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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 丑 年 伊 始 ，各

地“云春晚”“云村晚”

“云贺岁”等“云上演

出 ”纷 纷 亮 相 ，内 容

丰富多彩。“云录制”

“ 云 互 动 ”“ 云 传 播 ”

等科技手段的应用，

不 断 刷 新 观 众 对

“ 云 ”魅 力 的 认 识 。

可以说，数字技术发

展和媒介迭代让“云

文 艺 ”势 不 可 挡 ，越

来 越 多 的 艺 术 创 作

者尝试“触网”，加快

线下线上融合，刷新

观众观赏体验，创造

更多艺术可能性。

“ 云 ”技 术 正 在

“扩容”文艺生态，如

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技

术的积极作用，使之

成为文艺繁荣发展的

新 引 擎 ，值 得 思 考 。

“云”不仅意味着技术

赋能、形式更新，还意

味 着 审 美 观 念 的 变

革。文艺现场从线下

到线上，不只是技术

的突破，更是艺术表

达和创作的突破。

技 术 推 动 艺 术

“破圈”。数字技术善

于放大不同艺术门类

之美，给观众带来震

撼的观赏体验，让观

众“ 大 开 眼 界 ”的 同

时，推动艺术走向更

广大的群体。比如，

综艺节目《舞蹈风暴》

就是技术优势与艺术

优势的融合。节目以

360 度影像、140 台摄

像机定格舞者在舞台

上的高光时刻，可以

精准至 1/24 秒，让观

众得以全方位地欣赏

舞者之美和舞蹈的艺术魅力，弥补舞蹈艺术稍纵即

逝的遗憾。云端的“破圈”同时反哺了线下。伴随近

年来云端不断出现爆款舞蹈综艺，线下舞蹈和舞剧

演出的上座率也有所提升，让人们看到线上与线下、

大众与小众文艺相交融的可喜态势。用好技术、用

好网络，让文艺更具生命力。

同 时 ，媒 介 更 新 让 线 下 文 艺 拥 有 更 多 表 现 形

式。舞台艺术创作和传播过去通常是“我演你看、我

说你听”模式，而“云直播”则通过双向传播、实时互

动，拉近观演距离，改变观演关系。VR、AR 及全息

技术的运用，更让观众成为作品一部分，重塑艺术主

客体关系。这种突破传统的交互体验让更多艺术依

托“云”技术，拓展自身影响力。如国家大剧院“5G+
8K”超高清直播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迈进艺术殿

堂；北方昆曲剧院浓缩剧目精华，改编成短视频，让

传统戏曲之美广为传播。

“云文艺”时代，创作主体愈加多样，创作力量愈

加蓬勃。“云文艺”正在引导用户不再仅仅做简单的

内容输出者和被动消费者，而是争做内容的创意生

产者和主动品鉴者。深圳某学生舞蹈团通过“云”技

术隔空排练，短时间内创编完成原创手舞视频《破

晓》，致敬抗疫医护工作者；戏剧《等待戈多》集合多

地主创人员，从创作、排练到正式演出，全部在线上

完成，突破戏剧创作方式和观演方式。类似的探索

还有很多，无不启发文艺创作进一步探索“云”优势、

发挥“云”特质。

技术迭代更新，依然是内容为王。互联网时代，

信息和产品极大丰富，优质内容是在海量文艺产品

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在当下互联网场域中，要想真

正留得下、走得远，离不开作品的价值表达。文艺

作品扑面而来的科技感、现代感、未来感固然让人

心动，科技手段背后深沉的人文情怀更让人动容，

它将人们的精神境界引向高处。

艺术走上“云”端，又依托移动智能终端落到每

个人的手上。“云”技术加速了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

术化的进程，将逐步成就人们更富艺术气息的美好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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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现场从线下到线上，不只
是技术的突破，更是艺术表达和创
作的突破。用好技术和网络，让文
艺更具生命力

“因地制宜”，对美声唱法进
行积极转化

记者：您既表演西方经典歌剧，又创作民族

歌剧，经常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您如何用歌

声演绎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

作品？

廖昌永：声乐是和社会文化生活联系很直

接 、很 紧 密 的 音 乐 类 型 。 由 于 不 同 地 域 的 语

言、生产生活和情感表现方式不同，其声乐艺

术也各有特点。

“美声”一词源自意大利语，其本意是美好

的歌唱，这也正是声乐艺术的本质特征。什么

是“美好的歌唱”呢？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

声音是美的、音乐风格表达是准确的、表现层

次是丰富变化的。特别是准确表达音乐风格，

在歌唱时容易被忽视。我在演唱不同国家的

音乐作品前，会进行“大数据”分析。比如，演

歌剧会先看歌剧原著，了解创作背景和人物情

节；唱民歌时，会提前搜集大量的当地民歌，明

确音乐风格。只有真正理解作品，找准声音色

彩，在声乐的跨文化交流中才不会出现偏差。

我在国外参赛或演出时，外国人很吃惊：一

个中国歌唱家怎么能够熟练驾驭这么多种不同

的语言？其实，在我的学生时代，老师周小燕先

生就非常注重我们的歌词朗诵训练和语言学

习。在演唱时，我会尽最大努力，用准确、标准

的语调朗诵歌词，同时理解语音语调的内在关

系，以及歌词表达的思想感情。

无论演唱哪个国家的音乐作品，都要“因地

制宜”，不能简单地套用固有的美声唱法，而

要对其进行积极的转化。用美声唱法演唱中文

歌曲或民族歌剧时，同样要注意汉语语调本身

的细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和曲调的关系，深刻

体会韵律之美，使演唱成为一种自然的吟咏。

记者：近些年，相对小众的歌剧、古典音乐

等通过综艺节目频频“破圈”，广受关注，您也曾

深度参与音乐类综艺节目。您认为这些探索带

来哪些转化创新的经验？

廖昌永：巧妙转化不同的文艺类型、科技和

文艺深度融合，以及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

行传播，是这些节目共同的创新经验。《经典咏

流传》将中国经典诗词文化转化为优美动听的

流行歌曲，舞台表现样式也因为使用科技手段

出新出彩，释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

蓬勃生命力。《声入人心》在保证作品质量和艺

术品位基础上，借助科技手段让舞台焕然一新，

节目播出后一下子“火”了，很多青年演唱者成

了明星，就连上海音乐学院当年的报考人数都

大幅增加。

成功的音乐类综 艺 节 目 首 先要在专业上

经得住业内推敲；其次，节目在赛制制定和舞

台呈现上不断出新，激发观众观看兴趣；年轻演

唱者的青春活力，进一步打破人们对歌剧、古典

音乐、美声唱法“高冷”的印象，拉近音乐和观众的

距离。

事实证明，专业性与创新性兼具的优质综

艺 节 目 可 以 推 动 高 雅 音 乐 的 普 及 。 前 不 久 ，

歌剧《唐璜》在上海演出时几乎场场爆满，而

且 大 部 分 观 众 都 是 青 年 人 ，这 在 以 前 是 很 难

见到的。

通过深入生活培养年轻人
的传承创新意识

记者：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您认为应该

如何进行人才培养，引导学生在音乐领域实现

传承和创新？

廖昌永：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不

仅要在学科建设、教学方式等方面不断完善，还

要为年轻人提供充分深入历史、深入生活的机

会。这会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传承意识和

创新意识。

比如去年，我们学校组织创排新版《长征组

歌》，就有很多收获。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

和现在大学生的年龄差不多。学生们通过演出

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这首先是一次生动的党

史教育。《长征组歌》本身的创作过程也富有启

示。作曲家以不同地域的音乐风格串联起长征

的行军路线，红军走到哪里，歌声中就融入那里

的民歌和地方戏曲元素，音乐表现力丰富。《长

征组歌》词作者肖华将军是长征亲历者，他写出

的歌词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感情自然真挚动

人。创作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

真正和老百姓交心交朋友，这样创作出来的作

品才有生命力。创排新版《长征组歌》，也是在

学习前辈的这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方法。

当前，院校专业划分非常细，专业与专业之

间 缺 少 充 分 的 交 流 ，不 利 于 年 轻 人 的 成 长 成

才。我们通过这样一次创排，集结了管弦乐系、

民乐系、声乐系、音乐剧系、数字媒体学院的多

个学科专业，老师与学生一起排练，大家在这个

过程中教学相长，彼此激发创意。

取长补短，不丢本源，把中
国故事唱给世界

记者：中 国 民 族 声 乐 经 过 一 个 多 世 纪 的

发 展 逐 渐 成 熟 ，涌 现 出 许 多 深 受 观 众 喜爱的

艺术家。面向未来，中国民族声乐如何发展得

更好？

廖昌永：艺术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欣

赏某一作品时，其实也是在寻找它的独特性。

中国现代声乐融合了美声唱法等其他文化的歌

唱经验，但这种融合始终以民族声乐传统为基

础。民族声乐不能丢掉“本”和“源”，应继续在

此基础上借鉴、吸收、整合、创新，与其他唱法取

长补短，共同发展。

要更好地发展民族声乐，专业音乐教育也

要善于汲取既有的宝贵经验。今天的音乐学院

学生，往往一进校门就分成美声专业和民声专

业。在专业音乐院校成立之初，学声乐的学生

往往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才根据嗓音条件

和个人兴趣，进一步选择深入的领域。这样，学

生们既用美声方法练过声，又到田间地头采过

风，还得到学校专门请来的民间艺人的辅导。

我的老师周小燕先生以教美声出名，但她也教

民族声乐的学生。她的“洋唱法”没有把民族唱

法的学生教成“洋嗓子”，而是保留了浓厚的民

族韵味。这些教育经验都需要我们好好传承。

记者：艺术没有国界，尤其音乐拥有沟通心

灵的强大力量。今天，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

深度正在不断拓展。如何让更多观众有机会欣

赏到中国音乐的丰富多彩，如何以音乐为载体，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廖昌永：有一次，我到国外参加国际声乐比

赛，必唱曲目里没有中国歌曲，这件事对我触动

很大。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中国艺术歌曲的挖

掘、整理和推广工作。2020 年是中国艺术歌曲

诞生一百周年，我们出版了《中国艺术歌曲百年

曲集》（三卷九册），既可以作为大学教材，又可

以用于中小学音乐教育。此外，为了和国际接

轨，每一卷曲集都有中音、高音、低音三个调。

中国音乐文化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的经

典音乐作品，但这些作品往往“养在深闺人未

识”。一方面，许多作品散落各地，有待我们进

行系统的收集整理；一方面，我们正在积极探索

和世界接轨的路径。两年前，我在瑞士日内瓦

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每首歌曲都对应着

一幅画、一幅书法作品，我们在音乐会现场同时

做了一个画展。舞台上也有两个光区：一个光

区是我和一架钢琴，一个光区聚焦一桌二椅及

中国瓷器和书画作品。演出开始前，人们可以

先去看画展，听画家讲解中国画和西方绘画的

区别，体会中国传统书画的浓淡干湿和墨分五

色，感受中国传统审美的节奏和韵律。这种演

出形式很受外国观众欢迎。演出时正值寒冷

的冬季，但观众们久久不愿离去，这就是艺术

的力量。

全球很古老的音乐出版社的社长现场听了

我们的音乐会，深感震撼，决定出版这场音乐会

的曲目。这是一部中德双语的艺术歌曲曲谱，

用国际音标标注了中文发音，帮助外国人用中

文发音演唱中国歌曲。书中还配有二维码，读

者可以通过扫码聆听标准的朗诵版。

如今，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

的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中国国

际声乐比赛和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都

要求参赛选手至少演唱一首中国艺术歌曲。艺

术歌曲对歌词文学性要求极高，参赛者需要做

大量功课，才能唱出歌里的韵味和艺术性。通

过这个环节的设置，我们为外国朋友深入了解

中国文化推开了一扇窗。伴随中外艺术交流越

来越密切，我们与国外合作时，也希望能共同开

发中国歌曲，让外国友人用中文唱中国歌、唱中

国歌剧。

用音乐表现当下中国，展现中国人的精神

面貌，讲好中国故事，对文艺工作者来说责无

旁贷。

制图：赵偲汝

唱响中国的好声音
对话人：廖昌永（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 任飞帆（本报记者）

核心阅读

我们不仅要在学科建设、教
学方式等方面不断完善，还要为
年轻人提供充分深入历史、深入
生活的机会。这会在潜移默化
中培养学生的传承意识和创新
意识

创作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
人民群众中去，真正和老百姓交
心交朋友，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
才有生命力

中国现代声乐融合了美声
唱法等其他文化的歌唱经验，但
这种融合始终以民族声乐传统
为基础。民族声乐不能丢掉

“本”和“源”，应继续在此基础上
借鉴、吸收、整合、创新，与其他
唱法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相较于影视作品往往拥有庞大的观众

群体，剧场戏剧相对小众。综艺节目《戏剧

新生活》为人们打开一扇了解戏剧、感受戏

剧魅力的门。节目将 8 位戏剧表演、导演经

验丰富，但知名度尚不高的年轻人集结在

浙江乌镇，通过嵌入日常生活和作品孵化

过 程 的 环 节 设 置 ，展 现 戏 剧 人 真 实 的 生

活。节目不仅记录戏剧创作全过程，还完

整呈现作品的完成版，以此作为节目最后

一个环节。虽然电视转化多少会磨损戏

剧的现场性，但不同机位的拍摄牢牢抓住

表演细节，加上后期精心的剪辑，演员的

高光亮点得以展现。在荧幕前观看节目

的观众，也被这些年轻戏剧人对梦想的追

求、对戏剧的热爱所打动。

（宁 心）

戏剧魅力新呈现

作为一部扶贫主题网络纪录片，《劳生不

悔》的镜头推移很慢，记录和叙述都很有耐

心，这一点成就了作品的真实质感。在云南

怒江，帮扶医生值班出诊的一天，普通却又

令人动容；在四川凉山，村民把货物打包上

肩，然后一步步爬上钢梯，背回悬崖上自家开

办的民宿；在贵州黔东南，驻村第一书记帮乡

亲们录起了视频，在电商直播平台卖力推介

地方特产……跟着镜头，观众真切地看到扶

贫工作怎样一步一步开展，村民的生活和观

念怎样一点一滴转变。片中有许多细节虽是

“无心插柳”，却触动人心。对观众来说，在看

到摆脱贫困、通往小康的道路有多么不易之

后，对那些身体力行的奋斗者、劳动者便有了

更多敬重。

（江 成）

真实质感最入心

“30 分钟看不够！”不少观众对今年河南

卫视的元宵奇妙夜晚会赞不绝口。这场短短

半小时的晚会，筹备只用 5天，却实现传统文化

的“破圈”传播。匠心与创新是关键。整场晚

会以“博物馆奇妙夜”为主线贯穿始终，没有设

置主持人，而是以装扮成唐代女子的舞蹈演员

与博物馆文物的互动作为转场。对洛阳应天

门、登封观星台、开封清明上河园等地的实景

拍摄和 AR 技术的有效应用，让科技与艺术碰

撞出火花，既展现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又为观众带来富有东方美学意蕴的审美体

验。舞蹈《芙蓉池》、武术《斗转星移》、歌曲《莲

鹤方壶》等节目，将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相融，

激发人们的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也为文物

“活”起来打开了新窗口。

（隋 桦）

匠心独运余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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