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 绵 数 千 年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当今中国发

展的丰厚滋养。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是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总体

要求，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国有

文艺院团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的“排头兵”，有责任也有义务以传统文化

为根脉，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

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活力。

落 实 到 具 体 工 作 中 ，则 需 要 我 们 在 创

作中遵循艺术创新理念，以自觉的使命追

求和深厚的人民情怀，加强对艺术作品的

传播能力建设。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诞生于新中国成立

之初，植根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积淀了丰厚

的艺术资源。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的艺术源

头，可以从 1962 年成立的东方歌舞团、1952
年成立的中央歌舞团，一路向前追溯到延

安鲁迅艺术学院。从《白毛女》到《荷花舞》

《孔雀舞》，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向世界展示

了中华文化独有的神韵和风采。半个多世

纪以来，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始终立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持续推出了一大批

底蕴深厚、涵育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

舞蹈诗画《国色》撷取中华文化精粹，

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青花瓷、茶道竹韵、江

岸油纸伞、旗袍、书画、中医、昆曲等经典元

素，让观众流连在中华五千多年文化的长

河中。舞乐《中国故事·十二生肖》以打击

乐演奏和舞蹈为主要表现形式，对中国生

肖文化进行深层解读。从序幕《丑牛牧野》

到尾声《辰龙归元》，在四季更迭中表现气

势恢宏的历史进程、展现中国千年文脉传

承。新型音乐会国潮雅读《乐·界》则以现

代音乐为语言、“十大雅事”为主题，以时尚

的视角、现代的创编手段解读传统文化，展

现“ 音 乐 无 国 界 ，天 下 共 知 音 ”的 广 阔 胸

襟。可以说，这些作品都是深入挖掘中华

民族传统美学优势、增强文化自信、滋养人

民和滋养世界的舞台艺术实践。

这 些 作 品 的 诞 生 过 程 ，也 是 中 国 东 方

演艺集团不断推动艺术创新的过程。

以 近 来 备 受 关 注 的 舞 蹈 诗 剧《只 此 青

绿》为例。《只此青绿》以宋代名画《千里江

山图》为背景，跟随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的

视角，进入千年前少年画家王希孟的内心

世界，以画中主色调“青绿”为视觉线索，深

入探查画作形成的篆、绢、颜料、笔、墨等工

艺的产生，古往今来的工匠精神与中国式

的古典美学交相辉映，传达出对中华优秀

传 统 文 化 及 其 创 造 者 、传 承 者 的 崇 高 敬

意。作品在题材选择上别出心裁，从画作

的成型工艺入手，将其演绎为一幅国之工

匠的人文画卷。剧中描绘的主体是中华民

族历代勤勤恳恳的工匠形象，灿烂优秀的

历史文化正是由这些平凡劳动者创造的。

舞剧为他们画像，用他们的故事唤醒沉睡

的文物、唤起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与执着信念，将舞台艺术与非遗工艺相结

合，为时代背景下的文旅融合赋予更丰富

深刻的内涵。

在创作手法上，《只此青绿》向中国古典

文学创作寻根溯源，通过诗性表达和舞台呈

现的平衡，引发当今创作者对于戏剧本体的

思考。作品打破舞台上常规的线性叙事手

法，选择淡化戏剧情节与冲突，强调人物超

越古今的内心情感，也更突出“舞蹈诗剧”的

诗化色彩。在舞蹈编排上，作品较多运用

“颗粒状”的动作连成舞蹈句子，形成与众不

同的质感、风格、韵味和舞蹈语汇。

在审美风格上，作品传达了《千里江山

图》中表现的宋代清雅的审美志趣，服饰和

道具突出淡雅、简约的“理性之美”。舞台

画面通过“出画入画”、客体与主体观感的

链接，从不同角度引领观众感受传统绘画

之美。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也充分发挥了艺术作品“润物

细无声”的特性和方式。

酒 香 也 怕 巷 子 深 。 不 断 加 强 传 播 能

力 建 设 ，是 弘 扬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必 要 条

件。《只此青绿》首演 3 场就成功“破圈”、首

轮巡演未半便引发热议，其成功不仅因为

创新性的艺术表达，也得益于创新性的传

播手段。而这两者，又都源于制作理念及

模式的创新。《只此青绿》由故宫博物院、中

国 东 方 演 艺 集 团 、人 民 网 共 同 出 品 ，在 学

术 、创 作 、推 广 等 方 面 强 强 联 合 、优 势 互

补。首演前后，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

头条文章阅读量超 500 万，人民网媒体矩阵

发布内容累计曝光量超过 2.47 亿，其中，多

条微博话题采用年轻化语句表达，阅读量

均超过 1000 万。2021 年 12 月 31 日，作品以

舞段形式亮相哔哩哔哩跨年晚会，播出时

间段内，实时在线观看观众达 1.8 亿。播出

7 日后，该舞段单条视频观看量达 320 万以

上 ，微 博 相 关 话 题 阅 读 量 突 破 6500 万 。

2022 年 1 月 31 日除夕夜，《只此青绿》选段

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节目一经播出，相关

话题便开始频繁登上新浪微博、抖音等平

台的热搜。节目中高难度的“青绿腰”也成

功出圈，引发了一大批专业舞者和爱好者

的模仿和挑战。

此外，《只此青绿》充分发掘利用线上

传 播 渠 道 走 出 国 门 。 人 民 网 在 海 外 平 台

的多元化媒体宣传，初步在海外市场上营

造出“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效果。《中国

日 报》通 过 报 网 融 合 的 形 式 推 送 相 关 内

容 ，获 得 超 过 6000 万 的 阅 读 量 。 巡 演 期

间 ，一 共 以 9 个 外 文 语 种 发 布 海 外 报 道 数

十篇，引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的讨

论热潮。

中 华 璀 璨 的 文 化 犹 如 一 条 奔 涌 的 长

河，需要不断注入活水方能奔流不息。中

华民族的精神如同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长

卷 ，需 要 不 断 描 摹 书 写 才 能 更 加 绚 烂 多

彩。“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文艺工作

者应顺应互联网时代艺术创作生产的发展

方向，推动资源转化和效率提升，着力创作

推广体现国家水准民族特色、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努力实现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作者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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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来 ，喜 剧 综 艺 一 直 深 受 观 众 喜

爱。荧屏上，《欢乐喜剧人》《跨界喜剧王》

一南一北相映成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

出学院派风格的《金牌喜剧班》，学员们的

实战操演与导师亲身传授相得益彰，赢得

热烈反响。网络上的喜剧综艺更是风生水

起。《脱口秀大会》《认真的嘎嘎们》等都有

较好口碑，尤其是《脱口秀大会》，播出至第

四季，风头仍然劲爆，显示出持续的市场潜

力。由爱奇艺、米未传媒共同打造的《一年

一度喜剧大赛》更是后来居上，其对喜剧艺

术理念、内容与形式的综合拓展，都值得细

加考察。

定位与类型、喜剧观念、人才选拔机制

是节目创制理念的综合体现。当下各类综

艺节目普遍采用竞演模式，《一年一度喜剧

大赛》则着力挖掘未成名的优秀编剧和年

轻演员的创造力。节目发现喜剧人才，尊

重并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平台、导演组、后

期制作则成为孵化器，协同作战。在喜剧

表演上，传统相声、小品较多依赖语言的表

现力与摹仿力。《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对演

员 的 喜 剧 才 华 与 综 合 表 现 力 显 然 要 求 更

高，俏皮的语言魅力之外，形体表现力的重

要性明显加强了。如《偶像服务生》《浪漫

泄露》《最后一课》等剧目中，演员的面部表

情、肢体语言极具喜感，拉丁舞、Rap 说唱、

戏曲、音乐剧、弹唱等穿插其间，年轻演员

的综合素质与表现力，带来了喜剧观念与

形式的综合超越。另外，触发喜感的手段

也得到拓展，比如《志胜一击》对互文的巧

妙运用，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喜 剧 要 引 人 发 笑 ，这 是 喜 剧 的 根 本 特

征，同时，喜剧又显然不能止步于笑。喜剧

的主题升华是自然而然的，优秀的喜剧综艺

节目往往通过笑触发观众的思考。这一点

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作品中有着充分

体现。如《平行时空饭店》里的交换他人人

生，反映出体验更多精彩生活的普遍愿望。

《台下十年功》表现我与“年少的我”对戏曲

初心的坚守，让人感动。

以《脱口秀大会》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为代表的喜剧节目大多受国外类似艺术形式

的影响，但又经过了成功的本土化改造，恰当

地融入了中国喜剧综艺的时代关切与社会思

考。《一年一度喜剧大赛》节目内容充分显示了

主创团队深厚的生活积累，总是能从人们日常

所见中，道人所未道。

《互联网体检》形象地讽刺了网络推送

弹窗广告的频繁干扰，以及网络验证的繁

琐与滑稽，令人赞叹其创意。《透明人》讽刺

大数据被滥用，《时间都去哪儿了》形象再

现了都市人手机上瘾的状态，妙趣横生又

切中时弊。剧目以极富想象力的创意建构

戏剧情境，跨时空的自如转换，较大地拓展

了舞台表现力。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等喜剧综艺节目

拓展了喜剧理念，开掘和表现了时代生活，

拓展了喜剧表现形式，为今后同类型创作积

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也为喜剧人才的成

长、国产喜剧影视创作提供了人才储备。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喜剧观念、内容与形式的新拓展
戴 清

全媒体时代，我们可以突破

时间和地点限制，通过多种终端

获得想要的信息，这对于必须在

固定时间、固定场所表演固定内

容的戏剧艺术来说，产生了很大

冲击。一方面，人们被手机、平板

电 脑 等 移 动 终 端 的 海 量 信 息 淹

没，大量碎片化、浅表化的文化产

品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另一方

面，随着 VR（虚拟现实）、AR（增

强现实）、5G 技术的运用和各种直

播平台的普及，戏剧艺术长期引

以为豪的沉浸式体验、现场互动

感也逐渐失去优势。但挑战与机

遇同在，戏剧人只要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便能迎来新的

繁荣发展。

首先，我们应对戏剧抱有充

分的文化自信。实体剧场演出给

观众带来的集体审美仪式感是网

络虚拟空间无法比拟的，戏剧给

观 众 带 来 的 思 考 、感 动 、审 美 愉

悦，又是任何碎片化、浅表化产品

望尘莫及的。由此，我们更加明

白全媒体时代戏剧创作最应该坚

守的是深刻的思想性、精湛的艺

术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关注人

类的精神层面，保持剧场演出的

文化品格，这是戏剧永恒的魅力。

其次，要主动拥抱全媒体，将

全媒体意识贯穿到戏剧创作、演

出、传播、观众培养等各个环节，

要明晰突围方向。纵观戏剧艺术

发展史，戏剧从来不排斥先进科

学 技 术 。 从 田 间 地 头 到 城 市 剧

场、再到银幕荧屏，由一桌两椅到

机关布景、再到现代声光电的运

用，无不彰显了戏剧海纳百川、与

时俱进的品质。运用全媒体意识

观照戏剧艺术的全过程，必然会

推动当下戏剧进入新的境界。

以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

发端节目《唐宫夜宴》为例。这部

作品原名《唐俑》，是第十二届中

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大赛的参

赛作品，有人物、有情节，可以视

为小舞剧。作品在 2021 年河南卫视春晚一经播出，成功“出圈”，

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必须承认，《唐宫夜宴》如果没有全媒体的

“添柴”，呈现效果会打不少折扣。但如果仅看到 AR、5G 技术对

节目的包装，就流于表面了。AR、5G 只是“技术元素”，没有强有

力的“艺术元素”，没有那群活泼灵动可爱的少女演员、古典舞蹈

语汇和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支撑，技术也无所附丽。AR 技术呈

现的《簪花仕女图》、唐三彩等国宝级文物，只是强化了这一点。

观众从中充分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灿烂、中华历史的厚重，从而激

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才是节目的灵魂。

全媒体意识体现在创作层面，一来可以拓展题材领域，创新

剧本结构，增强叙事能力；二来可以使演出形态得到发展，时空场

域的变幻更加具象化，舞台面貌为之一新。需要注意的是，一些

戏剧作品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还比较生硬，要进一步实现由“嫁

接”到“融合”，超越“物理变化”实现“化学反应”。让现代技术激

活、提升戏剧艺术，以戏剧艺术吸纳、化用现代技术，才能更好地

推动戏剧艺术的创新性发展。为适应全媒体特点，我们还应加强

戏剧创作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在创作一般意义上的大型剧目的

同时，可以创作一些连台本、短视频、微戏剧，一些剧目可以更加

青春化、时尚化，以满足受众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

在传播层面，可以通过全媒体加强戏剧人才特别是表演人才

的宣传推介，打造新时代偶像。对于戏迷来说，“角儿”的力量历

来不容小觑，“角儿”的影响力可以决定一个剧种的演出市场。当

下，仅靠传统的剧场演出已经很难产生全民性戏剧明星。戏剧界

要善于利用新媒体，推出有潜质的艺术家。对剧目的推介同样如

此，要从剧目生产、演出、营销的各个环节增强互动性，调动观众

参与的积极性。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受众同时也是传播者，每个

人都是宣传员，获得受众认可的好演员、好作品，其宣传效应可以

实现几何式增长。

我们还可以借助全媒体培养青少年观众。青少年对未知世

界的探索精神注定他们会对新鲜事物保持兴趣。不用担心青少

年会将传统艺术视为陈旧，对他们来说，没有接触过的就是新鲜

的。只要我们能够拿出精品力作，一定会让他们对传统艺术一见

钟情。如何把青少年从虚拟空间引入实体剧场，把民族戏曲艺术

塑造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时尚，全媒体能够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

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应愈加突出著作权保护的重要性。传播

不能以牺牲著作权为代价，否则可能伤及戏剧原创力，伤及戏剧

的可持续发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只要我们因势利导、乘势而

上、顺势而为，全媒体时代，戏剧一定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作者为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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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这些作品的诞生过程，也
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不断推
动艺术创新的过程

在创作手法上，《只此青
绿》向中国古典文学创作寻根
溯源，通过诗性表达和舞台呈
现的平衡，引发当今创作者对
于戏剧本体的思考。在舞蹈
编排上，作品较多运用“颗粒
状”的动作连成舞蹈句子，形
成与众不同的质感、风格、韵
味和舞蹈语汇

图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剧照。

资料图片

开栏的话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其助力下，艺术一直在发

生显著变化。科技让艺术立体化、生动化、直观化，也

改变了艺术的生产、传播、呈现方式，两者的融合产生

新的火花。本期开始，影视、艺坛版推出“科技赋能艺

术”专题，聚焦这一领域的新案例、新现象、新趋势，与

读者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