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的回信中指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

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殷切希望“广大

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

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

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进入新时代，中国戏曲正迎来

新的发展机遇。

传承戏曲精髓，注入
时代内涵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千百年

来，戏曲赓续历史文脉，传承民族精神，反映

现 实 生 活 ，寄 寓 乡 愁 乡 情 ，深 受 人 民 喜 爱 。

“姥姥门前唱大戏”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童

年记忆。唱几句家乡戏是抒发情感、沟通心

灵的一种方式，看戏、听戏成为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走进剧场，哪怕是乡村最简易的土

戏台，那种现场的仪式感、台上台下的互动

感都让人感动不已。

戏曲现代化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戏

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古老的戏曲艺术

要在当代获得良好发展，必须与时俱进、提

质升级，在更高形态上完成现代转换。从艺

术本体上说，戏曲现代化就是戏曲艺术的守

正创新，是在遵循戏曲美学和艺术规律的基

础上，通过融入时代精神、现代理念和当代

舞 台 表 现 手 段 ，实 现 戏 曲 艺 术 的 创 造 性 转

化、创新性发展，从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与观众审美相契合。这样

才能使戏曲永远保持独特性、体现时代性、

富于现代性，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一部分。

要注意的是，戏曲现代化前提是尊重戏曲美

学精神和大众审美趣味。

戏曲具有鲜明的中华文化辨识度，是中

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艺术载体。豫剧《程

婴救孤》的国际巡演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

剧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受不同国度、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欢迎。这启

示我们，民族戏曲应树立充分的文化自信，

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主动

走向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

世界舞台鲜明确立中国气派、中国风范；同

时 在 与 人 类 优 秀 文 明 成 果 的 交 流 互 鉴 中 ，

得 到 检 验 与 提 升 、丰 富 与 发 展 。 戏 曲 走 出

去 的 过 程 中 ，不 仅 要 呈 现 外 国 观 众 容 易 看

懂的做功折子戏，更要完完整整、潇潇洒洒

地 演 出 整 本 大 戏 ，充 分 展 示 中 国 戏 曲 的 独

特 神 韵 和 美 学 精 神 ，传 达 戏 曲 作 品 蕴 含 的

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 ，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提供文化助力。

培养年轻观众，蓄足
内生动力

戏曲发展离不开观众。只有争取到更

多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实现观众年轻化，

才 能 为 戏 曲 艺 术 可 持 续 发 展 蓄 足 内 生 动

力。有人说“年轻人不喜欢戏曲”。事实证

明，事在人为，年轻人喜不喜欢戏曲，关键在

于戏曲人能否创新创造、有效推广。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河南戏曲界发起《阿 Q 与孔乙

己》《程婴救孤》《焦裕禄》《风雨故园》《苏武

牧羊》等戏曲作品进校园演出活动，无论在

国内高校，还是在国外大学，都引起青年学

子强烈反响。戏曲不仅是美育重要手段，更

有利于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戏

曲进校园的实施过程中，不仅需要清唱，更

需要彩扮，不仅要演折子戏，更要演整本剧，

让学生有机会认识戏曲全貌，充分感受戏曲

魅力，进而爱上戏曲，成为戏迷，甚至有机会

成为未来的戏曲从业者。有了源源不断的

年 轻 观 众 和 青 年 人 才 ，戏 曲 就 有 了 青 春 活

力，有了蓬勃发展的强大后劲。

戏曲传播全媒化是全媒体时代戏曲传

承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媒体改变着人们的

信息接收习惯，网络直播、虚拟现实、人工智

能、5G 等新技术，对包括戏曲在内的剧场艺

术产生较大冲击，同时也为戏曲发展、特别

是戏曲传播打开新天地。戏曲界应当乘势

而上，主动拥抱新媒体，增强创作演出各个

环节的互动性，调动观众参与的积极性；还

可以通过新媒体加强对戏曲人才特别是优

秀青年表演人才的宣传推介，推出当代戏曲

名 角 。 新 媒 体 条 件 下 ，受 众 同 时 也 是 传 播

者 ，获 得 认 可 的 好 演 员、好 作 品 ，借 助 新 媒

体，其传播量可以实现几何级增长。当然，

戏曲最大的魅力来自剧场演出，现场集体审

美的仪式感是网络虚拟空间无法提供的，但

这不妨碍我们利用全媒化戏曲传播带动更

多观众走进剧场。

营造健康生态，不断
推出精品

戏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艺术，戏曲事业

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组织领导、院团管理、

人才培养、创作演出、传播推广、理论评论等

多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

同构成戏曲生态。戏曲发展要坚持问题导

向，运用系统思维，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

谋划、整体性推进，构建健康戏曲生态。如

此，戏曲事业才能人才辈出、佳作迭出、亮点

频出。

经过多年的保护传承发展，戏曲在人才

培养、教学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随着

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社会对包括戏曲在内的

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国风国潮在青少

年中蔚然成风；短视频、网络直播、综艺节目

等，为戏曲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力手段。这些

都是戏曲外部生态逐步优化的表现。

就戏曲自身而言，以下三个方面对营造

健康戏曲生态尤为重要。一是持续不断推

出精品力作。戏曲终究要靠优秀作品赢得

观众、实现价值。戏曲工作者应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心倾听时代发展

的 铿 锵 足 音 ，生 动 讴 歌 改 革 创 新 的 火 热 实

践，认真探寻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深入开

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用心用情用功创作

出能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精品力作。现代

戏、新编历史剧、加工整理传统戏齐头并进，

京剧、昆曲、地方戏美美与共，共同造就戏曲

百花园姹紫嫣红的生动局面。二是加快人

才梯队建设。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

培养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的人才是戏曲事

业 发 展 的 长 远 大 计 。 建 立 一 支 编、导、演、

音、美门类齐全的创作表演人才队伍和现代

管理人才队伍，是戏曲发展的当务之急。其

中要高度重视剧本创作人才培养，剧本乃一

剧之本，是排演好作品的基础，根深才能叶

茂，本固方能枝荣。三是要构建科学精准、

公平公正的戏曲评价体系。理论评论和评

奖评优科学、公正，有助于营造健康戏曲生

态，促进戏曲创作不断精进；反之则会导致

“劣币驱逐良币”，挫伤创作积极性，对戏曲

事业造成伤害。因此，我们要放长眼光、花

大力气，把戏曲评价体系建设好、维护好。

戏曲工作者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

的文化自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让中华文化瑰宝绽放出更加

璀璨的时代光彩。

（作者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

国家一级编剧）

这些年，我一直在拍科幻

电影，真实感受到国家的发展

进步为科幻文艺崛起提供了强

大支撑。一方面，经济发展提

供了足够大的文化消费市场，

我们的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

列，为科幻产业带来难得的条

件和机遇。另一方面，科技进

步为科幻文艺的传播和接受提

供了现实依据。比如，观众在

大银幕上看到中国航天员身着

航天服，在空间站出舱行走，会

自然信服而不感到违和。真实

世界跟影像世界是有必然联系

的，强盛的国家才能托举起强

大的科幻产业，这是已经被文

艺史、电影史证明了的。

具体到电影创作上，中国

电 影 在 很 多 方 面 都 实 现 了 突

破。比如，得益于强大的制造

业，尤其是 3D 打印和数控机床

的应用，我们制作的特殊道具

精度达到产品级水准，营造了

逼真的画面质感。在这方面，

我们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此外，在电影视效层面，我们也

实现了质的飞跃。常规的比如

浩瀚的太空场景、天崩地裂的

场面等制作难题都已得到很好

解决，在难度最大的生物视效

方面，进步也非常显著。比如

《独行月球》中，袋鼠的毛发、肌

肉、骨骼和表情，已经做到“乱

真”的程度。尤为可贵的是，这

些视效都是由中国团队独立完

成的，实现了国产化。

的确，道具和视效只是技

术层面，属于“细枝末节”，可电

影就是由无数个细节构成的。

尤其是科幻电影，最大难点是

让想象世界显得真实可信，如

此才能把观众拉进来听你讲故

事。这就需要极其丰富和逼真

的细节支撑。小到一个杯子、

一把椅子，大到城市街景、洪荒

宇宙，都要真实可信。比如，我们在《流浪地球》第一部上映后

做过观众调查，有观众提出：地下城市怎么解决排水问题？没

有阳光会不会影响人类生活？有的观众眼光犀利，在一个镜

头中看出人物背景不能随镜头远近而有所变化，指出这个场

景不够真实。还有观众发现白墙的墙角过于干净，没有做旧，

缺乏烟火气和生活质感……看到这些反馈后，我真心感到观

众太懂行了，这些看似“吹毛求疵”的意见，其实是砥砺电影创

作不断精进的金玉良言：好电影一定是在无数细节的推敲修

改中打磨出来的。

为了让电影的世界观设定更加科学，细节呈现更加真实，

在拍摄这部电影续集时，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多个院所的科

学家参与联合攻关。比如电影中有一个“地球停止自转”的假

定，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时间和历法就变了。科学家通过测

算，指出这种情况下一天是 60 个小时，这样时钟显示的时间

就可能是 35 点 20 分……在前期构思过程中，我们花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以百科全书的方式进行电影世界观设定，分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两部分，按照图书馆分类学撰写词条，包括地理

环境、天文历法、职业构成、生活习惯等等，涵盖人类生活和空

间探索的方方面面，内容达十几万字。

《流浪地球》第一部的成功上映激发了整个团队的荣誉感

和创作抱负。这一次，团队在制作上对标国际顶尖制作水

准。这种高标准在单场戏上可以达到，但要推及全片，推及场

景、人物、情节、视效等各方面，工程量和制作难度就会成倍增

加。除此之外，我们还遇到了新问题，就是细节和情节更加丰

富后，电影的信息密度大幅提升，容易造成“信息过载”，表现

是观众会感到眼花缭乱甚至犯困。这要求我们化繁为简、调

好节奏，让观众既能充分融入，又能舒缓有致。

经过这些年的电影创作，我有一个深刻体会：我们需要想

象力，更需要把想象力转化为作品的具体方法，即需要建立起

符合我们国情的更加强大的电影工业体系——不光是设备和

技术，更是流程和标准。有了完备的电影工业体系，很多制作

环节就不必重复劳动、反复摸索，电影人就更容易在前人经验

基础上创作出各种类型的优秀作品，制作水平和生产效率就

会更有保障。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一项工作，就是在创作过

程中，把电影工业流程和艺术管理经验完整记录下来并进行

研究整理，希望能为后来者的电影创作提供经验。我相信，一

茬接着一茬干，未来电影人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电

影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作者为电影导演）

以
丰
富
细
节
夯
实
艺
术
想
象

郭

帆

如今，国风音乐渐成引人注目的文艺

潮 流 。 无 论 是 五 声 音 阶 、民 族 乐 器 的 使

用，还是传统戏腔、古典诗词的现代演绎，

国风音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带有鲜明的

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如何将古风古韵和

当代生活、当代人的审美旨趣结合起来，

彰 显 国 风 音 乐 的 时 代 感 ，是 国 风 音 乐 创

作绕不过去的课题。只有兼顾传统与新

声 ，用 跟 上 时 代 的 精 品 创 作 开 拓 国 风 音

乐 的 新 境 界 ，才 能 让 这 股 文 艺 潮 流深入

人心、流传久远。

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

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通过音乐创作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是国风音乐的特点。中国广播艺术团

原创出品的《万物生长——二十四节气交

响套曲》，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传统的二十

四节气，它以清新隽永的音乐语言演绎这

一古老的智慧结晶，让听众沉浸式感受节

气变化，欣赏由音乐描绘的时间画卷。应

该看到，国风音乐的“国风”不仅是指具体

的旋律、乐器、曲调等元素，更重要的是孕

育这些元素的丰厚的文化土壤和美学精

神。中华美学强调实中有虚、虚中有实，

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推崇言简意赅、

凝练节制，这些都是我们在音乐创作中可

以借鉴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国风古韵。

国风音乐创作需要扎根人民，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国风音乐持续发展

的根本动力和坚实支撑。要把握时代脉

搏、对接当代需求，努力创作契合当代人

审美旨趣的优秀作品。随着网络视听平

台 的 勃 兴 ，国 风 音 乐 的 听 众 范 围 更 加 广

泛，这就要求创作者不断创新，在拓展国

风 音 乐 的 题 材 、内 容 和 表 现 手 法 上 下 功

夫，更好反映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国风音

乐《芒种》在间奏部分将古筝和小提琴旋

律糅合，并加入深受青年人喜爱的流行电

音 ，多 种 音 乐 元 素 相 融 合 ，让 人 耳 目 一

新。类似的创作还有很多，它们在凸显中

国传统音乐意蕴的前提下大胆创新，在中

西合璧、洋为中用中拉近与听众的距离。

当然，跨界融合不是机械堆砌，更不是生

拉硬拽，不能简单地将传统乐器附加于现

代音乐作品中，而是要充分认识不同音乐

的文化内涵，在差异中寻求互补，在传统

与现代、民族音乐与外国音乐之间搭建沟

通桥梁。

互联网为国风音乐繁荣发展带来新

的机遇，借助媒介优势与科技力量，创新

传播手段，让更多人走近国风音乐，感受

国风音乐的无穷魅力。随着国风音乐爱

好 者 增 多 ，各 大 网 络 视 听 平 台 相 继 创 设

“国风专区”。国风音乐《探窗》将流行音

乐与传统戏曲唱腔结合，悦耳动听，古韵

绵长，因被广泛运用于短视频中而迅速走

红，播放量达 5000 万，吸引年轻听众主动

了解京剧艺术。技术赋能有利于精准寻

找、形成并扩大兴趣听众，增强听众的参

与感。听众对于自己喜欢的国风音乐形

式或艺术家仅通过一个“关注 ”按 钮 ，便

实现了实时联结。当艺术家推出新作品

时 ，平 台 会 即 刻 将 相 关 内 容 推 送 给 用

户。用户还可以通过弹幕等实时互动表

达自己对乐曲的感受，进行切磋交流，帮

助更多人了解国风音乐精华，不断扩大国

风音乐的“朋友圈”。

通过深入传统文化宝库，通过兼顾传

统与新声，通过不断创作体现时代精神和

当下审美旨趣的新作品，国风音乐将以时

尚灵动的形象出现在当代听众面前，带给

我们更多美的享受。

彰显国风音乐的时代感
邱爱金

戏曲艺术走好戏曲艺术走好
守正创守正创新之路新之路

陈涌陈涌泉泉

古老的戏曲艺术要在当
代获得良好发展，必须与时俱
进、提质升级，在更高形态上
完成现代转换。

戏曲发展离不开观众。
只有争取到更多观众特别是
年轻观众，才能为戏曲艺术可
持续发展蓄足内生动力。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
在人，培养造就一大批德艺双
馨的人才是戏曲事业发展的
长远大计。建立一支编、导、
演、音、美门类齐全的创作表演
人才队伍和现代管理人才队
伍，是戏曲发展的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想象力，更需要把想象力转
化为作品的具体方法，需要建设一套完备
的电影工业体系——不光是设备和技术，
更是流程和标准。有了这套体系，电影人
就更容易在前人经验基础上创作出优秀作
品，制作水平和生产效率就会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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