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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北京颐和园内灯光璀璨，映出

一番别样的湖光山色。亭台楼榭间，缕缕唱

腔传来。德和园的古戏台上，融合了武术、街

舞与京剧的表演，博得阵阵掌声。

前不久，随着这场以“最燃生行相”为主

题的表演落下帷幕，由人民日报社《国家人文

历史》杂志社、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公园

管理中心等联合出品的戏曲文化创新节目

《最美中国戏》第一季圆满收官。

戏曲走入园林，融戏于景
以景带情

从实景版昆曲折子戏《游园惊梦》到园林

版昆曲《浮生六记》，当戏曲与园林相遇，总能

擦出别样火花，绽放独特魅力。

这一次，《最美中国戏》第一季也将拍摄

地选在园林，在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中成立

“颐和戏社”。节目将户外园林真人秀和戏曲

实景创演秀相结合，围绕“临川四梦”“丑”

“生”“旦”“净”等 8 个主题，青年戏曲人与嘉

宾共同合作，最终呈现 8 期节目，让观众“入

戏”，获得沉浸式体验。

作为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见证了中国

戏曲的发展与辉煌。“古典园林与传统戏曲作

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理念上

高 度 契 合 ，共 同 构 成 了‘ 最 美 中 国 戏 ’的 概

念 。”《国 家 人 文 历 史》杂 志 社 总 编 辑 盛 若

蔚说。

相较于以往大多采用棚内录制的戏曲类

节目，实景拍摄的《最美中国戏》第一季打破

了传统戏曲演出的舞台边界，提升了画面的

观赏性。同时，这也给拍摄工作带来了不小

的考验。“最稀缺的是场景资源。”节目总导演

文曦若介绍，在颐和园内拍摄节目，难度超乎

想象。园内不能进车，转场拍摄费时费力，能

用于调度的空间很有限。但为了保证每期节

目的新鲜感，主创团队不断细化拍摄方案，对

每处场景物尽其用，时常工作到深夜一两点。

在游客众多的颐和园全实景拍摄、11 天

完成 8 期节目录制……主创团队克服种种困

难，挑战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换来不

同凡响的审美感受。镜头中，佛香阁、知春

亭、鱼藻轩等建筑，与异彩纷呈的戏曲表演一

道构成一幅幅画卷。融戏于景，以景带情，令

观众徜徉在独特的中国美学情境中。“将颐和

园作为故事场景和表演舞台，节目实现了现

实时空与历史时空的对话，又完成了物质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活化’。”节

目制作人王永刚说。

古老与时尚结合，平衡专业性
与趣味性

颐和园的夜色下，莎士比亚与汤显祖跨

越时空相会，畅谈艺术之美。不远处的八角

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传奇爱情正在上演

……节目第一期结尾，一场特别节目用“情景

剧+戏曲选段”的方式展现昆曲之美。

每期节目末尾，专业戏曲演员及嘉宾都

会在颐和园夜景中呈现一期特别节目。除了

情景剧，舞蹈、音乐、朗诵等艺术形式也与戏

曲碰撞、融合。戏曲总导演彭晓亮介绍，每期

特别节目都融入了几出名段，通过现代表演

形式串联起来，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不是

戏曲展演，而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让不了解戏曲的观众先欢喜，再喜欢，这

是节目的期待。为此，主创团队通过多种互

动与观众建立沟通。然而，戏曲艺术有较高

的欣赏门槛，真人秀则娱乐属性较强，如何平

衡专业性与趣味性间的关系，在年轻化表达

的同时传递文化厚度？

节目组定下共识，要以戏曲为内核。节

目总统筹闫雪介绍，节目从戏曲特点出发，

设置了多个互动环节。“互动环节现场氛围

极佳，参与的嘉宾们有开怀大笑，也有汗水

失败，更能让观众直观感受‘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的艰辛，敬畏感便会油然而生。”

闫雪说。

此外，节目不仅有专家团队把关，还邀请

多位戏曲名家讲解、演绎剧目名段，并由专业

演员介绍戏曲的基本知识。每期特别节目还

设置剧本围读、解析经典剧目等环节，其中的

戏曲表演也由专业演员完成，在综艺化的同

时确保节目的专业性。

经典历久弥新，走进年轻人
心里

《最美中国戏》的主创团队中有不少 90
后、00 后，面对戏曲这门古老的艺术，他们要

从头学起。文曦若表示，做完这档节目，自己

收获颇多。很多嘉宾也表示愿意进一步了解

戏曲，“戏曲和我们的距离没有想象中那么

远，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除了戏曲本身，德艺双馨的老一辈戏曲

艺术家们也感动着节目内外的人。一期节目

中，京剧名家、83 岁的梅派传人李玉芙给几

位嘉宾说戏。尽管腿脚不便，但李玉芙仍坚

持站在台上教学，“上了台就得站着”。“老艺

术家对艺术发自内心的敬意，令人尊敬。”闫

雪说。

看过节目，有网友这样评论：“第一次静

下心来看戏曲节目，真的很惊喜，戏曲不再是

遥不可及的艺术，而是人间百态喜怒哀乐。”

节目总制片人刘兵表示，《最美中国戏》的宗

旨就是将传统文化与当代年轻人视角相结

合，尽量保证戏曲原汁原味，努力做到融会贯

通，“使传统和流行交汇融合”。

让年轻人爱上戏曲，《最美中国戏》为戏

曲“破圈”增添了新可能。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张关正说：“传统艺术在今天要赢得时代的青

睐，赢得年轻观众的支持。《最美中国戏》将综

艺节目与戏曲结合，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这

门艺术。国粹需要靠大家传承，培养更多观

众，戏曲才有更好的未来，才能永葆青春。”

大幕已落，但三尺戏台，薪火相传。正如

有嘉宾在笔记上写的：“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

应当担负起使命，传承与守护好中国的戏曲

艺术。”

上图为《最美中国戏》剧照。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戏曲文化节目《最美中国戏》第一季圆满收官

传 统 艺 术 创 新 讲 述
本报记者 曹雪盟

让戏曲与园林相遇，
将舞蹈、情景剧等艺术形
式与戏曲结合……日前，
戏曲文化创新节目《最美
中 国 戏》第 一 季 圆 满 收
官。节目以年轻化的视角
创新艺术手法和表现方
式，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碰
撞融合，展现戏曲艺术的
魅力。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12月 29日电 （记者王珏）元旦假期临近，记者

了解到，依托革命文物、革命旧址开展红色旅游的规模和热度

攀升，各地创新形式传播红色文化。

国家文物局革命文物司司长刘洋介绍，各地积极推动革

命旧址的开放和展示，不断提升纪念馆、展览馆的展示水平，

策划推出一批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展览。江西省

莲花县保护利用红色旧址 40 余处，布展村级红色文化陈列室

100 余个。浙江省嵊州市贵门乡建造集宣讲、展览等功能于

一体的数字化展示厅，让观众近距离感悟历史。

革命旧址创新形式传播红色文化

本报广州 12月 29日电 （记者贺林平）近日，《广东省自

然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出台，提出逐步

建立全省自然教育的场所体系、标准体系、产业体系和传播与

推广体系。在珠三角自然教育创新示范区，注重创新自然教

育宣传和传播方式；在沿海自然教育湿地特色带，利用沿海红

树林等资源开展自然教育，打造潮汕及雷州半岛自然教育品

牌；在粤北山林生态保护区，打造自然教育森林体验区。

广东出台自然教育发展规划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陈世涵

■文化市场新观察R

本报北京 12月 29日电 （记者刘阳）28 日，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举行发布活动，40余档新春文体节目集中亮相。

发布活动重点推介了大型情景文化节目《从延安出发》。

总台还将推出《启航 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

《扬帆远航大湾区——2022 新年音乐会》《2022 新年戏曲晚会》

等重点文艺节目。《2022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也将

于 2022 年初开始面向社会征集参赛选手。围绕即将到来的北

京冬奥会，现场推介了体育专题节目《带你一起看冬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 40余档新春文体节目

本报北京 12月 29日电 （刘明、赵永新）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发布的《2021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

卓越科技论文总体产出持续增长，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数量

继续保持世界第二。

截至 2021 年 9 月，中国高被引论文数为 4.29 万篇，占世界

份额为 24.8%，排名世界第二位。2011—2021 年，中国有 10 个

学科产出论文量超过世界该学科产出论文量的 20%。材料

科学、化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技术 4 个领域论文被引次数排

名世界第一位，农业科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环境与生态学等

10 个领域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二位。2020 年中国

科研人员在《科学》《自然》《细胞》发表论文 516 篇，位列世界

第四。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进入影响因子

本学科领域前 1/4（Q1区）的期刊有 85种。

我国卓越科技论文总体产出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