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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拉开帷

幕，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完成

上海驻演第 100 场演出，2022 第四届大

凉山国际戏剧节带来 8 类 20 多部中外

剧目……尽管已步入冬季，演出市场依

然火热。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力创

作，舞台艺术佳作不断涌现，为观众提

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现实题材创作更深入，
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受青睐

文艺创作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如

今，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

受到关注。文艺工作者坚持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

之呼中提炼主题、选取题材，抒写中国

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

回顾前不久评出的第十七届文华奖，话

剧《塞罕长歌》《大道》《桂梅老师》《主

角》、彩调剧《新刘三姐》、沪剧《敦煌女

儿》等都是此类作品中的代表。

聚焦“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感人事

迹，话剧《桂梅老师》剧本酝酿 11 年之

久，整理出 400 多个故事，在此基础上塑

造出真实、丰满、立体的英模形象；沪剧

《敦煌女儿》前后打磨 10 年，讲述樊锦诗

50 多年扎根坚守甘肃大漠的人生历程，

讴歌可贵的敦煌精神……创作者不断

拓展选题的广度、开掘内容的深度、打

磨表演的精度，将众多彰显中国精神与

中国力量的故事搬上舞台。

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

长崔伟认为，2022 年中国舞台艺术创作

在思想性、艺术性上有了巨大提升，“创

作者更加把深入生活、感悟时代作为最

基本的功课，与以往相比，主题创作更

加注重对题材意蕴的把握，在焕发戏剧

讲述的动人魅力、塑造人物真实可信的

精神境界与生动鲜活的性格特色上倾

注心血，作品更真实更有温度，留下了

一些令人难忘的戏剧形象。”

巡演 32 座城市、演出超过 200 场，

取材于《千里江山图》的舞蹈诗剧《只此

青绿》叫好又叫座；为苏轼名篇重新谱

曲，音乐剧《苏东坡》用流行音乐演绎宋

韵；音乐与舞蹈交融，交响芭蕾《世纪》

挖掘中国神话传说中蕴含的民族精神

力量……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舞台

艺术作品成为爆款。

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为文艺创作

实践提供着丰沛养料。业内人士表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流量密码”，展

现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自信。文艺创

作者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

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通过别开生面

的艺术呈现、耳目一新的艺术表现、丰富

多样的技术手段，创作契合时代精神和

当代审美的作品，让博大精深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当下展现全新魅力。

跨界改编提升文化品
格，培育原创搭建成长平台

话 剧《人 世 间》、小 剧 场 北 京 曲 剧

《我这一辈子》、舞台剧《觉醒年代》、歌

剧《边城》……今年，众多改编自小说、

影视作品的舞台艺术创作实现跨界联

手，凭借在舞台语汇、表现形式、思想深

度等方面的创新表达，提升作品的文化

品格与美学品格。

从宁夏“花儿”等民间音乐中取材

谱曲并采用方言念白，这是改编自同名

电视剧的民族歌剧《山海情》的尝试；将

70 余万字原著浓缩为 210 分钟的舞台

演绎，融合话剧与秦腔元素，这是改编

自同名小说的话剧《主角》的探索。“改

编作品自带 IP 效应，具有更大的影响

力。”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宋宝珍表示，以经典作品为蓝本的改编

有助于为创作奠定良好的文学基础，这

是此类作品吸引舞台创作者的重要原

因。同时，在忠实原作的基础上完成舞

台叙事的创新表达，能够进一步释放原

作潜力、扩展原作内涵。

跨界改编广受欢迎，青年原创力量

也不断壮大。最近，由中国儿童艺术剧

院主办的首届“‘绽放·启航’儿童青少

年舞台艺术作品孵化计划”开启成果竞

演。孵化计划自今年 8 月启动，120 名

创作者提交了 88 部作品，最终有 12 部

走上舞台，接受检验。

不仅是中国儿艺，如今，众多院团

分别推出旨在培养青年戏剧人才的扶

持计划、作品孵化计划，通过工作坊、剧

本朗读、舞台竞演等方式打磨作品，为

新人、新戏、新创作搭建舞台、提供平

台，充分激发青年人才的创造力。

北京市文旅局主办的“新时代首都

原创剧本创作及选题孵化项目”今年 6
月启动，征集到超过 500 部有效作品；上

海文化广场自 2019 年发起的“华语原创

音乐剧孵化计划”至今已有 463 人次、

342 部原创作品参与投稿；中国国家话

剧院主办“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12
名青年导演推出 12 部风格迥异的小剧

场话剧。青年文艺工作者是创新的主

力军，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说：

“希望守护每一份热爱，吸引更多有志

于戏剧创作的青年人，运用戏剧艺术自

觉讲好中国故事。”

科技赋能丰富表现手
段，线上演出促进艺术普及

即时摄影、4K/8K 超高清、智慧剧

场……如今，舞台科技的广泛运用极大

丰富了舞台的表现手段和艺术面貌，给

观众带来别样的审美体验。

文献话剧《抗战中的文艺》将装置影

像与戏剧相结合，5G 全息直播昆剧《浣

纱记》首次将 3D 全息投影技术融入昆剧

表演……“恰当运用科技，能够增强舞台

艺术的丰满性，让戏剧情境更真切，体验

感、代入感更强。”宋宝珍说。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许多院

团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演出方式，形

成新的观演模式。国家大剧院已推出

150 余场线上演出，总播放量超 40 亿次；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 70 周年，5 部经

典剧目和导赏线上放送，6500 余万人次

“云端”观剧；中央民族乐团团长赵聪携

134 名演奏家入驻直播间，京剧《风华正

茂》、话剧《雷雨》等均在直播间拉开帷幕

……众多线下一票难求的舞台作品乘

“云”入网，更好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

的文艺需求，有利于艺术的普及。

但与此同时，业内人士也表示，舞台艺

术的魅力在于在场感，线上演出如何实现

常态化运营？如何带给观众更佳的数字

化观赏体验？如何更好实现版权保护？

这些都是需要直面的新课题、新考验。

岁 末 年 初 ，舞 台 演 出 持 续 如 火 如

荼。第九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央

华保利·剧场戏剧节、首届桂林艺术节

等活动异彩纷呈。央华戏剧艺术总监

王可然说：“希望通过各方努力不断扩

展舞台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让经典戏剧

作品滋养人们的生活，让走进剧场成为

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艺作品是时代精神的写照。期

待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作品绽放舞台，成为接地气、传得开、留

得住的精品力作，全方位、全景式展现

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现实题材 跨界改编 科技赋能

舞台艺术，提供精神食粮
本报记者 曹雪盟 王 珏

今年以来，舞台艺术
佳作频现。现实题材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创作
涌现众多口碑力作，跨界
改编作品展现舞台魅力，
各类创作扶持计划培育青
年人才，线上线下结合进
一步拓展剧场的广度。舞
台艺术的蓬勃发展，为观
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核心阅读■推进文化自信自强R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者赵

永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近

日发布的《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

2022》（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2 年

全 国 综 合 科 技 创 新 水 平 指 数 得 分 为

75.42 分，比 2012 年提高了 15.14 分，区

域科技创新水平普遍提升，重大战略区

域科技创新发展成效显著，多层次、各

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有力

支撑我国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

《报告》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活动

投入、科技活动产出、高新技术产业化

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 5 个方面，

选取 12 个二级指标和 43 个三级指标，

对 31 个省区市的科技创新水平进行测

度和评价。

根据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可以划

分为创新领先地区、中等创新地区和创新

追赶地区三个梯队。其中，第一梯队为上

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和浙江，其综合

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值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创新能力强劲；第二梯队为综合科技

创新水平指数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

高于 50 分的地区，包括 21 个省份，比

2012年增加了 14个；第三梯队为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指数值在 50 分以下的地区，

共 4个省份，比 2012年减少了 14个。

《报告》显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

体建设效果显现。长三角科技创新共

同体建设有序推进，协同创新体系持续

优化，创新体系效能快速显现。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成效显著，已成为具有重要

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集群。长江经济带

创新表现突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沿线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稳步

提升。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成效显著

本报兰州 12 月 12 日电 （记者付

文）“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于近日正

式上线。该库由敦煌研究院等单位联

手打造，是全球第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数

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

通过该平台，全球学者、文化爱好

者、艺术创意者可以获取来自莫高窟等

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 6500 余

份高清数字资源档案。据介绍，借助区

块链技术，该库素材的原创证明和相关

的授权、支付、下载等信息实时上链存

证，每一例素材的授权使用均可查证。

具有创作能力的个人和企业可以下载

素材进行再创作，作品再次上传入库

后，经过智能内容安全审核及敦煌研究

院专业审定后，可以分享给更多人欣赏

与使用。

从推出数字供养人、敦煌诗巾、云

游敦煌小程序等优质作品，再到推出以

新技术打造的“数字藏经洞”，敦煌研究

院联合相关单位持续推动文博全链条

数字化，以数字科技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

民表示，基于敦煌学研究成果、石窟数

字化海量资源，借助先进技术，素材库

实现了文化资源共享的数字化升级，敦

煌研究院将不断丰富素材库内容，探索

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正式上线

本报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者贺

勇）近日，以“畅享北京冬季 玩转激情

冰雪”为主题的 2022 北京冰雪文化旅

游季暨延庆区第三十七届冰雪欢乐季

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拉开帷幕。本次

活动推出 8 条京张体育文化游主题线

路，让游客充分领略京张文化风采，尽

享冰雪浪漫之旅。

延庆区文旅局党组副书记张静介

绍，此次活动的举办地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坐落于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是北京市

第 三 个 被 冠 以“ 奥 林 匹 克 ”称 号 的 园

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后，该园区

面向大众开放。依托冰雪资源，延庆区

举办第三十七届冰雪欢乐季，时间从今

年 12 月持续至 2023 年 3 月初。该活动

联动冰雪运动、冰雪乐园、景区景点等

文旅要素，推出戏冰雪、赏冰灯、微度假

等 6 个板块，形成全要素覆盖的冬季文

旅产品供给。

2022北京冰雪文化旅游季启动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陈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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