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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最食人间烟火色》为研究样本，系统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影视剧中的三维植入策略。在场景

建构层面，通过徽派建筑形制还原、水墨构图法则与动态交互设计三重维度，实现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传

播，突破博物馆式的静态展陈模式。情节叙事方面，创新运用时空折叠技法与趣味符号重组，将榫卯工

艺的传承困境与人物命运交织，并通过“视觉锚点”理论与“单刀直入”台词策略，完成文化记忆的现

代性转译。观念植入维度，借助微观身体叙事与三重情感纽带，将工匠精神具象化为可视的生命律动。

研究揭示影视媒介通过建筑、社会、精神三重空间再造，使非遗元素从物质载体升华为文化基因的活性

载体，为传统技艺的活态传承开辟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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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television drama The Most Human Flame Colors as a case study to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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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 the three-dimensional implantation strategi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inematic 
narratives. At the level of scene construction, it achieves immersive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Huizhou-style architectural restoration, ink-wash com-
position principles, and dynamic interaction design, transcending the static museum exhibition 
paradigm. In narrative construction,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of temporal-spatial folding techniques 
and symbolic recombination interweave the preservation challenges of mortise-and-tenon crafts-
manship with character development. Guided by the “visual anchor point” theory and direct dia-
logue strategies, the work accomplishes modern reinterpret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Regarding 
conceptual implantation, microscopic corporeal narratives and tripartite emotional bonds materi-
alize artisan spirit as visible vitality. The study reveals how cinematic media revitalizes heritage 
elements through architectural, social, and spiritu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transforming them 
from material carriers into active cultural DNA, thereby pioneering new pathways for the living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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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亟待创新路径。影视剧《最食人间烟火色》

以徽派建筑、榫卯工艺等非遗元素为媒介，通过场景建构、情节编织与观念植入的三维联动，将非遗从

静态展示转化为动态文化实践：建筑空间的视觉转译使榫卯技艺成为可感知的“立体教科书”，叙事主

线的时空折叠赋予传统工艺现代性命题，而“薯条榫卯”等趣味符号则消解代际认知壁垒，最终通过建

筑、社会与精神空间的再造，使非遗升华为连接传统智慧与当代价值的文明对话。本文结合文化记忆与

空间叙事理论，揭示影视媒介如何以视听语言重构非遗基因的存储与传播机制，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提供新范式。 

2. 文化记忆理论与非遗影视化实践的深度耦合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指出，文化记忆通过符号系统(如建筑、文本、仪式)实现群体认同的建构

与代际传递，其核心在于将抽象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可存储、可激活的“记忆载体”[1]。这一理论为非遗

影视剧的“场景化–情节化–观念化”植入策略提供了学理支撑。影视媒介通过场景化植入，将非遗技

艺的隐性知识编码为可视化的符号系统，使物理空间成为文化记忆的“物质性存储库”；情节化植入以

“薯条榫卯”等符号置换策略，完成传统记忆向现代认知图式的转码，搭建代际对话的桥梁；观念化植

入则通过工匠精神的影像赋形，解构机械生产的霸权话语，重构文化记忆的权力秩序。影视创作由此成

为一场“记忆的空间化”运动——镜头语言将非遗从静态遗产升维为动态的“记忆实践场”，既通过符

号系统固化文化基因，又借助叙事互动激活记忆的当代阐释[1]。 

3. 非遗元素在影视剧中的场景化植入 

3.1. 非遗场景的立体化呈现机制 

《最食人间烟火色》中璟园的建构，通过三重维度实现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传播：其一，建筑本体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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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遵循徽派古建形制规范，粉墙黛瓦与榫卯梁架的系统性还原，不仅映证了榫卯结构层叠递进“墙倒屋

不塌”的传统营造智慧，更使建筑本体成为非遗技艺的立体教科书[2]。剧中精雕细琢的木构节点，在特

写镜头下形成流动的技艺图鉴；其二，空间美学层面，导演运用水墨构图法则，以远山含黛、曲水流觞

的视觉符号构建“天人合一”的文化场域，檐角风铃与庭院竹影的声画组合，强化了非遗存续的时空纵

深感；其三，动态叙事中，场景与人物的交互设计使静态建筑获得文化生命力——主角抚触百年木纹的

触觉特写、茶香氤氲间榫卯结构的投影变幻，均将物质空间转化为情感记忆的存储介质[3]。这种场景建

构策略突破了传统非遗展示的博物馆范式，通过影视蒙太奇实现“技艺可视化”的认知革命。制作团队

对浙皖赣闽四省古建测绘数据的影像化转译，使榫卯工艺从专业术语解码为大众可感知的视觉语言。当

镜头随飞雪掠过不同形制的榫卯节点时，建筑空间的物质性与文化记忆的精神性形成复调叙事，印证了

影视媒介在非遗活态传承中的空间生产效能。 

3.2. 非遗道具的精心设计 

在影视作品的创作过程中，道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视觉文化时代已经到来，“视觉经验具有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看得见的东西才有更大的文化力量[4]”。因此，道具不仅是场景中不可或缺的点缀

元素，更是人物行动与故事推进的重要媒介，能够极大地丰富画面的层次感与观赏性，使影视作品的艺

术表现力得以显著提升，展现出精致而细腻的叙事风格，直至润物细无声地使观众感受到文化之美。在

非遗影视剧中，非遗道具的设计与呈现需经过导演以及非遗传承人的细致揣摩。 
首先，非遗道具的设计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历史考据基础之上。制作团队需依据影视作品所处的具体

历史时期，对相关非遗项目的工艺特征、器物形制进行系统研究，以确保其设计不超越该剧所处的时代

范畴，以免产生风格上的杂糅或时代错乱，从而维护历史真实性与文化纯正性。《最食人间烟火色》中

的传统木雕道具制作为例，剧组特邀东阳木雕非遗传承人进行技术指导，严格遵循明清时期“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在雕刻工具的形制选择上参考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匠作则例》，确保每件雕刻

刀具的尺寸、材质符合历史规制[5]。这种历时性维度的考据工作，有效避免了视觉符号的时空错位，维

护了影视文本的历史可信度。其次，非遗道具的视觉呈现需要完成从物质载体到美学符号的转化。导演

通过镜头语言对非遗器物进行美学重构，使其成为东方美学的物质载体。这种“技术具身化”的呈现方

式，能够有效激活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基因。最后，导演需向演员详尽阐释如何恰当地运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相关的道具，以期在镜头前呈现出最为理想的视觉表现力。 

4. 非遗元素在影视剧中的情节化植入 

4.1. 非遗贯穿叙事主线 

新媒体时代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化转译呈现出纵深发展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正逐

渐深入地融入到影视作品的剧本构建之中，肩负起重要的叙事职责。通过巧妙设置与非遗元素紧密相连

的剧情线索，影视作品得以构建出更为丰富多元的故事情节，同时进一步充实和立体化人物形象，为观

众带来更深刻的文化体验[6]。以《最食人间烟火色》为典型样本，创作者通过叙事策略革新与视觉语言

重构，实现了非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当代影视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在叙事机制层面，该剧突破线性叙事的窠臼，构建起多维时空交织的复合叙事结构。导演运用时空

折叠与双重视点切换技法，将榫卯工艺的传承脉络与人物成长轨迹进行有机编织[7]。剧中核心情节——

女主角司清对璟园模型的购买行为，既构成叙事转折点，更暗喻非遗传承的现代性命题。通过主客观视

点的交替呈现，传统工艺的存续困境与人物命运形成镜像关系：男主角景琛对榫卯工艺的坚守，在童年

创伤与当代价值观的碰撞中，展现出文化传承者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这种叙事设计不仅增强情节张力，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5.142021


张铭铭 
 

 

DOI: 10.12677/arl.2025.142021 127 艺术研究快报 
 

更引发观众对“文化基因”传承动因的深层思考——究竟是基于代际责任还是个体选择，这种哲学命题

的植入显著提升了剧作的思想深度。 
视觉表达系统方面，创作者构建了具有东方美学特质的影像语法。在表现金缮工艺的关键场景中，

导演运用“慢镜头 + 多维度构图”的复合技法：水平轴线上设置人物内外空间的对峙式构图，垂直维度

通过金粉飘落的运动轨迹形成视觉引导线，配合冷暖色调的交替渐变，将传统修复技艺升华为生命哲学

的视觉隐喻。这种处理方式暗合“视觉锚点”理论，使非遗元素突破工艺展示层面，成为传递“无常之

美”哲学观念的视觉载体[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光影设计在此承担着双重功能：既营造出虚实相生的

诗意空间，又通过明暗对比外化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与和解。 

4.2. 趣味性非遗元素的叙事赋能与文化解码 

影视媒介对非遗的活化传播，本质上是将文化基因嵌入当代认知图式的转码工程。《最食人间烟火色》

通过“薯条榫卯”的趣味性元素设计，实现了非遗技艺的轻量化叙事转型：以快餐符号置换传统木质构

件，在保留榫卯凹凸咬合核心原理的同时，借助薯条叠加的视觉奇观消解了传统工艺的认知门槛。这种

“以趣为媒”的叙事策略，既通过日常物件的戏剧化重组触发观众猎奇心理，又在解构与重构中完成文

化意义的现代性再生——当景琛爷爷将易逝的薯条转化为稳固的榫卯结构时，技艺传承的永恒价值与当

代生活的瞬时特征形成诗意对照。影视文本通过此类趣味性点缀，不仅为非遗注入“网感化”传播势能，

更在符号嬉戏中激活了年轻群体对文化遗产的认知迁移：从“博物馆展品”的静态想象转向“可参与文

化实践”的动态认同，印证了文化记忆理论中“趣味传播”对代际壁垒的消解作用[9]。 

4.3. 非遗台词的单刀直入与文化符号的强效传递 

台词作为影视叙事的核心符码，在非遗主题作品中具有建构文化认同与价值传递的双重功能。戏剧

台词的本质在于通过语言符号的精准投射实现人物塑造与情节推进，这一特性在影视媒介中演化为更具

穿透力的文化表达机制[10]。《最食人间烟火色》剧末法庭辩论场景的设计，正是通过“单刀直入”的台

词策略，将非遗保护议题从个体叙事升华为民族话语体系建构：当景琛以“守了一代又一代”“打造民

族品牌”等凝练语句直击文化霸权本质时，语言符号的强指向性突破传统非遗叙事惯用的隐喻表达[11]，
形成直抵价值核心的修辞暴力。这种语言暴力美学在影视文本中呈现为三重张力结构——台词内容的本

真性、表达方式的对抗性以及情感传递的共振性[12]。 
剧中“品过世界，更懂华夏之美”的论断，实质完成了非遗符号的价值重估：通过将榫卯工艺置入

全球化语境，台词将传统技艺从“被凝视的他者”转化为“文化主体性宣言”。导演运用特写镜头强化角

色语言的肌肉震颤与眼神力度，使台词突破“声音–文字”的二维传播，升维为具身化的文化仪式展演[4]。
当景琛的宣言与手艺人沉默坚守的蒙太奇画面叠加时，台词不再仅是剧情推进工具，而是成为激活集体

文化记忆的触媒——既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又重建了“非遗作为文明基因”的现代阐释体

系。这种语言策略的创新实践，为非遗传播提供了从“技艺展示”到“价值主张”的范式转型路径。 

5. 非遗元素在影视剧中的观念化植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视化转译已突破表层符号应用，进入深层次观念植入的新阶段。 

5.1. 非遗工匠精神的影像赋形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工匠精神，作为中华文明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结晶，其价值体系包含三重

维度：以敬业专注为根基的职业伦理、以精益求精为追求的技艺境界，以及以创新突破为面向的时代品

格。这种深植于民族文化基因的精神特质，虽如中国哲学中“气”的意象般抽象难言，却在当代影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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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获得了具象化转译。以《最食人间烟火色》为代表的非遗题材作品，通过镜头语言将匠心解码为可

触摸的美学符号——榫卯匠人对细微误差的执着较真，金缮修复师为残器勾勒金丝脉络的虔诚姿态，木

雕传人在光影中雕琢时光的专注身影，这些充满肌理感的视觉叙事不仅复现了传统技艺流程，更以匠人

布满老茧的双手与光洁如新的作品构成隐喻蒙太奇，使非遗传承升华为对机械化生产的美学抵抗，让工

匠精神从博物馆的静态展陈转化为流动的文化血脉。 

5.2. 情感共振：集体记忆的唤醒机制 

非遗元素的观念化植入依托三重情感纽带：代际传承中的师徒羁绊激活文化根脉认同，工艺制作时

的专注特写引发职业价值共鸣，器物修复时的触觉呈现唤醒集体身体记忆。这种情感渗透策略使《最食

人间烟火色》中匠人群体的个体叙事，升华为整个时代的文化寓言——剧中景琛修复古建筑时的手部特

写，通过微颤的肌肉纹理与流动的汗水，将工匠精神具象化为可视的生命律动。这种通过微观身体叙事

构建的集体记忆图谱，最终在观众认知场域完成传统文化基因的活性转化。 

6. 非遗传承的空间再造 

周安华的空间叙事学以“物理–社会–精神”三重空间交互为核心框架，为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了

结构化阐释路径。在非遗影视化实践中，物理空间的叙事功能体现为非遗基因的视觉图谱建构，社会空

间则聚焦非遗传承的关系网络再生产，精神空间的建构指向非遗价值的隐喻升维。空间叙事理论由此揭

示：非遗传承的本质是文化意义的空间化生产。影视媒介通过镜头对三重空间的编码与重组，使非遗从

物质载体升华为精神符号，最终完成“空间记忆”向“文化认同”的转化——当飞雪掠过榫卯节点的长

镜头构建时空纵深感时，非遗便不再是静态遗产，而是成为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动态叙事场域。 

6.1. 建筑空间：榫卯技艺的时空转译 

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建筑形制重构非遗传承的物理场域。《最食人间烟火色》以徽派古

建筑为叙事基底，通过榫卯技艺的系统性还原构建非遗美学的实体空间。剧中木质构造的协调性与稳固

性，源于榫头与卯眼的精密嵌合工艺——凸起为榫、凹陷为卯，无钉连接的智慧既印证“墙倒屋不塌”

的营造哲学[2]，更将建筑本体转化为流动的技艺图鉴。这种空间转译突破单纯场景复刻，使非遗技艺从

历史遗存升维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美学符号，通过镜头语言实现传统营造智慧的沉浸式传播。 

6.2. 社会空间：手艺共同体的关系重构 

非遗传承的社会空间体现为手艺人群体的互动网络与价值共生。剧中璟园作为非遗手艺人的聚合空

间，通过榫卯、金缮等技艺形成独特的交往范式：景琛的修缮行为、根雕图纸绘制及文化维权行动，建

构起以非遗为纽带的互助网络。这种社会空间实践印证了“关系即生产力”的现代命题——个体在技艺

交流中实现自我定位，通过劳动客体的创造性转化形成动态平衡。非遗在此不仅作为技艺载体，更成为

激活社会关系的文化触媒，以温柔而坚韧的力量消解现代社会的原子化困境，重构出具有传统伦理特质

的当代共同体。 

6.3. 精神空间：文化基因的未来图景 

精神空间承载着非遗传承的价值追问与代际对话。剧中通过老匠人的坚守与年轻群体的迷茫形成张

力叙事：爷爷对榫卯的毕生奉献、路老先生的油纸伞情结、腾师傅的木雕执着，构成抵抗技艺消亡的精

神丰碑。导演运用人物微表情、器物光影与音乐蒙太奇，将这种坚守升华为对文化基因存续的哲学思考。

当剧情尾声展现新一代传承者的热情时，精神空间完成从“技艺挽歌”到“未来希冀”的叙事转向。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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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建构策略使观众认知从具象场景延伸至抽象文化认同，印证了非遗影像“既唤醒集体记忆，又孕育

创新可能”的双重效能[13]，最终在虚实交织中勾勒出传统文化复兴的精神蓝图。 

7. 结语 

本研究通过解构《最食人间烟火色》的非遗呈现范式，揭示了影视艺术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创新可

能。作品通过场景的立体转译、情节的符号重构与观念的情感共振，成功实现三重突破：其一，将建筑

空间转化为流动的技艺图鉴，以蒙太奇语法破解专业术语的认知壁垒；其二，通过“薯条榫卯”等网感

化设计，在解构与重构中激活年轻群体的文化认同；其三，借助身体微观叙事构建集体记忆图谱，使工

匠精神完成从抽象理念到具象实践的转化。这种多维植入策略印证了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在媒介化时代

的适用性，彰显影视空间作为“文化基因库”的生产效能[3]。未来非遗影视创作可进一步探索虚拟现实

技术对传统技艺的时空延展，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构建更具交互性的传承生态系统。研究最终表明，当非

遗元素深度融入影视艺术的本体语言时，不仅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译，更能在全球文化博弈中建构

起具有东方特质的美学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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