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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国家宝藏

孙淳
他是个懂行的“博物馆控”

节目录制当天，孙淳比预定的时间提前

了一个小时来到浙博。对，就是《琅琊榜之风

起长林》里的老王爷。

人一到，孙淳就化身成了“十万个为什

么”。

“一会儿我能近距离看到古琴吗？其他

两件宝贝，我也很想看，能带我去看看吗？”由

于工作人员正在“彩凤鸣岐”七弦琴所在的展

厅布置拍摄的灯光、设备，早早进入“待机状

态”的孙淳，就拉着在一旁做录制准备的浙博

工艺部主任范珮玲发问了。

孙淳和范珮玲在央视演播厅曾有过一面

之缘，当时录制浙博专场，他俩都是“彩凤鸣

岐”七弦琴的守护人。“我就是为了亲眼见一

眼古琴，才来参加节目的！”见孙淳对国宝如

此喜爱，范珮玲自然也是有问必答。

当得知节目中的另外两件国宝也在这

里，孙淳提出在开拍前，是否能先亲眼看看它

们。

于是，范珮玲带着他来到与古琴展厅相

邻的“十里红妆”展厅，三件国宝之一的宁波

“万工轿”就在这里展出。

来到“万工轿”前，像往常一样，范珮玲指

着轿子，开始做起介绍来，“据说，坐上这顶轿

子的第一位新娘，是当时被称为‘活财神’的

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的女儿⋯⋯”

“我演过虞洽卿，我还见过他的后人呢！”

孙淳的回答，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颇感意外。

孙淳对“彩凤鸣岐”琴的喜爱，更是溢于

言表。正式拍摄开始前，孙淳先是绕着展柜

将古琴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端详，然后指着古

琴上的断纹又抛出了一连串问题，而且这些

问题都相当专业：“这就是流水断文吗？”“这

张琴能发出声音吗？”“龙池上这些字都是同

一时期刻上去的吗？”“它有破损修补过的地

方吗”⋯⋯

孙淳这“十万个为什么”式的提问，让范

主任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当时一听就

知道他是懂行的人，而且很喜欢古琴。”

就像古代“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样，对于

古琴的喜爱，让孙淳和范珮玲的互动显得非

常默契，这段外景所需录制的对话内容拍摄，

完成得非常顺畅。

对古琴是“真爱”的孙淳，在录制中还临

时补加问题，比如“它是实心还是空心的，靠

什么来扩音？”因为孙淳的“高水平发挥”，节

目的录制进行得特别顺利。

他不忘在休息时间“开小差”。当工作人

员告知因为要重新布光拍下一个镜头，孙淳

又开始四下寻找范珮玲，“范主任的办公室在

哪里？我要去找她聊天。不休息了，抓紧时

间，在这里学到的都是知识啊！”

于是，在范珮玲的办公室里，当得知她对

漆器很有研究，孙淳又拿起手边一本跟漆器

有关的书问了起来⋯⋯

今晚7时30分，豆瓣评分9.1分的央视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央视综艺频道（CCTV-3）），将播出浙江省博物馆特辑。这档当下最

火的文化综艺节目，终于播到了浙江人的“家门口”。

本期节目中，将代表浙博与观众见面的三件国宝，分别是宁波“万工轿”、落霞式“彩凤鸣岐”七弦琴，以及玉琮王。守护这三件国宝的明星国

宝守护人是演员任重、孙淳、周冬雨。

《国家宝藏》每期节目时长约100分钟，平均到每件国宝身上，篇幅并不长。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蔡琴，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每个月都要

前往北京参加节目录制，并配合央视在浙博的拍摄工作。

谈到拍摄过程中的各种细节，蔡琴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

“在浙博拍外景，需要我手拿一杯绿茶，我的同事就在馆里找各种各样的杯子，让导演来选，都不合适。我们又去楼外楼借了杯子，还是不行。导演

说最理想的是一个细长、透明、圆形的杯子，后来负责道具的工作人员，专门跑去茶馆买了一个。而且泡的茶，也必须是龙井茶，真是细节见真章。”

说到文物，是个在制作时多次被人认为因沉闷而难做的主题。然而这两年，文物突然活起来，而且活在了今天。前有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

物》，以及《朗读者》等一系列文化综艺，先后咬开了传统文化的荧幕市场。它们的共同点是，吸引了大批年轻观众，并在网络上引发大讨论。

“综艺清流”这样的评价，被从年初使用到了年尾。它们为什么火？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如《国家宝藏》，讲述的方式轻松有趣，以深入浅出

的故事，表现历史纵深处的人文精神，且在意颜值，所谓颜值在于启用了受欢迎的明星阵容，也体现于拍摄过程中的种种细节。

谈到《国家宝藏》的意义，蔡琴的理解是这样的——

“节目把文物的故事、内在的精神都反映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自信、身份认同，从而引发大家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另一方面，在历

史文化这样弘大的主题面前，我们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而且我们每个人的责任都很重大。”

正是因为一个一个的参与，历史的厚重感，以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构建起来。

专家学者都认为《国家宝藏》开启了2018古典文化（综艺）元年，它讲述着国宝与人的关系，本期“全民阅读”也是如此，国宝与演员、国宝与

历史人物，我们从现场和历史中，去还原一种体温感，此时，物不再是物，而是历史讲述的参与者。 更多报道，请下载浙江24小时APP阅读

孙淳、任重和周冬雨将演绎三件国宝的“前世传奇”。这

里小小“剧透”下——再回史前文明，周冬雨竟成大“祭司”，掌

握着神权感召神秘力量。孙淳化身唐代斫琴师雷威，“巧手成

琴、妙指正心”，又有什么弦外之音？十里洋场的“年轻掌柜”

任重，又为何不计盈亏，执意斥巨资造花轿？

在节目的背后，这一档高分综艺，是如何拍摄完成的？三

位国宝守护人与国宝，有着怎样的邂逅？

钱江晚报记者先后两次独家探班《国家宝藏》浙博外景录

制现场，揭秘节目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国家宝藏》浙博特辑今晚播出，钱报记者独家探班拍摄现场

孙淳、任重、周冬雨
给出了年轻人爱看的答案

本报记者 裘晟佳

周冬雨
一个问题想了十几种问法

傍晚，飘着雨。闭馆后的浙博武林馆区一楼“越地长歌

——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厅，迎来了一位年轻的国宝守护

人——周冬雨。

正在杭州拍摄电视剧的她，一来到现场，就开始了正式的

拍摄。她要守护的国宝，是浙博的镇馆之宝之一——玉琮王。

而节目要在这里录制的片段，就在摆放着玉琮王的透明

玻璃展示柜前完成。

在展示柜前站定，周冬雨将原本穿在身上的厚实黑色羽

绒服脱下，换上了一件黑色机车风皮衣，里面搭配一件蓝色

带领结的衬衣，再加上一双细高跟黑色靴子。

年轻人特有的活泼和朝气，与静静地躺在她身边展柜

5000多岁、重达6.5千克的“玉琮王”，形成了“萌萌哒”的反差。

与周冬雨互动，为她现场解答问题的，是浙博历史文物

部副研究馆员顾幼静。这样的“抛砖引玉”（这回真的是‘引

玉’）内容，在《国家宝藏》每期节目开头都会出现。

“它是玉做的，为什么是白色的呢？”“五千年前，人们是

怎样雕刻出如此精致的纹饰的呢？”“这么大的玉琮，当时是

做什么用的呢？”⋯⋯随着这些问题得到解答，国宝与年轻人

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拉近了。

接下来的拍摄，周冬雨问了一个很长的问题，大致意思

是：为什么玉琮王的纹饰符号，在杭州反复出现？它对杭州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为更有镜头感，她前前后后换了十几种

表达方法，十分钟过去了，当流利地说了自己最满意的版本，

她忍不住笑着说道：“好啦！”

温馨提醒：三件国宝都藏于杭州西湖文化广场 E 区的浙江省

博物馆武林馆区；开放时间：周二至周日9-17时（周一闭馆）

孙淳在浙博抚琴 胡慧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