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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个颇为跌宕的年份，注定会在史册里留下深深的印痕。
我们从未像2020年这样，被影响全人类的疾疫困住脚步；但我们也因此激发出巨大的勇气和

热情，去接受和参与每一种变化，去怀念和珍惜往昔的美好。
这一年，因为疫情，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生活都被改写，也因为这场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文化

产业不同层面都在接受改变，开始摸索新的出路。
或许你会感慨，2020年没完成最初的愿望，或许你好想“撤回”“重启”这一年。那么接下来

这份关于文化事件的盘点，希望带来一份供你参考的“回答”。愿你我温暖有力地开启2021年。

抗疫文化作品

2020年的开始，一场疫情突如其
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文化作品
担当的角色、承担的使命，是记录者。

写作者用文字，影视创作者用镜
头。荧屏上涌现一批以抗疫期间真实故
事为基础的影视作品，抗疫剧《在一
起》《最美逆行者》，纪录片 《人间
世》、抗击疫情特别节目《中国医生战

疫版》等；而普通老百姓也用自己的方
式，记录疫情对日常生活点滴的影响，
如武汉小哥拍摄的 vlog 《武汉日记
2020》，还有弥漫人间烟火气的《温暖
的一餐》《冬去春归——2020疫情里的
中国》《余生一日》……

透过一帧一帧的文字和光影记录，
我们如此回忆和疫情有关的2020年。

22 故宫建成600年

2020年，故宫建成600年。
600年过去，宫墙如旧，故宫却变

得青春、平易近人。一到北京下雪天，
故宫就热闹非凡，人比雪花还多；修复
珍宝文物的匠人，成了备受年轻人喜欢
的网红“男神”；一小件故宫文创产
品、一支“紫禁城雪糕”都能受到热

捧，《故宫日历》成了岁末最抢手的日
历。《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
《上新了！故宫》等影视、综艺，让尘
封的历史散发光彩和魅力。

紫禁城600岁，我们在思考：如何
让中国的历史遗迹，都成为年轻人的最
爱，成为全世界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

33 电影业的停滞与重启

疫情来袭，中国电影业按下“暂停
键”，观众暂别影院长达178天。

今年春节，《囧妈》选择在某网络
平台免费播出，成为历史上首部网络在
线首播的春节档热门电影。

《第一次的离别》是今年7月影院
复工后第一部上映的新片。片名仿佛是
停滞半年的电影业的隐喻：离别时间无
论多久，我们始终都在等待与美好重逢。

电影业重启，伴随着一些颁奖礼、
电影节的举行——线上成了主要阵地。
大家相聚电影节，都更关心“疫后电影
业如何突围”。同时，一些新机遇正在生
长。通过互联网，很多电影能够以更便
利的方式跟观众见面，像《春江水暖》通
过网络形式和观众见面，有些中小成本
电影也通过网络展示。因为疫情，大家
发现，必须让行业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

44 疫情期间文化产业“云端自救”

2020年，“云时代”“云端见”成了各
种文化场所和消费空间的流行形式，危
机推动一些文化产业找到“新赛道”。

疫情期间，布达拉宫进行了1388
年历史上首次直播，51分钟有92万网
友“云游”布达拉宫；很多国宝真品无
压力地展示在千万人面前，甘肃省博物
馆拿出此前极少亮相的“马踏飞燕”真

品，三星堆秀出了“祭山图玉边璋”。
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解说员，和李佳

琦于同一时段8点档开播，很多人竟然
被迷住了，解说员讲两个小时都难以下
线，被称为“让我放弃李佳琦的男人”。

书店可以点“图书外卖”，云端演
出层出不穷……疫情不能阻止文化生
活，动动脑子，换个形式，精彩依旧。

55 影视剧、综艺、游戏的“她时代”

这一年，也许你追过电视剧《二十
不惑》《三十而已》，也许你为综艺《乘
风破浪的姐姐》投过票加过油，工作之
余还玩过《集合啦！动物森友会》《江
南百景图》……“霸屏”的女性面孔多
起来，我们迎来“她时代”“她经济”。

近年来的舆论场，中国女性拥有更
多话语权和表达空间。市场上为女性量
身打造的文娱产品数量激增，以女性为
表达主体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女性在
社交空间的活跃表现，也为影视创作、
文娱产业注入血液和活力。

66 李雪琴与脱口秀出圈

提到脱口秀，前些年我们只能努力
憋出三两个名字，今年，脑海里能浮现
出一群人的面孔。

李雪琴成了今年名气极高的脱口秀
表演者。作为北大毕业生，李雪琴的职
业发展经历成为网友津津乐道的梗。因
为打破套路的策划走红，又站到了脱口

秀舞台上被全网认可，进而成为风格独
树一帜的公众人物。有头脑，有趣，有
自信。这样的配置，让李雪琴的成名富
有合理性，也让我们很期待她未来更多
的可能性。李雪琴也为脱口秀行业的下
一步发展涂上乐观的色彩：可别小看脱
口秀，配置要求很高的！

77 悬疑剧和“短剧集”升温

2020年横空出世的“迷雾剧场”，以
《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 等剧“封
神”，将这一类型影视剧推到舆论场的焦
点。同时，也掀起了网络“短剧集”模式
的狂欢。另外，女性悬疑网剧 《白色月
光》《摩天大楼》也获得不错的成绩。

网络短剧集的传播“能量”超乎想
象，《隐秘的角落》把“一起去爬山吗？”
变为爆红网络的段子，也将童谣 《小白
船》变成让人不寒而栗的“战歌”；优质作
品的启发意义大于观剧“爽感”，《沉默的
真相》《摩天大楼》直击社会正义、女性权
益等社会“痛点”，年轻一代观众在悬疑网
剧里有所思、有所得。

“迷雾剧场”的成功，使网剧不再是快产
快销、品质低劣的代名词。只要全力以赴投
入时间和诚意，就能得到市场的肯定。

88 五条人和乐队文化

《乐队的夏天 2》 在邀请五条人的时
候，不知道会不会想到他们会火成今天这
个样子。不能否认的是，五条人的出现，
让这场属于夏天和乐队迷的约会，充满了
意外惊喜，也拓展了大众对乐队文化丰富
性的理解。这支来自广东小县城的乐队，
已辗转于各种大型演出现场的舞台，变成
本年度值得回味的文化符号。

从去年的九连真人到今年的五条人，
可以说，对那些坚持本土文化、珍惜乡愁
的乐队，大众始终葆有一份特殊的好感和
痴迷。他们生于质朴的土壤，又不改初衷
地笃信原生环境的价值，并自信地告诉全
世界：我们认同且喜爱自己的模样。

99 丁真走红

在这一年的尾声，一个四川甘孜的20
岁藏族小伙子丁真，在社交网络爆红。网
友爱丁真什么呢？首先是看脸的，这一张
脸，被评价为“野性又纯真”，笑起来纯净
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当这个藏族男孩被
网友们发现之后，一举一动花式承包微博
热搜。丁真是“远方的少年”，他的家乡坐
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给
不少网友上了一堂地理科普课——网上发
出惊叹“原来丁真是四川人”的声音不在
少数，还来了一场各地“抢丁真”的热闹。

在理塘旅游宣传片 《丁真的世界》
中，丁真说：“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我还是
最爱我的家乡。”对远在远方的人寄予童话
般的遐思，未尝不是好事。只是我们都该
更慎重投出这一束关注的目光，尊重他们
的生活空间，少一点跟风、消费和炒作的
猎奇心思。

1010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

10 月，等待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夜
晚，已经成为近年来大众不愿放弃的“仪
式感”。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一位
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丽克。显然，这
个名字对国内读者是“冷门”的。但她自
身“毛毛虫变蝴蝶”的命运，持续超越和
克服自我的人生，亦能给我们深刻启发。

到了来年10月，大家依然会围观“文
学奖花落谁家”的热闹。只是，对待这样
一个当前世界范围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
或许我们要摒弃“冷门”和“实至名归”
这两种简单粗暴的评价口径，而是努力离
文学更近，离作家更近。起码，在那一个
夜晚之后，你的书单里会增加几本书。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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