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副刊 2022年 3月 3日 星期四2020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 24.00元 零售每份 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003号

粤剧，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岭南地区具有浓

郁地方特色的剧种。稍稍检视几个数字就会发

现，它的丰厚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

粤剧在 300 多年的发展中，吸收接纳了进

入岭南的剧种声腔及各类剧目。上世纪 80 年

代的统计显示，粤剧曾经有过记录的剧目数量

超过 1.3 万部。而最近 40 年来，新创剧目让这

个数字不断增加。粤剧在适用粤方言之前曾有

过漫长的舞台官话时期，其承载了高腔、昆腔、

梆子、二黄等南北声腔的经典作品，最终浓缩成

了粤剧独特的“排场”。至今，有记录整理的“排

场”至少 300 个。粤剧与电影的联姻则进一步

加强了粤剧商业化风格。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

仅香港出品的粤剧电影就达近千部，占此阶段

香港有声影片总数的 23%。众多粤剧名伶剧影

双栖，使粤剧的时尚艺术气质得到充分展示。

2009 年粤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给人们重新认知粤剧文化带来契

机。之后的 12 年间，粤、桂、港、澳的岭南粤剧

界对粤剧保护发展做了深入拓展，形成一系列

保护经验，为传统戏曲活态化生存提供了诸多

启示。

独特的文化品格

1889 年，粤剧行会组织八和会馆在广州西

关建立。如今，在许多国家都有八和会馆，这是

粤剧影响力的表现。20 世纪初至今，粤剧涌现

了近 20 个流派。白驹荣、马师曾、薛觉先、廖侠

怀、桂名扬、红线女、芳艳芬、任剑辉、陈笑风等

艺术家，共同创造和丰富了从近代到当代粤剧

声腔艺术。

粤剧艺术有着与其他剧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品格。有专家评价，粤剧“集南北戏曲之大成”

“发挥民族性的趣味和地方性的灵敏”，是“富有

朝气的一种新写意派艺术”，在海外成为中国戏

曲的典型代表之一。

文化品格是中国戏曲诸剧种在千百年的孕

育、发展、衍变进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独特个

性，是当前戏曲类非遗保护的中心内容。中国

目前有 348 个戏曲剧种，这些剧种怎样区别？

2017 年全国戏曲普查工作之初，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戏曲研究所拟定了 8 条标准，涉及剧种在

文学、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的艺术呈现。这

些都是文化品格的组成内容，体现了“文化多样

性”保护理念。

粤剧几百年的艺术历史和文化实践，突破

了传统意义上地方剧种的界定。特定的岭南文

化、近代广州生活、城市商业支撑、变化发展的

时尚风气，让粤剧呈现出基于“民族性”与“地方

性”双向互动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品格及发展途

径。这种文化品格的延续是其得以活态保护的

重要因素。

制度化、专业化、生态化保护

东南沿海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为粤剧拓

展市场提供了基础。突出例证就是广东粤剧院

近年的两部作品。《决战天策府》将网络游戏与

粤剧结合，吸引新的观众群体；《白蛇传·情》化

用、开拓传统表演技法，并在 2021 年搬上电影

银幕，首周票房突破 2000 万元，成为中国戏曲

电影票房的一个“现象级”案例。

可以看到，粤剧至今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

命力。粤剧的保护经验属于粤剧，也属于中国

戏曲。

一是制度化保护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所确立的四级保护名录体系

和传承人体系，是以制度推进遗产保护的重要

标志。推进制度化保护，成为粤剧实现在地保

护的关键。2011 年《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

例》、2014 年《广州市进一步振兴粤剧事业总体

工作方案》，特别是 2017 年《广东省粤剧保护传

承规定》的颁布，切实推进了粤剧艺术的全面保

护。1992 年广州振兴粤剧基金会、2005 年香港

粤剧发展基金、2006 年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

的成立，也都为粤剧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

障。从 2002 年开始，由三地文化主管部门推动

的粤港澳文化合作会议，让包括粤剧在内的“大

珠三角”文化遗产受益匪浅。

二是专业化保护经验。独立的“行内之学”

是戏曲类遗产千百年来的传承方式，并以此实

现艺术的创造和积累。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

艺术传承发展的重心，也是立足于出人、出戏的

专业化要求。各种艺术节及展演评奖活动，以

戏曲学校为代表的传承教学工作，都是确保戏

曲专业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方式。

就粤剧而言，一个标志性的成果当属《粤剧

表演艺术大全》的编撰。此前，粤剧研究已有了

一定成果，包括《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戏

曲音乐集成（广东卷）》《粤剧大辞典》等著作。

在此基础上，《粤剧表演艺术大全》从 2017 年开

始启动，至今已完成“做打卷”“唱念卷”的编撰

出版。编撰过程中，粤港澳桂及海外粤剧界的

老中青传承者齐心协力，汇集粤剧既有的艺术

遗产，修复还原粤剧的舞台呈现，在当代技术手

段的辅助下完成记录。在这个过程中，老一代

艺术家通过传、帮、带形式传授宝贵的艺术经

验，实现了活态传承和专业传承。近年来，南派

武戏成为众多广东青年粤剧工作者的创作热

点，即是这种活态传承的结果。

三是生态化保护经验。在数百年的发展

进程中，岭南的文化生态是粤剧一直保持旺盛

生命力的重要基础。就艺术形式而言，粤剧包

括了以“剧”为中心的粤剧和以“曲”为中心的

粤曲，其外延甚至可以涉及与粤剧历史相关的

邕剧、粤剧木偶戏等艺术形式。从社会群体来

看，以坐唱“私伙局”为特征的业余群众艺术十

分繁荣。就风格形式而言，粤剧在城市剧场和

乡村“戏棚”形成不同的演出风格，在海内外呈

现出生存机制、演出形式、发展模式等方面的

极大差异。

这些经验有的具有戏曲传承发展共通性，

有的虽然独属于粤剧文化艺术，仍不失借鉴意

义，值得珍视并推广。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图①：《白蛇传·情》剧照。

图②：《红头巾》剧照。

广东粤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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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传承发展的启示
—以粤剧为例

王 馗

核心阅读

文化品格是中国戏曲诸
剧种在千百年的孕育、发展、
衍变进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
独特个性，是当前戏曲类非遗
保护的中心内容

良好的岭南文化生态，是
粤剧一直保持旺盛生命力的
重要基础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开闭幕式上，中国式浪

漫为“双奥之城”镌刻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总导

演张艺谋在创作感言中

写道：“我们可以用简

约 的 方 式 呈 现 开 闭 幕

式，让全世界和我们在

一起”。

“大乐必易，大礼必

简。”简约，是北京冬奥会

的关键词，也是以北京冬

奥会开闭幕式为代表的

大型庆典艺术的风格趋

势。简约并非简单，而是

艺术创作的匠心提炼和

精准表达。

科技正重构舞台艺

术呈现，赋予艺术“呈于

象，感于目，会于心”的

简 约 美 ，营 造 诗 化 意

境。机械舞台移动，可

看作山脉涌动；光影交

错辉映，可译为日月起

落；虚拟视觉成像，可形

塑万里山河……科技元

素潜藏在视觉语言结构

中，为观众创造着美好

的视效体验。依托图像

处理算法，冬奥会开幕

式震撼人心的“冰瀑”环

节中，一滴水墨从天而

降晕染开来，“黄河之水

天上来”的意境呼之欲

出，唤起人们心底的文

化情结。“冰雪五环”环

节采用三维水墨动画、

裸眼全息水墨动画等手

段，以笔墨精神再现冬

奥历史，观意取象、气韵

相生。

新的科技手段，为艺术表达带来更多可能性。

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幅“画卷”，到 2022
年奥运历史上首个画质达到 16K 的巨型光影屏，从

舞台呈现到通信保障，从技术实力到管理理念，科技

迭代带来了美学升级，产业发展为艺术表达带来“硬

核支撑”。人工智能、5G、AR（增强现实）、裸眼 3D、

云计算、数字孪生以及仿真技术等被大量运用于创

作中，有限的表演区域释放出无限的想象空间，给观

众带来沉浸式互动体验。冰立方怎样“拔地而起”？

航天工作者借鉴火箭发射塔架的设计理念，自主研

发出了全新的电机驱动系统——在冰立方底部布置

了 16 套由链条、钢丝绳和导轨组成的机械结构。16
名“大力士”相互配合，将冰立方稳稳地从舞台平面

上托起。奥运五环如何“破冰而出”？冰立方和五环

由 LED 屏组成，“雕刻”的视觉在激光与冰立方 3D
视效的结合下产生。雪花为何“如影随行”？节目

《雪花》中，实现了世界上首次对超过 600 人集体采

用实时人工智能动作捕捉，整个过程以毫秒计，小演

员和地屏上闪亮的“雪花粒子”的交互追踪毫无延

迟，总流程不超过 0.1 秒。这样的交互表演既优化了

场景，实现了小朋友与雪花的互动，也使场景更具真

实感，建构具有童话梦境效果的视觉整体。

当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科技已不仅仅是手段、

工具、元素，其本身也承载起表意的作用、人文的温

度。北京冬奥会的点火方式惊艳世界，奥运历史上

首次以绿色环保为原则打造的主火炬，传递着生生

不息的奥林匹克精神。冬奥会闭幕式上，通过 AR
虚拟实时渲染技术，让中国结的红线从四面八方汇

聚于鸟巢上空，编织成巨大的红色中国结，缠绕在巨

型雪花火炬周围。传统花纹的中国结、浪漫冰花围

成的中国结、红绸飘舞的中国结……不同质感和元

素的中国结被冰花包围。这是中国与世界的连结，

也寄托着全世界在一起、“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化繁为简、简而有质，张弛有度、形散神聚。创

作者以内容为中心，以技术为支撑，不断寻找着中国

故事的“打开方式”。导演不再刻意强调艺术呈现背

后的科技含量，观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判断，从

一个个细节感悟故事背后的精神、价值与力量。它

可以是火炬，是中国结，是那朵“人类共同的雪花”，

也可以是“中国红”与“冰雪蓝”，是“闹花灯”“折柳寄

情”的东方美。人们在技与艺的美中，获得文化的共

鸣和共情。

科学发展和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

但艺术意蕴的深远始终依赖于创作者对文化的深刻

理解与对时代生活的深切感悟。创作者可以在古代

与现代、艺术与技术的不同维度挖掘创意、寻找灵

感，更多更精彩的中国故事将继续被世界看见。

让
艺
术
焕
发
简
约
之
美

王

瑨

科技正重构舞台艺术呈现，
赋予艺术“呈于象，感于目，会于
心”的简约美。简约是艺术创作
的匠心提炼和精准表达

①

②

日前，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你是我的一束

光》上映。这是我最新的电影作品，和我以往的

作品有很大不同。它是完全靠密集采访生发灵

感，展现我不熟悉的一些人与事，最终形成了能

够表达我某些信念的剧本。我不仅作为编剧，

还担任影片监制，全程参与了采访、撰写、拍摄、

后期制作等各个环节。收获之大，超出我此前

的所有电影实践。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在采访过程当中接触

到的人。大理、丽江、迪庆三地的乡镇和村庄里

形形色色的人！我们跋山涉水去了许多村庄。

电影里展现的所有人物都源于真实生活，最突

出的就是女主人公彭彭的原型。

我们想找几个牺牲的扶贫干部的家属进行

深入采访，最后找到一名女子，她是医院的护

士，丈夫在扶贫前线突发心梗去世。我们去她

公公婆婆家，她说，咱们出去聊吧，不要当着老

人说这个事。小区的绿地公园里有好多小孩在

玩耍，她的孩子——一个 6 岁的小男孩也在其

中。我们就在水泥台子上坐下来听她讲。她打

开 手 机 ，给 我 们 看 她 丈 夫 生 前 留 的 语 音 和 视

频。有一个视频，她丈夫给她看走山路走肿的

腿和脚，还说下次回家要陪她看一场电影，要不

然太对不起她了。小男孩看到妈妈，高兴地跑

过来。她忙说，千万不要透露，孩子还不知道爸

爸去世的消息。孩子跑开之后，她忍不住哭了

起来。一起采访的年轻人，还有比我年龄大的

制片人，都哭了。当时，我还没有想到要以此作

为故事的主体，但是回到北京酝酿作品结构的

时候，发觉这个画面是最触动心灵的。于是从

人物到故事，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电影要上映了，我翻开采访笔记本，这才发

现，还有那么多感人的内容没来得及放进去。

一部电影的容量是很有限的，而生活如此丰富

多彩，为我们的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缺陷的话，原因只能是

我们对当地纯朴、火热的现实了解得还不够多，

体会得还不够深，这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问题。

生活本身远比影片更丰富精彩。

《你是我的一束光》的背景和主题与脱贫攻

坚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贫攻坚是一个系

统性工程。一项政策发布之后，无数勤勤恳恳

的工作人员奔赴到第一线去落实。如果把扶贫

工作的项目列出来，能列到上百项不止，甚至包

括搞室内卫生、清理厕所等等，无数平凡而琐碎

的事情。这些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却都是非

常有意义的。这不就是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爱和

善良吗？面对人生挫折时，爱和善意永远是我

们可以信赖也必须依赖的精神力量。我从那些

平凡的奉献者和牺牲者身上看到了非常光明的

一面。我们的社会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充满

美好希望。只要大家秉持善意，怀着战胜一切

困难的勇气，就一定能够相互搀扶、相互帮助、

相互激励，走向我们共同的美好未来。

脱贫攻坚故事本身极其动人，艺术作品也

要把故事讲好、把人物塑造好。我们不想以简

单的呈现、说教的方式，来表现这个题材。我希

望作品有足够的艺术性和生动性，让观赏者与

创作者达到真诚的共鸣。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

左上图为《你是我的一束光》剧照。

刘 恒供图

生活比影片更丰富
刘 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