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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纪录片《探宝觅踪——寻找湾

区民间文化力量》海报。

在文化休闲方式极大丰富的当下，纪
录片怎么跟网络直播、短视频、影视剧、游
戏争取观众？关键在于把握住纪录片的主
要竞争力——有干货，就是既要输出硬核
知识，也要让观众从中受到启发。

新的时代条件和现实生
活，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风
尚，新的剧场环境和观演关
系，正激发着创作者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
开拓戏曲艺术新境界

戏曲正在从传统的镜框
式舞台走进大剧院、小剧场、
沉浸式演出空间，多媒体、数
字化手段得到广泛应用，进
入多场景、多样态、多风格的
发展阶段

戏曲传播要结合当下
年轻人的审美兴趣和关注
热点，走出单一演出空间，
回到日常生活，在多样态观
演关系中让更多人了解戏
曲、喜爱戏曲、欣赏戏曲，参
与到戏曲的创作与演出、传
承与传播中来

核心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

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作为

凸显中华民族独特审美的艺术形式，戏曲在

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始终面临传承与创新的

课题，新时代新机遇更是呼唤着戏曲艺术在

守正创新中迸发生机活力。

近年来，以现代剧场艺术阐释经典戏曲

的昆剧《临川四梦》，采自民间传说又闪耀现

代精神的滇剧《水莽草》，用古代题材表现现

代伦理的闽剧《双蝶扇》，现代电影技术与戏

曲程式美学相融合、实现破圈传播的粤剧电

影《白蛇传·情》等，无不体现出传统戏曲与时

俱进的创新姿态。新的时代条件和现实生

活，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尚，新的剧场环境

和观演关系，正激发着创作者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开拓戏曲艺术新境界。

守正创新，创造更丰富的样态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上

海京剧院历时 6 年多筹备创作的现代京剧《换

人间》与观众见面。对这部戏，创作团队达成

的共识是：声腔，要借鉴百余年前“唱戏时代”

的艺术方法，基于每个演员独特的音色与唱

法，展现京剧流派的原汁原味和本色之美；舞

美，则要融入更多现代视觉元素乃至装置艺

术，在视觉效果和情感处理上更加现代化，适

应今天的表演空间和观演关系。

这种戏曲现代化新实践的背后，是对戏

曲传统的重新发现。时代在演进，艺术在发

展，每个时代成功的艺术范式都沉淀为我们

传统的一部分，也都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我 们 今 天 所 说 的“ 传 统 戏 曲 ”，多 指 上 世 纪

初以来，为适应新式剧场而进行大幅革新后

的戏曲样式，其代表性剧目、演员、流派的建

立，至今不过几十年时间，这一阶段可称之

为戏曲的“演戏时代”。往前回溯至 20 世纪

之前戏曲的“唱戏时代”，那时，厅堂、庭院、

街头、田野、集市、庙台以及戏园子等都是戏

曲的表演空间。戏曲征服观众的主要手段

是声腔，戏曲演员的音色、音高、声线都传递

着不同的艺术特质，成就了流派纷呈的繁荣

局面。“唱戏”和“演戏”，各有特点，也都创造

了辉煌，都是滋养今天戏曲传承发展的宝贵

传统。

今天的戏曲演出形态，受镜框式舞台影

响最深。20 世纪初，上海等城市出现了一批

适应歌剧、话剧、芭蕾舞等外来艺术的新剧

场。这些新剧场与中国传统舞台不同：台上

是封闭的镜框式空间，台下观众整齐端坐、正

对舞台，难见商贩走来走去、热毛巾飞来飞去

的热闹场景。为走进这样的现代剧场，戏曲

艺术在剧本、唱腔、表演、化装和舞台设置等

方面作出改变。比如，梅兰芳对声腔、手势、

身段“不厌其细”地打磨，把表演艺术做到极

致；再如每天晚上的演出要有一定的完整性，

这与戏曲表演传统折子戏或折子戏连缀的本

戏截然不同。规范的剧场模式推动戏曲艺术

逐渐综合化、专业化，使戏曲从戏台走上舞

台、从广场走进剧场，重塑了 20 世纪的戏曲呈

现样态。

时至今日，戏曲演出空间变得越来越多

样化，呼唤着同样多样化的戏曲演出形式。

这要求我们更全面地发掘戏曲传统，以更长

远的眼光看待戏曲历史长河的源与流。除了

为人熟知的舞台剧目，还有许多存在于厅堂、

庭院、街头、田野的戏曲传统，等待着我们去

追根溯源。京剧《换人间》让声腔艺术回到演

员原声，就是从戏曲的丰厚传统中寻找更多

可能的创新尝试。

跨界融合，适应更多元的舞台

而今，戏曲正在从传统的镜框式舞台走

进大剧院、小剧场、沉浸式演出空间，多媒体、

数字化手段得到广泛应用，进入多场景、多样

态、多风格的发展阶段。这种新型表演空间

带来戏曲艺术现代转型的新可能。

我为北方昆曲剧院编剧的昆剧《国风》，

一开始在传统镜框式舞台上排演，效果并不

好。后来到了大剧院里，我们将写意空间与

现代化背景融合，强化了意境，凸显了表演

性。在传统镜框式舞台，如果只听到一把笛

子一支箫演奏，观众可能会觉得单调；但在

具有现代感的大剧院里吹一把笛子或一支

箫，带来的感受却可以很饱满，因为大剧院

的空间环境能够放大艺术效果。戏曲进入

大 剧 院 演 出 ，并 不 意 味 着 大 制 作 或 人 海 战

术，而是要有足够的气场与能量支撑起庞大

的空间。

不同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成为今天舞

台艺术的重要特征。我为上海歌舞团编剧

的 舞 剧《朱 鹮》《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中 ，芭 蕾

舞、现代舞、民族舞、国标舞、街舞等舞蹈元

素交相融汇，来自舞剧、歌剧、话剧、电影和

多媒体的艺术手段都运用在舞台上。戏曲

艺术拥有跨界融合进而破局出圈的机遇，可

以调动一切手段，使之和谐地融为一体，创

造与当代剧场、当代审美、当代社会相适应

的舞台体验。

作为写意性的艺术形式，戏曲应该对自

己的艺术基因充满自信。传统戏曲在以虚拟

手段表现真实生活的这一点上，与现代艺术

极简美学的表现方法异曲同工。对传统的自

觉贯通，往往能开辟出具有新时代表演艺术

特征的创新境界。扬剧《阿莲渡江》里，我们

着意放大戏曲的“手工”特质。拍打钢板模拟

雷声，用玻璃珠击打蒲扇模拟雨声，用竹筛晃

动黄豆制造出江潮的声音。在京剧《大面》

里，我们摒弃了电动装置，舞台上不出现威

亚、转台、升降台，情节的展示只通过身体和

声音表现出来。我曾建议在表演结束后，不

妨设计环节让大家看戏服怎样一件件收起

来，刀枪怎样入箱，让观众看到舞台背后的更

多艺术流程，看到中国戏曲原来可以这么讲

究、这么美。

面向时代，抵达更广泛的受众

如果我们去读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表

演艺术家关于艺术创作的总结文章，会发现

他们都很自觉地寻找自身艺术道路和所在剧

种之间的关系，寻找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门类

和时代的关系。

时代不断为戏曲艺术现代转型提出新课

题。以戏曲的程式化表演为例，它是对农耕

时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人际交流方式的

提炼，可以娴熟地表现骑马、行船，但在表现

乘高铁、坐飞机时，就无能为力。戏曲在表现

现实生活上存在“盲区”，不能因此就去“屏

蔽”乘高铁、坐飞机等生活内容，而是要想办

法进行艺术实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

从现代舞中获得启发。现代舞不是模仿生

活，而是让你产生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引发你

在观演环境中身体、情感、心灵上的反应。现

代舞能把内在的东西外化出来，甚至比直接

反映现实生活还感人。表现现代生活与现代

人的心灵，舞蹈、音乐、绘画都做到了，戏曲能

不能做到？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研究的课题。

当下，戏曲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资源宝

库：热门网络剧《梦华录》取材于元杂剧；上海

戏剧学院学生用京剧戏腔演唱的古风歌曲短

视频在网上走红；流行歌手与越剧演员跨界

演唱的越腔《知否知否》网络播放量破亿……

传 承 传 统 艺 术 重 要 ，传 播 传 统 艺 术 同 样 重

要。2022 年春节期间，上海京剧院《换人间》

的一场线上展播，观看人数达到 250 万人次

之多。

我相信，在剧场之外，戏曲的潜在观众数

目一定是庞大的。今天的年轻人往往通过网

络欣赏艺术。地铁上的年轻人戴着耳机，同

样可以欣赏艺术。支撑戏曲艺术的观众主

体，不仅是老观众、老戏迷，还包括 80 后、90
后、00 后中关注文化艺术的当代青年。戏曲

传播要结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兴趣和关注热

点，走出单一演出空间，回到日常生活，在多

样态观演关系中让更多人了解戏曲、喜爱戏

曲、欣赏戏曲，参与到戏曲的创作与演出、传

承与传播中来。

（作者为剧作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图为上海豫园内的古戏台和看廊。

夏 淼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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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遗产承载着人们的文化记忆。

纪录片《探宝觅踪——寻找湾区民间文化力

量》聚焦形形色色的民间博物馆，带观众一同

探寻岭南大地上的民俗文化宝藏。色彩浓烈

的粤绣、清香微涩的凉茶、醇和甘滑的米酒、

幽深广邃的围屋，一项项文化遗产组成了一

部讲述生活百态的物质生活史。该片在真实

影像中穿插精致动画，突出岭南地区长久以

来的外贸枢纽特质，将文化遗产与对外交流

联系起来。一批又一批中国商品从这里扬帆

出海，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开放包容。为

讲好传承创新故事，作品着力凸显代入感，邀

请奥运冠军谢思埸、“冰墩墩”设计负责人曹

雪等 8 位不同领域嘉宾，带观众领略民间文

化魅力。情景交融之间，生动展现民俗民风

及其背后代代传承的文化根脉。

（黄竞仪）

记录湾区民俗

传承文化根脉

近年来，近郊旅游悄然走红，房车露

营 、生 态 采 摘 、特 色 民 宿 成 为 游 玩 热 点 。

如何打造近郊旅游地标，怎样把“头回客”

变成“回头客”？文化综艺《野挺有趣》做

了一次有益尝试。节目将拍摄地点设在

风景优美的户外，嘉宾组成策划团队，每

周举办一场主题活动。从主题策划、宣传

设计、场地搭建，到邀请游客、现场组织，

节目生动记录项目从创意到落地的全流

程。旅游之外，节目还提供了观察当代青

年人工作生活的一扇窗口。如在“宠物运

动会”一集，通过嘉宾与宠物管家的交流，

观众能够了解这一新兴职业的专业技能、

职业要求和发展前景。经由近郊旅游沟

通心灵，节目打开叙事空间，展现当代年

轻人多样的职业选择和奋斗故事。

（赵学明）

发挥青年创意

展现多彩人生

美食类纪录片热度不减，形成特色是

创作难题。网络纪录片《灿烂的季节》将

视角深入偏远地区日常生活，发掘原汁原

味的美味佳肴，展示别样风土人情。作品

叙事张弛有度，旁白娓娓道来，既有对美

食制作的细节展示，又有对民俗活动的全

景呈现，通过展示食物与山川地域、时令

节气、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铺展出“一方

水 土 养 一 方 人 ”的 生 活 图 景 。 从 容 的 镜

头转换、质朴的影像画面，保留了真实、自

然、鲜活的乡土生活气息，也让观众获得

身临其境的在场感。作品讲食物，也讲人

与 人 之 间 经 由 食 物 建 立 和 维 系 的 情 感 。

这些看似平凡简单的日常，蕴藏着生活的

智慧，承载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

的理解和对生活的热爱。

（赵雅娇）

探寻食物本源

品尝生活滋味

作 为 一 名 纪 录 片 创 作

者 ，把 美 好 分 享 给 更 多 人 、

让 观 众 有 获 得 感 一 直 是 我

的愿望和追求。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

在网络平台上线后，受到很

多年轻人欢迎，还荣获中国

电视金鹰奖并获得上海电视

节白玉兰奖最佳系列纪录片

提名。这是一部记录“人”的

作品，从赋予一本书生命的

作者、译者、编辑、书籍设计

者，到让书流通起来的书店

店长、图书管理员，再到图书

最终抵达的读者，我们撷取

了写书人、做书人、读书人的

独 特 故 事 ，献 给 天 下 爱 书

人。纪录片的成功很大程度

上归功于这些专注、真诚的

拍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

生动呈现他们的特质，讲好

他们的故事。

在文化休闲方式极大丰

富的当下，纪录片怎么跟网

络直播、短视频、影视剧、游

戏争取观众？关键在于把握

住纪录片的主要竞争力——

有干货，就是既要输出硬核

知识，也要让观众从中受到

启发。在创作过程中，我们

运用“陌生的熟悉化”和“熟

悉的陌生化”两种方法，提升

作品的亲和力。

“陌生的熟悉化”就是把

陌生的知识用观众熟悉的形

式、熟悉的语言去呈现，引发

兴趣。比如，我们讲了一个

人们不那么熟悉的人物——

清代金石学家黄易和他的访

碑图、访碑日记。我们在采

访调研时发现，黄易在访碑

的过程中画了很多画，而且

他会把自己画进去，也会把

不在场的朋友画进去。这就

像那些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发

聚会合影，然后把不在场的

朋 友 制 作 进 照 片 里 的 年 轻

人。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一

个很现代的古人，可称为“多

媒体交互艺术第一人”。用

这种方式，让人物故事更贴

近观众。

“熟悉的陌生化”则反其

道而行之。比如大家都知道

《百年孤独》这本书，但很少

有人知道译者是谁，所以我

们把镜头对准这本书的译者

范 晔 ，观 众 没 想 到《百 年 孤

独》的译者这么年轻英气。人们对小说的固有印象与翻译

者的个人特质形成强烈的张力，自然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还在解说词、画面、剪辑上采取了一些有创意的方

法。比如，我的另一部纪录片《穿越时空的古籍》中有一集

叫《古籍里的盛宴》。纪录片一开场，便以“假如现代人穿越

到宋代能吃到些什么”这个设想开始。我们利用动画形式，

列举了宋代流行的食材、菜品以及饮食习惯和烹饪方式，进

行了“冷知识”科普。大家才知道正是因为那时有了茭白和

胡萝卜，炒菜才开始流行起来，等等。这个片段看似简单，

但为了这几句话，导演查阅了很多资料，花大气力考证了宋

代蔬菜和食物的历史。

创作纪录片这么多年来，我们和一个个性格不同但同

样真诚的人相遇。今年春天，古籍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

生去世，享年 100 岁。沈老把一生献给古籍保护整理与研

究工作，一本《士礼居题跋》，他几十年来一校再校，直到去

世前还在修订，但这些故事却鲜为人知。因为《但是还有

书籍》，沈老一下子出名了，很多媒体、观众前去拜访。本

来我担心会打扰沈老，而沈老却很开心，他说古籍版本目

录学比较冷门，现在年轻人感兴趣是好事。我想，大家喜

爱沈老的故事，一方面是被他在快节奏的当下“择一事、终

一生”的坚定执著所感动，另一方面也是羡慕沈老能找到

自己钟爱一生的兴趣。纪录片中，沈老平平淡淡的一句

“过好每一天”引来网友们的满屏弹幕，年轻人以此致敬沈

老、致敬理想。这就是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重要意义：挖掘

看似平凡实则了不起的人和故事，给观众带来精神力量。

（作者为纪录片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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