决定着该专题片可能会有的

收视率和影响力。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促使电视

专题片的创作与传播发生变革。新媒体的传播语

境讲求“万物皆媒”的理念。在这一环境下，缺

乏新闻时效性的电视专题片想要脱颖而出，可谓

难上加难。在选题前明确了根据“弘扬社会主旋

律，构建社会时代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的节目定位，我们把目标锁定在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的身上。后继乏人是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痛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

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就要在加大文物保护力

度的同时，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代相传。

《小城大匠 国宝“重生”》将视角对准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非遗项目为核心，以非遗

项目传承人为表现主体，用动态影像记录重现非

遗精彩。该片主人公金宏平是兰溪市古字画装裱

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从业35年修复古字

画上万幅，有着“以旧修旧，尊重历史”的修复

理念，并秉持“宁做裱画艺人，不做裱画商人”

的工匠精神。“既然交给我，我就要做好，小城

有大将。”金宏平在片中的这句同期声，正是他

作为匠人追求极致精神与坚守的很好写照。

二、创作手法灵活多样

镜头、文字、声音等三种视听要素构成电视

艺术语言体系。一部优秀的电视专题片势必在镜

头、文字、声音等方面出类拔萃，并兼顾多种艺

术手法和风格样式来表现主题。新媒体时代下的

电视专题片则可以通过对各种新技术的利用，实

现对报纸、网络、广播、手机等各种媒体形式的

融合，从而以最佳的效果创作电视专题片的视听

语言。

为了创制《小城大匠 国宝“重生”》，制作

团队从收集题材、前期沟通、策划拍摄、编辑撰

稿、后期合成，共跨时5个月，用镜头详细记录

下了《康有为书谢恩折》从千疮百孔、支离破碎

到完整全卷的过程，总拍摄时常超100个小时，

累计4TB视频素材。找细节、选原声、挑画面。

正是前期拍摄了如此海量的素材，才保证了后期

剪辑时每一帧画面都能优中选优，力求呈现最好

的效果。

在剪辑上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如展示装

裱技艺的“托画、镶边、覆背、装杆”四道工

序，需要在 3—4 分钟内快速展示修复技艺的全

过程，平铺直叙的记录不仅耗时很长，也显得很

生涩。将多幅画面以切片的方式进行后期处理，

既能够自然过渡，也显得生动有趣。这正是新媒

体时代下电视专题片的语言特色。

当然本片还是留有遗憾的，缺少部分前期现

场细节的捕捉。如碎片中“为”字的修复，后期

有提到“为”字的修复过程，却苦于没有镜头表

现。如果直接跳过，就会影响纪录片的整体效

果，于是只能尽量后期弥补。运用数字技术，通

过对修补前后的变化进行捕捉，也可以采用“情

景搬演”进行场景重现，增加前后强烈的对比

性。

三、媒体融合构建立体化传播

新媒体时代下的电视专题片之所以能传播得

更广，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原因。

首先，网络视频的多元化发展，为电视专题

片的播放提供了平台。而平台依托的新媒体技术

基础，又促使网络平台上的电视专题片能够与观

众实现即时互动，从而优化电视专题片作品。具

体而言，《小城大匠 国宝“重生”》在推广过程

中借助“互联网+”力量和元素，并没有把播出

平台局限于单纯的电视媒体传播，而是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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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时代的来临，使得电视专题作品的价

值与影响力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电

视专题作品在创作中必须重视对新媒体传播趋势

的把握，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进行融合，从而

使作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当

前，电视专题作品要想突破新媒体传播的影响，

必须在创作思路上进行转变，将传统媒体与新兴

媒体有机结合，这是提升电视专题作品影响力的

关键。电视专题作品要想有效利用好两种传播渠

道就必须进行有效融合，还要重视短视频与传统

媒体作品之间的衔接，让更多的受众群体产生共

鸣和共情，这样才能提升电视专题作品的传播效

果。

一、短视频时代电视专题作品融合发展现

状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短视频以其传播速

度快、传播范围广、制作简单等特点受到大众欢

迎，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传统电视专题作品一

直以来都以静态呈现为主，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单

一，这就导致了电视专题作品只能停留在一定的

探究短视频时代探究短视频时代
电视专题作品融合策略电视专题作品融合策略

王莉莎

微信号、微博号“双微”推广，视频网站和新闻

客户端“双屏”同步。同时在视频下方及时进行

话题引领，主动开发话题，形成一种热议氛围，

为节目播出蓄势。

其次，借助互联网，推行全民传播。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在北京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

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480 万人，互联网普

及率达77.5%。移动互联网终端已经成为人们获

取和传播信息的主要传播渠道，而且新媒体具有

全民传播的特性，从而促使电视专题片的受众主

体逐渐转向全民。而这一数字的背后，预示电视

专题片网络平台的播放会潜藏庞大的受众量，从

而有利于电视专题片产生较好的舆论宣传效果，

成为热点专题片。

比如，《小城大匠 国宝“重生”》的故事核

心是装裱师如何将上百张破损的碎片进行修复，

这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除去展示修复技艺

的主线，片中还穿插着这张珍贵墨宝从何而来，

藏家为何放弃故宫修复却找到金宏平这样的小故

事点，修复后的墨宝又是什么模样，能否让藏家

满意、专家认可？这些带有戏剧性的热点，也必

会成为受众热议的话题。果然在专题片推出后的

短短 3 小时内，就有百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金手指’，神奇的修复术，‘大匠’藏身民

间......”等。

充分发挥多媒体优势，展开多种形式的推

广，无疑是电视专题片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创新发

展之路。新媒体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接受方

式，使得传播由单向变成双向。在电视节目栏目

化的今天，电视专题片只有积极拥抱新媒体，与

新媒体优势互补，借鉴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样式，

坚定走民族化、本土化、个性化的道路，不断寻

求新突破，方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发展空间。

（作者单位：兰溪市融媒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