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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技巧为内容服务，只有孜孜以求、
精益求精地打磨作品，才能实现“科技+艺
术”的叠加效应，作品才能更打动人心。

将舞台艺术搬上银幕的实

践由来已久。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拍摄的就是京剧艺术

家谭鑫培的舞台表演。新中国

成立后，舞台艺术电影成为重

要的电影类型，出现了《梁山伯

与 祝 英 台》《野 猪 林》《杨 门 女

将》《智取威虎山》等一系列脍

炙人口的作品，既传播了优秀

舞台艺术，也拓展了电影艺术

的外延。如今，科技进步推动

国产电影制作升级，新技术越

来越多地应用到舞台艺术电影

的创作中。

2015 年，我们启动歌剧电

影《白 毛 女》拍 摄 项 目 。 歌 剧

《白 毛 女》是 中 国 首 部 民 族 歌

剧，也是为人们所喜爱的红色

经 典 。 为 了 让 当 代 观 众 身 临

其境地感受歌剧的艺术魅力，

我们决定将它拍成一部 3D 电

影。拍摄过程中，我们不断调

整和完善技术方案。比如，歌

剧《白 毛 女》大 幕 拉 开 就 是 人

们耳熟能详的唱段《北风吹》，

窗 外 的 漫 天 大 雪 不 仅 是 故 事

缘起，也是烘托气氛的重要意

象 。“ 雪 花 ”看 似 简 单 ，拍 摄 起

来却并不容易。从技术上讲，

立 体 电 影 每 个 画 面 都 由 左 右

眼看到的两个画面构成，而雪

花 这 样 微 小 的 物 体 在 两 个 画

面 合 成 时 ，容 易 出 现 偏 差 ，造

成“重影”。经过反复试验，我

们最终采用数字特效合成“下

雪 ”，取 得 了 令 人 满 意 的 视 觉

效果。

《白毛女》的关键情节是喜

儿被地主逼迫逃进深山，头发

由黑变白，这是剧名“白毛女”

的由来。为表现这一情节，我

们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蒙太奇艺

术的优长，加入许多舞台上难

以表现的内容。在咏叹调“恨

是高山仇似海”的前奏部分，电

影增加了喜儿在山间奔跑、在

庙里偷食贡品等闪回镜头，同

一 个 机 位 拍 摄 了 3 组 喜 儿 画

面，用数字特效重新建模，把喜

儿头发由黑变白的全过程完整

呈现在银幕上。技术手段的应

用，让人物形象更有表现力和

感染力。

为了扩大舞台艺术精品的传播，2018 年底“4K+5G”舞剧

《天路》影院直播计划正式启动。比起电视直播，大银幕对影

像质量要求更高，5G 直播时 1 秒钟 50 帧的 4K 高清画面，对技

术设备是巨大考验。整整 6 个月时间里，影视、通信、录音等

行当数十位技术专家密切配合，反复测试画面声音质量，为直

播计划保驾护航。技术的成功只是第一步，艺术上的高标准

高质量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天路》的舞台灯光都是针对剧

场设计的，一些表现月光下、酥油灯下的场景，在剧场中观看

唯美别致，但拍摄出来效果欠佳。我们在不改变舞台演出灯

光效果的前提下，利用电子调光调色等技术手段，确保影院观

众也能欣赏到和剧场同样的效果。舞剧《天路》最终在首都电

影院实现 5G 同步直播，数百名电影观众与国家大剧院内的现

场观众同时欣赏了一场精彩演出。14 米宽的 LED 大屏幕配

合数字环绕声技术，深深震撼了观众。演出结束时，影院观众

与剧场观众同时起立鼓掌、热烈欢呼。

我还很荣幸地担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的电影版总导演。从接受任务

进组开始，我天天泡在排练场，看排练、听音乐，对 120 分钟的

节目进行详细分镜头设计，再根据排练录像研究摄影机位，制

定详尽的拍摄方案。团队采用 8K 电影超高清技术，运用 8 台

摄影机同时拍摄，积累了海量拍摄素材。在后期剪辑过程中，

我们借助电影的叙事节奏，通过不同景别角度的镜头转换，简

化舞台换幕换场过程，进一步凝练叙事主题。此外，电影增加

了珍贵的历史影像和纪录片镜头，与原有素材进行融合剪辑，

并辅以绿幕拍摄合成等技术手段，力求展现最好的电影画

面。全片 1800 多个镜头中特效镜头多达 1200 余个，显著增强

了艺术感染力。影片上映后不仅受到观众欢迎，也得到众多

参与演出编创的舞台艺术家肯定。

今天，各种艺术门类互融互通，各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

极大拓宽了文艺的表现空间。但我们深深知道，创作技巧为

内容服务，只有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地打磨作品，才能实现“科

技+艺术”的叠加效应，作品才能更打动人心。我相信，随着

科技发展，未来将有更多舞台艺术精品通过大屏小屏与广大

观众见面，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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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快的叙事节奏，清晰的人物关系，短小

的篇幅体量，网络视听“新秀”微短剧越来越

受到关注。如何打磨出有意思、有意义且好

看 耐 看 的 微 短 剧 ，是 摆 在 创 作 者 面 前 的 课

题。网络微短剧《追捕者》从剧情、人物、服化

道等方面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作品剧情融

合刑侦、悬疑、谍战等元素，讲述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为维护社会治安、成立专案组侦破重

大案件的故事，通过精巧的悬念设置，抽丝剥

茧层层揭示真相。针对微短剧“短平快”特

色，作品集中塑造了陈文俊这一人物形象，他

是忠诚担当、恪尽职守，守护百姓安全的专案

组组长，也是内心细腻、关爱他人的师父前

辈，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值得一提的是，作

品在年代感的营造上下了功夫，虽然无法媲

美院线大制作，但街道阁楼、桌椅纸笔等都贴

合了故事背景，打破了微短剧“制作粗糙”的

刻板印象。形式为内容服务，微短剧精益求

精、突出内涵的创作方式值得期待。

（刘 兴）

快节奏讲故事
小体量传深意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是意气风发的

我们，这是风华正茂的自贸港。”近年来，海

南自贸港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如何将一幅

宏 大 的 奋 斗 图 景 ，浓 缩 在 每 集 30 分 钟 的

篇幅里？纪录片《风华正“贸”》聚焦平凡奋

斗者，通过对一批自贸港建设者故事的影像

叙述，折射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的生动实

践。后浪、选择、奔跑、家乡、朋友、并肩、弄

潮、筑梦 8 个主题，每个主题 3 个人物，24 组

故事共同彰显个人努力与时代发展的同频

共振。“海上森林”守护者冯尔辉、飞机“美容

师”李猛、用茶叶铺就“致富路”的村民黄芳

德、做上“国际生意”的冲浪店主黄文育……

各行各业奋斗者讲述自己的故事，增强了作

品的代入感和共情力。作品还融合无人机

航拍、近距离拍摄、超长焦远摄、水下拍摄等

手段，用丰富的视听素材辅助讲述故事。活

力满满的奋斗者群像背后，正是我们昂扬向

上的时代精神。

（吴 耘）

绘自贸港气象
展奋斗者精神

火锅是备受人们喜爱的美食。网络纪

录片《生活如沸》第二季以火锅为切入点，

洞察生活百态，探寻人文内涵。创作者深

入大江南北，寻找风味独特的各式火锅，在

展示制作过程的同时，呈现有趣有爱的人

物故事，让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作品延续

第一季“从火锅里品尝人生百味”的创作理

念，在文案和剪辑等方面注入更多巧思，内

容 更 加 活 泼 有 趣 ，有 效 引 起 观 众 的 好 奇

心。近年来，美食类纪录片如雨后春笋，不

断丰富观众的文化“餐桌”。如何在一众高

水准作品中脱颖而出，成功抓住观众“味

蕾”，成为创作者面临的挑战。《生活如沸》

系列作品视角独特，将重心放在表达美食

背后的人文内涵。火锅是载体，亲情、友

情、乡情等不同情感为主线，感动了不少观

众。需要注意的是，美食和人文在纪录片

中的比例应“调配”适当，保持美食故事的

“原汁原味”。

（王 亮）

借美食谈生活
以故事引共鸣

从开场“苦瘠甲天下，十年九干旱，路远

沟深山连连，一步一声叹”到剧末“花儿遍地

开，源头活水来，欢歌闽宁镇，鼓乐传天外，九

曲黄河万仞山，历史开新篇”，原创民族歌剧

《山海情》深情讲述发生在宁夏西海固的温暖

故事，倾情讴歌了中华大地上的人间奇迹。

作品以歌剧艺术演绎现实生活，以题材的时

代性和故事性、声乐的民族化和戏剧化，给观

众带来独特艺术体验。

艺术呈现“闽宁模式”，
唱响时代主旋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

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如期打

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闽宁对口扶

贫协作”重要战略决策实施以来，闽宁两省

区不断拓展协作深度，跨越山海的情缘结出

累累硕果。闽宁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移

民之初的 500 元左右，增长到 2021 年的 1.6
万余元。脱贫攻坚典型事迹为文艺创作提

供了丰厚素材。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优

秀的文艺作品应当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引

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民族歌剧《山海情》紧密

依托现实背景，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进行再

度艺术化加工，通过舞台艺术的诠释，讲述了

在陈金山等援宁群体帮助下，西海固地区以

得福、水花为代表的干部群众告别常年风沙、

遍地干旱的故土，从山里搬迁到银川附近的

平原，开荒拓土、共奔小康，把戈壁滩改造成

塞上江南的动人故事。

作品着重塑造了福建援宁干部、挂职副

县长陈金山这一人物形象。“风尘岁月记挂着

村村寨寨，此生无悔，深沉我爱，那是一片赤

子情，与家国同在”，正如唱词描绘的那样，陈

金山远离家乡，来到黄沙漫天的戈壁，走沙石

路，吃咸干菜，一腔热血投身扶贫事业。他与

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组织招工增加收入，种植

菌草发展庭院经济，帮助农民申请无息贷款，

积极推动扬黄工程和土壤改良，一步步把干

沙滩变成金沙滩。

陈金山是大批福建援宁干部形象的缩

影。闽宁协作开展以来，福建先后派出 200
多名援宁干部，更有数千名教师、医生和科技

人 员 跨 越 山 海 ，不 辞 辛 苦 来 到 宁 夏 接 力 帮

扶。马铃薯、菌草、葡萄酒、能源开发等产业

在当地兴旺起来，闽宁生态移民示范村、闽宁

学校、闽宁儿童福利院、闽宁敬老院、闽宁扶

贫产业园拔地而起。随着闽宁协作的深入开

展，宁夏相继孵化出 160 多个闽宁示范村，近

60 万宁夏贫困群众受益，走出了一条东西部

对口扶贫协作帮扶的“闽宁模式”。在宁夏

6.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镌刻着“闽宁”

印记。一个个帮扶成果背后，蕴藏着许多感

人故事。作品用动人的情节、凝练的唱词，将

这些故事浓缩在陈金山等人物身上，让观众

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勠力同心摆脱贫困的决

心和勇气。

发挥歌剧抒情优长，
讲好脱贫攻坚故事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

踩坚实的大地。民族歌剧《山海情》的动人

心魄之处，还在于依托现实创造性地塑造了

县移民办干部得福这个充满生活气息的人

物形象。

得 福 形 象 源 自 脱 贫 攻 坚 一 线 的 奋 斗

者。在脱贫攻坚事业中，数百万扶贫干部任

劳任怨、苦干实干，将最美的年华献给了脱

贫事业，涌现出许多感人的先进事迹。多年

来，宁夏先后多批次派出驻村工作队、第一

书记、驻村干部同乡村干部一道奋战在脱贫

第一线、攻坚主战场，9 位同志把生命定格

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得福形象的成功塑

造，让观众感受到宁夏扶贫干部的无私奉献

和满腔热忱。

得福自幼成长在西海固山区，深知摆脱

贫困对家乡百姓的重要意义。他是一个有血

有肉、有爱有梦想，也有内心冲突的扶贫干

部。回到故土，有开展工作的便利，也有对长

辈亲友做思想工作的难处。创作者巧妙处理

人物与环境、扶贫干部与群众等关系，有分歧

更有共识，有波折更有温情，在情感交织中展

现得福坚韧的品格、丰富的内心和不懈的追

求。与水花的爱恋、对大有叔的开导、对得宝

等 离 家 出 走 的 无 奈 、对 太 奶 奶 的 帮 助 引 导

……一系列故事情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恰

到好处。

歌剧是以唱为特点的戏剧，长于抒情。

《山海情》在男女高音的选择和音乐设计上

别具匠心，既发挥西方歌剧特点，更传承民

族音乐风格，嵌入了符合当代审美旨趣的创

作理念、音乐元素。咏叹调和宣叙调的巧妙

安排、戏剧性和抒情性的相辅相成，有力传

达了“山海情”的情之所在。男高音王宏伟

声音清亮高亢、情感表达细腻、音色转换自

如。女高音龚爽从容爽朗、嗓音甜美、大气

灵动，演绎出女主角水花内心的细腻、坚定

和乐观。《圪梁梁上喊苍天》《天边风起云飞

扬》《赶路不负人行早》《长风送我去远行》等

一系列男女独唱、重唱、合唱片段，在歌词编

写、音乐设计上注重节拍以及音律的悠长韵

味，增强了艺术张力。

同时，作品根据宁夏地域特点，在对白和

演唱中恰当运用方言，更好体现民族歌剧的

特征，也更加契合听众的审美需求。音乐设

计的灵动鲜明、人物塑造的精细用心、场景布

置的生动逼真，共同带领观众走进脱贫攻坚

的历史现场。比如在植被稀缺、风沙骤起的

布景中，演员“眼泪的花儿飘满了，哎滴呦，眼

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的反复吟唱，使情绪传

达愈加浓烈而凝重，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

《山海情》用典型人物切入宏大时代主

题，是中国声乐民族化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声

乐艺术反映时代生活积累了创作经验。“数不

清解决了多少问题、克服了多少困难”“创建

共同富裕的新家园”，正如剧中富有感染力的

唱词所表现的那样，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定

有更多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值得歌唱。

上图为歌剧《山海情》剧照。

国家大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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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出闽宁携手的山海深情唱出闽宁携手的山海深情
安安 民民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脱贫攻坚典型事迹为文脱贫攻坚典型事迹为文
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素材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素材。。原原
创民族歌剧创民族歌剧《《山海情山海情》》深情讲深情讲
述发生在宁夏西海固的温暖述发生在宁夏西海固的温暖
故事故事，，倾情讴歌了中华大地上倾情讴歌了中华大地上
的人间奇迹的人间奇迹

歌剧是以唱为特点的戏歌剧是以唱为特点的戏
剧剧，，长于抒情长于抒情。《。《山海情山海情》》在男在男
女高音的选择和音乐设计上女高音的选择和音乐设计上
别具匠心别具匠心，，既发挥西方歌剧特既发挥西方歌剧特
点点，，更传承民族音乐风格更传承民族音乐风格，，嵌嵌
入了符合当代审美旨趣的创入了符合当代审美旨趣的创
作理念作理念、、音乐元素音乐元素

《《山海情山海情》》用典型人物切用典型人物切
入宏大时代主题入宏大时代主题，，是中国声乐是中国声乐
民族化的一次有益探索民族化的一次有益探索，，为声为声
乐艺术反映时代生活积累了乐艺术反映时代生活积累了
创作经验创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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