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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门绝学与当代生活的对话

简牍，是古代文字书写的物质载
体。在纸张发明之前，简牍的使用十
分普遍，是中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
这些植物性的竹简和木片，因为上面
书写了文字，保存着古代政治、经济与

文化的大量信息，

所以变得万分珍贵。根据不完全统
计，中国总共发现了超过30万枚简
牍，这些地下的考古文物可以与纸上
的传世文献相互佐证，构成历史研究
的“二重证据”。通过对简牍的解读，
我们可以重构真实的古代社会史和生
活史。

《简牍探中华》是围绕“简牍”这
个核心话题展开的。它聚焦在简牍
的出土地，选取了里耶秦简、云梦睡
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天回医简、悬
泉汉简等重要的考古发现，讲述了这
些简牍前世今生的故事：从简牍的诞
生、近现代的考古发现与当下研究的
现状。

简牍的考古与解读，在当代的学
术界可谓是一门“冷门绝学”。而要传
播这种知识含量很高的内容是有难度
的，很容易就变成了课堂说教，比较沉
闷。但是，《简牍探中华》却通过电视
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将历史知识进行
了创造性转化，让这些考古历史的内
容变得充满了趣味，让学术象牙塔里
的高冷的简牍知识得以破圈传播，“飞
入寻常百姓家”。

《简牍探中华》让历史走进了当下
的生活，让简牍与当代语境和观众进
行了有效的对话与联结。在该节目
中，湖南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九九乘
法口诀表”木牍让我们重回了童年学
习数学的记忆。出土于张家山汉墓的
《引书》记载了引导保健操，与今天的
广播体操十分相似。银雀山汉简中的
《孙子兵法》，是今日还在使用的很多
成语的历史来源。通过这档节目，我
们会发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东西，
竟然与遥远的古代紧密相连。

鲜活再现历史的人间烟火

简牍是中国上古的“百科全书”，
既包含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的信息，又
记载了各种动人心弦的故事与人物。
《简牍探中华》节目通过生动的节目形
式，以影像为媒介，鲜活地再现了真实
的历史现场，从而让简牍能够“开口说
话”。

简牍上的先民的文字不是冰冷
的，而是有着“人”的温度。这种人间
烟火的生活质感，通过节目的视觉表
达，得到了鲜活的再现，从而让观众产
生了沉浸式的体验。例如，节目第一
集是关于里耶秦简的，通过节目的讲
述和演绎，观众仿佛来到遥远的秦朝，
听到了历史的回声。

与此同时，简牍中的情感力量也
能够穿越历史的长河，让当代的观众
产生共情和共鸣。在第三集中，云梦
睡虎地4号墓出土了两封木牍家书，这
是中国最早的家书。家书的写信者是
墓主人“衷”的两位弟弟：征战前线的
秦代士兵“黑夫”和“惊”。家书仅有
400余字，却是笔短情长，其中既有对

母亲的关心，又有对妻子的叮嘱，字里
行间都流淌着血脉亲情和家庭的羁
绊，可谓是“家书抵万金”。

鲜活的故事和人物，让简牍的世
界不再那么遥远。《简牍探中华》通过
电视综艺的形式传播了古代中国的文
化和情感，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
离。而这种“拉近”，主要是通过实景
戏剧等多样的表现形式来完成的。

实景戏剧开创性使用人工智能

近些年，中国电视荧幕上涌现出
非常多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各个节目
之间同质化非常严重，让观众产生了
审美疲劳。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对节
目形式进行创新就变得格外重要。在
《简牍探中华》中，主创打破了文化类
综艺的常规叙事套路，探索了对传统
文化进行现代表达的新路径。这种新
路径就是多种表现形式的综合运用，
通过文化访谈、实地探访、实景戏剧等
形式多管齐下，让观众产生丰富的视
听体验。

在该节目的总体内容框架中，演
播厅内主持人龙洋对嘉宾的访谈构成
了节目的主体内容。通过嘉宾的知识
介绍和现场与主持人的互动，观众可
以得到大量关于简牍的基础知识和专
业性解读。但是，演播厅里的讨论毕
竟过于抽象，因此该节目还加入了实
地探访的内容。主持人走出演播厅，
对简牍的出土地以及当地博物馆进行
了走访，获得了鲜活的现场感。于是，
演播厅与简牍出土现场、访谈中的知
识和实地田野的经验结合了起来，《简
牍探中华》让简牍的世界变得具象化
了。

不过，该节目的重头戏还在于实
景戏剧的部分。节目主创在简牍中寻
找灵感，将简牍中的人物、事件和场景
转化为生动的故事，并将其进行戏剧
化的演绎。于是，简牍中遥远的文字
世界变成了鲜活的画面展现在观众面
前。值得注意的是，该节目在实景戏
剧中还使用了央视频AI（人工智能）大
模型、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将先进的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开
创了国内同类型节目技术应用的先
河。

总而言之，《简牍探中华》让简牍
的世界重新苏醒了过来，也让原本是

“冷门绝学”的简牍知识变得“可亲”和
“可感”，离普通观众更近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宝库，可以在当代语境中进行重新
阐释和重新利用。电视节目尤其是文
化类综艺创意不断，为普及传统文化
做了很多的工作，也让传统文化有了
更多的曝光度和可见度。《简牍探中
华》节目的成功，无疑是电视综艺又一
次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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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者相望
于道，商旅不绝
于途”是司马迁
笔下古丝绸之路
的盛况。随着时
光流转，这派繁
荣景象渐次湮没
在历史更迭中，
直到20世纪90
年代悬泉汉简的
出土，才得以复
现。作为两汉丝
路上的实时档案
和原始记录，悬
泉汉简将如何讲
述古丝路上的生
动往事，又将揭
开哪些历史谜
团？

近期，一档
聚焦简牍的大型
文化节目《简牍
探中华》在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CCTV- 1） 播
出，节目用两集
内容重现古丝路
盛景，带观众走
进迄今为止唯一
一处经考古发掘
的汉代驿站遗址
——悬泉置，一
探千年丝路的历
史与传奇。

《简牍探中华》剧照。

《简牍探中华》依据古籍史料进行改编。

《简牍探中华》鲜活再现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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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探中华》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