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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新兴艺术门类，历史悠久的戏剧

属于“传统艺术”。它既承载着扎实深厚的人

文内涵和审美传统，也有着突出的辩证发展

诉求。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以来，学习继承

和创新发展传统艺术的文化自觉和不懈探

索，不断推动创造新经典，铸就戏剧艺术新辉

煌。这也意味着，植根中华文化沃土，不断赋

予传统艺术以新的时代内涵，形塑戏剧艺术

的当代品格和青春形态，进而赢得新一代戏

剧观众，是戏剧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时代以

来，戏剧艺术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以青春化

叙事不断提升艺术体验，引领审美风尚，促进

戏剧艺术繁荣发展。

注入时代内涵

怎样让传统艺术具有时代感，赢得年轻

观众的喜爱，是当代戏剧艺术工作者面临的

课题。

在 近 年 来 的 戏 剧 创 作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一 大 批 具 有 青 春 质 感 的 作 品 。 比 如 ，音

乐剧《赵氏孤儿》以当代视角审视人物的人

生 选 择 ，从 形 式 到 内 容 都 散 发 着 更 易 引 发

当 代 观 众 共 鸣 的 艺 术 光 泽 。 评 剧《目 连 之

母》移植改编古老神话，把目连母亲作为聚

焦的关键人物，突出故事现代内涵，主题传

达富有张力。当代视角和当代价值介入传

统题材，引发当代观众共鸣，由此实现了传

统故事和经典剧目的传承创新。除了思想

层面，更多时候，青春质感以感性形式彰显

个 性 化 和 风 格 化 之 美 。 比 如 ，粤 剧《白 蛇

传·情》围绕“情”来做文章，对人物各自立

场 给 予 新 的 解 读 ，以 此 来 支 撑 人 物 的 行 为

动 机 ，形 成 丰 沛 酣 畅 的 唱 念 做 打 ，不 落 俗

套。被赋予当代思想的深刻和当下感性的

活力，传统文化就被激活了，进而彰显出时

代的质感和青春的朝气。

与此同时，大量表现当代生活的现实题

材作品，不仅在题材上拓展了剧种表现领域，

而且赋予其新的审美品格。比如，彩调剧《新

刘三姐》表现脱贫攻坚，化“旧传说”为“新传

奇”；音乐剧《在远方》以快递业的发展为主

线，反映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些作

品往往见人见事见精神，时代感十足。在一

些流行文化 IP 改编作品中，较好地观照社会

文化心理，以新题材和新类型扩大观众覆盖

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还有专注于艺术本体

并取得较大突破的例子，如昆剧《瞿秋白》、赣

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杂技剧《战上海》

等，它们不仅以精彩的舞台呈现打动观众，也

展现出戏剧样式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创新创造

活力。

重塑舞台时空

在漫长发展过程中，戏剧艺术积淀了丰

富多样的叙事手段，这些叙事手段总结起来，

无非是如何进行时间和空间调度。一般而

言 ，按 照 时 序 展 开 的 线 性 叙 事 为 人 们 所 熟

悉。比如，黄梅戏《孟姜女》就是典型的时序

叙事，代表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形态。随着戏

剧观念更新和舞台技术变革，无场次切换、多

时空并置和多线交织的叙事逐渐成为当下舞

台流行的手段，并带来显著的陌生化效果，受

到年轻观众喜爱。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运用了影片倒放

和蒙太奇的手法，将略显单调的双人舞叠加

为一组双人舞，以适应现代演艺空间需求。

话剧《觉醒年代》采用旁白插叙的方式，在定

格画面之后，继续展开主线情节，让鲜活在场

的艺术形象和历史文献的人物实录并置，产

生强烈的情感张力。这种叙事形态的创新探

索，抓住年轻观众热情敏锐的接受特点和对

叙事风格的多样化诉求，释放了舞台想象力，

具有启发意义。

诸如此类的舞台时空观念更新和多元叙

事表达，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科技进步对人的

审美习惯的影响。正如新世纪初互联网刚兴

起时出版界感叹“读图时代”的到来，在互联

网更加普及和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高清直播

等科技手段支撑下，影像技术手段和逻辑正

在更新舞台艺术的形态。比如，惯常作为影

视创作类型的悬疑剧、谍战剧在戏剧创作中

逐渐活跃起来，越剧《枫叶如花》、沪剧《一号

机密》和多剧种版本《伪装者》等，将原本作

为戏剧元素的“悬念”升级为题材类型，进

一步丰富了戏剧叙事的张力。

除了作为叙事手段助力戏剧创作，

新技术还拓展了舞台艺术业态。在第

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80 多部作品完

成了 158 场线上线下演出，280 多个平

台参与线上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超过

3.5 亿。线上直播大大拓展戏剧触达范

围，还增添弹幕等互动形式。此外，沉

浸式戏剧在当今戏剧创作中已有不容小

觑的数量，涌现出《武康路 19 号》《思南路

上的枪声——向着光明前行》《曙光》等一批

代表性作品。它们与当代青年观众需求同

步，在不同层面更新着我们对戏剧艺术时空

观念和观演关系的认识。

彰显青春力量

在诸多青春化叙事手段中，人物形象是

最为直观和生动的。 2004 年苏州昆剧院推

出的昆剧《牡丹亭》，就以“青春版”为标识吸

引了一批又一批年轻学子观看演出，为创新

戏曲形态、推广昆曲艺术发挥显著作用，也显

示出戏曲青春化叙事的魅力和潜力。

近年来，得益于经济社会发展，艺术创作

资源更加丰富，服装、道具、舞美等各方面也

愈加精致精美，演员饰演的人物形象也有了

更讲究的设计。

一批年轻演员逐渐成长起来，他们以青

春清新的艺术气质和稳步精进的舞台技艺，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的演员还善于借助

网络直播推广戏剧、培养观众。这些因素不

同程度地赋能戏剧艺术，为戏剧创作打开更

为开阔的创新空间。在上海昆剧团推出的

全本昆剧《牡丹亭》中，舞台采取极简写实和

浪漫写意相衔相融的手段，在大转台上布置

了 栏 杆 、拱 桥 、台 阶 ，随 场 景 变 化 而 辅 以 调

用；又以青绿山水和油画风格的多媒体投影

呼应，渲染人物情感情绪，让古老的经典青

春焕发。

作为《永不消逝的电波》之后的又一舞剧

“爆款”，《只此青绿》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和艺术感染力。青绿山水画的色彩和

“青绿腰”的造型，在当下国潮文化语境中，既

激活传统又顺应时尚，既赋予青春以文化感

又带来戏剧的青春感。在话剧《红楼梦》中，

铺展于舞台之上那炫目的红与白，将原著精

神予以视觉化呈现，令人新奇而震撼。话剧

《浪潮》为塑造左联五烈士，在舞台上布置了

真实水台，既带来沉浸感，也 具 有 象 征 性 。

越剧《枫叶如花》将革命烈士的生命华章喻

为夏花之绚烂、秋木之静美，通过审美意象

传达作品精神内涵，彰显了托物言志的中华

美学精神。

近年来的戏剧创作，真实反映出时代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

展现出当前新技术、新场景和新业态蓬勃涌

现的景象。这些探索实践为文化艺术传承创

新提供了经验和启示，也让我们对新时代戏

剧艺术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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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自上而下分别为昆剧《牡丹亭》、杂

技剧《战上海》、音乐剧《在远方》剧照。

图片均为郑荣健提供

在数字戏剧实验室，伴着京胡的琴声，

青年“梅兰芳”走向舞台中央，举手投足、一

招一式都吸引着人们的目光。由中央戏剧

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合作开展的“数字梅兰

芳”项目，通过高仿真数字人技术，对京剧

大 师 梅 兰 芳 进 行 复 现 ，形 成 了 在 外 貌 、形

体、语音、表演等各方面都接近真人的“数

字京剧人”。这一项目未来将在国粹传承、

传统文化传播等领域发挥作用。

“数字梅兰芳”只是戏剧领域数字化应

用的一个缩影。回顾戏剧发展历史，科技

应用与科艺融合的实践屡见不鲜。从早期

戏剧舞台上的声、光、电，到现在的实时影

像、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科技改变舞台面

貌和观演关系，也不断激发戏剧艺术的创

造力和可能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

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线上线

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

新体验”。在戏剧艺术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的背景下，许多艺术院团着力推动数字剧

场建设与传播模式创新。如国家话剧院打

造的智慧剧场、各大院团基于 5G 技术推出

的舞台演出直播等，都是戏剧数字化探索

的新成果。

这些实践也让“数字戏剧”的发展前景

越发明朗起来。数字戏剧以戏剧与影视相

结合的形态示人，它像传统的戏剧那样在剧

场演出，同时又像影视作品那样可以完整立

体地进行远程传播，它的一大特点是“智能

戏剧艺术空间”技术与系统的集成应用。不

同于录音录像、电视转播、网络直播等拍摄

和传输方式，数字戏剧将对传统剧场进行改

造升级，通过传感器对声音、画面、表演等多

模态数据进行全面化采集，然后经由数据资

源多维度智能化传输、立体动态影像精准化

复现等，将舞台“平移”到家中，使观众在家

看戏成为可能，并且实现从“在线观看”到

“在场体验”的转变。模式识别、实时渲染、

人机交互、虚拟现实、超高清显示等技术的

应用，将为人们打造一个高沉浸感、高真实

度、高便捷性的戏剧观演空间。

当 前 ，业 界 对 数 字 戏 剧 的 探 索 主 要 表

现在实体剧场空间的极致化利用、数字孪

生 演 员 的 研 制 、LED 数 字 虚 拟 拍 摄 等 方

面。未来，数字戏剧将持续带来戏剧表演

形式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不同剧场的舞台

空间可以有机整合，虚拟场景与真实舞美

可以无缝融合，数字虚拟演员与真人演员

可 以 同 台 演 出 ，观 众 与 演 员 可 以 远 程 互

动。演职人员异地排练、观众席位有限等

难题将迎刃而解。随着空间数据远程传输

得到普及，智能戏剧艺术空间还将与出版、

电影、广播、电视等融合，激发更多文化服

务实现智能化转型。

戏剧观演的过程就是台上台下思想情

感交流的过程，现场性是戏剧艺术的独特

魅力所在。戏剧数字化实践，归根结底还

是为了把戏剧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更

广大观众，让“在场”“实时”“沉浸式”观演

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在这一过程中，

平衡好艺术与技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尊

重艺术创作和传播规律，让技术放大艺术

之美、彰显艺术魅力，显得尤为重要。相信

科技在戏剧创作传播中更广泛更深入的应

用，将进一步丰富戏剧艺术的审美场景和

交互体验，满足当代观众需求，绽放戏剧艺

术新的光彩。

徐梦露

数字技术放大舞台艺术之美

为戏剧创作打开更为开阔的创新空间

郑荣健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

蕴 藏 着 浩 如 烟 海 的 文 化 遗

产。如今，这些蕴含民众智

慧、承载丰富情感的文化瑰

宝，成为我们创新创造的丰

沛源泉。一段时间以来，不

少乡村聚焦自身文化特色，

将其活化为生动有趣的文创

产品和文旅项目，点亮了乡

村文化空间，激发出乡村文

化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乡村文创以看得见、摸

得着的方式，为人们感受乡

村魅力提供物质载体。走进

山东莱阳姜疃镇的濯村，眼

前是一片忙碌景象：非遗传

承人、学员和游客汇聚在“山

东手造”非遗研学基地，烟台

剪纸、胶东大鼓、鲁绣、草编

等非遗产品琳琅满目。在非

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学员们

创作了二十四节气传统饮食

主题剪纸“顺‘食’而动”，将

二十四节气和剪纸这两个非

遗项目巧妙融合，让节气文

化可以“贴”在家中、贴近人

心。根据当地五龙河传说创

作的胶东大鼓曲目《五龙戏

水》，以富有仪式感的表演展

示村民们建设美好家乡的昂

扬精神风貌。

这种古事新说、古韵新

传的方法，将优秀传统文化

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

式，为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

和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打开

了思路。不少乡村还通过提

炼传统节日元素，结合非遗

技艺开发端午荷包、重阳草

编等。这些文创产品承载着

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和孝老爱

亲的美德，让传统文化可体

验、可触摸、可携带，融入日

常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乡村文创还尝试以讲故

事 的 方 式 唤 醒 共 同 文 化 记

忆，用情感纽带凝聚人心，为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注 入 精 神 能

量。在浙江杭州建德市三都镇镇头村，墙上“镇头大队：向美

好生活前进！”的大字引人注目。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背后，

是村民们当初奋斗十余年终于修成水库的光荣历史。以“镇

头大队”为品牌，村民将废弃老厂房改造成“大队食堂”，搭配

规格一致的定制日用品。辣椒酱、翠冠梨、白茶等土特产也在

这里以统一品牌进行销售，在线下线上声名远播，吸引了各地

游客前来“打卡”，还带动了当地特色民宿、小人书图书馆、时

光照相馆等文化空间建设，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文化形式和文

旅体验。

文创赋能下的乡村文化空间，正在汇聚多方力量，打造集

非遗展示和乡村旅游等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业态。在“黄河非

遗点亮老家河南”青年乡村营造活动中，青年设计师、非遗传

承人与文创企业联合组成创新团队，对河南重渡沟景区、郭亮

村、鲍庄村等多处“营地”进行开发，在平面设计、产品研发、建

筑改造和景观规划等领域实现融合创新。重渡沟景区打造农

耕四合院，通过集章打卡等形式增强互动体验；河南豫剧院三

团扎根这里，根据景区建设带头人、基层干部马海明的感人事

迹，创作出豫剧现代戏《重渡沟》，用戏曲艺术打动各地观众，

提高了景区知名度。陈家沟村则聚焦太极文化，打造“动静太

极文化广场”“明暗水塔茶室”等一系列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

空间，赋予乡村文创以传统哲学的深厚底蕴，展现优秀传统文

化之美。

乡村文创的成功开发，关键在于和当代生活建立密切联

系。以“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活动为契机，高校、设计单位

和文旅企业等各领域人才走进村镇、脚踩大地，感受乡村振兴

的脉动，从专业视角寻找非遗与当代生活的联结点，用当代审

美解码非遗深处的文化基因。由此，许多贴近生活、契合当代

人需求的文创作品和项目得以落地并收获好评。

纵观各地文创实践，好创意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好创意

一方面来自对乡村特色文化的深入理解，一方面源于对当代

生活场景的准确把握。只有这样，文创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实

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开发

乡村文创可以产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综合效

应，期待围绕文创开发形成合力，用活用好乡村文化资源，为

乡村振兴增添美丽风景。

（作者为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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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开发乡村文创
可以产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
综合效应，期待围绕文创开发形成合力，用
活用好乡村文化资源，为乡村振兴增添美
丽风景。

核心阅读

新时代以来，戏剧艺术
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以青
春 化 叙 事 不 断 提 升 艺 术 体
验，引领审美风尚，促进戏剧
艺术繁荣发展

随着戏剧观念更新和舞
台技术变革，无场次切换、多
时空并置和多线交织的叙事
逐渐成为当下舞台流行的手
段，并带来显著的陌生化效
果，受到年轻观众喜爱

一批年轻演员逐渐
成长起来，他们以青春
清新的艺术气质和稳步
精进的舞台技艺，给人
留下深刻印象。有的演
员还善于借助网络直播
推广戏剧、培养观众。这

些因素不同程度地赋能戏
剧艺术，为戏剧创作打开更
为开阔的创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