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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角度来说，焰火设计不仅是为
了烘托热闹氛围，更是以焰火为媒介，传递
艺术观念和时代气息。

圣火盘光芒四射，盘旋

上升，引燃空中焰火；“太阳

神鸟”旋转展翼，冲向场外，

点 燃 主 火 炬 塔 。 今 年 7 月 ，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焰火表演

以精彩艺术呈现传播体育理

念 ，为 人 们 留 下 美 好 记 忆 。

担任这场开幕式的焰火总设

计师，是我在艺术道路上的

一次难忘经历。多年来，观

众们的热情反馈，激励我在

焰火艺术上不懈求索。

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

明之一，火药技术的发展，催

生出浪漫的焰火艺术。一般

认为，用于燃放焰火的烟花

起源于唐代，宋代开始大规

模使用，而后传承至今。文

献 里 有 很 多 关 于 焰 火 的 记

载，这些内容与科学探索、文

化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印

证了焰火设计是一门“交叉

学科”。点燃的烟花，经由化

学 反 应 在 空 中 绽 放 不 同 颜

色、不同形状，给人以美的享

受。这样富有仪式感的美，

让文人墨客为之抒怀，留下

许多名篇佳句。“东风夜放花

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辛弃

疾词作《青玉案·元夕》寥寥

数字，就借焰火渲染出元宵

节的热闹场面，令人仿佛身

临其境。

如今借助数字技术，焰

火表演可以实现各种艺术创

意。数字技术帮助设计师进

行燃放控制和燃放编程，使

焰 火 成 为 时 间 和 空 间 的 艺

术。每一束焰火都有自己的

数字地址码和时间码，这就

保证了它们在正确的时间，

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设计

师可以在 1 秒钟时间内，同

时控制数千发烟花产品，发

射间隔可在几千毫秒内，搭

配新型燃放特效装置，焰火

形 态 变 得 灵 活 多 样 。 从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步 步 走

来的“大脚印”，到大型情景

史诗《伟大征程》里的金色五

角星，再到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上的“迎客松”，焰火颜色

越来越绚烂，造型越来越好

看，寓意越来越丰富。

从艺术角度来说，焰火设计不仅是为了烘托热闹氛围，更是

以焰火为媒介，传递艺术观念和时代气息。每次设计焰火前，我

们都会根据活动主题，搜集各种资料，找到恰当的创意。比如，

北京世园会开幕式焰火表演就以“繁华时代、精神家园”为理念，

借用 4 幅古代文人画，展现“梅兰竹菊”审美意象，寓意高远的精

神追求。为实现这样的创意，我们从文献典籍里找元素、找灵

感，将古代造园理论与焰火设计结合起来，用借物抒情的园林设

计哲思，让活动现场的夜空变成一处“焰火园林”。同时，我们运

用传统园林窗户样式构建焰火动态，让观众产生一种移步换景

的感觉。高空里的焰火不断变换，汇聚成空中园林里的百花齐

放，美丽动人。

焰火还可以讲故事。以神鸟造型打动观众的成都大运会

开闭幕式焰火表演，就呈现了一个关于大运会的完整故事。

围绕“金色梦想”“青春随笔”两个主题，焰火以激情澎湃的金

色元素，表现运动员追逐梦想的激情活力。开闭幕式上的两

场焰火表演，把圣火点燃和熄灭连缀起来，表达赛事理念。开

幕式上，12 道焰火组成“太阳神鸟”，腾飞着传递金色光芒，点

燃圣火。闭幕式焰火则轻松明快，如同运动员参加大运会后

的一篇心情随笔。圣火熄灭，“太阳神鸟”光芒再现、汇集，在

夜空勾勒出一幅象征和平的“鸽子花”，表达青年们向往未来、

渴望和平的愿望。

焰火设计为何如此打动人心？我想，这归功于其调动情

绪的艺术特质。每一颗烟花都有自己的能量和生命力，点燃

后，光、色、声、烟布满夜空，不仅具有视觉冲击力，也有听觉上

的震撼力。这就形成了焰火与观众的互动，让人随之产生不

同情绪。也因为焰火是在空中，所以具有包容性和公共性，特

别是和大型活动结合在一起，会产生凝聚人心的独特艺术效

果。一场精彩的焰火表演，就是城市的一场艺术仪式。烟花点

燃升空后，它就属于这个城市，由此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相信

在技术与艺术的进一步融合中，尤其是借助数字技术，焰火艺术

一定会更加璀燦。

（作者为焰火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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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舞蹈艺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

展中创新，“国风舞蹈”悄然成为文艺星空中

熠熠闪光的明星。从网上刷屏的舞段《丽人

行》，到火爆“出圈”的河南卫视春晚节目《唐

宫夜宴》，从播放量过亿的舞蹈综艺《舞千

年》，到央视春晚好评节目《只此青绿》，以传

统文化符号创新呈现为特色的国风舞蹈在

网络短视频和电视综艺推动下走出剧场，在

更广大的社会文化空间持续引发传播和关

注。这让我们思考：国风舞蹈为何表现得如

此惊艳和出众？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持续迸

发的原因何在？

舞蹈具有视觉表达
的独特优势

舞 蹈 艺 术 的 特 质 是 以 身 体 为 媒 介 ，超

越语言和文字，诉诸感官和直觉进而抵达

观众心灵与情感深处。在互联网视频平台

强力传播的推动下，国风舞蹈作品凭借中

国古典舞的身体语言优势，触动观众身体

里的文化基因。

这里的中国古典舞并非指复原重现业

已失传的我国古代舞蹈，而是指由当代舞

蹈 艺 术 家 在 传 统 戏 曲 和 武 术 等 动 作 元 素

基础上，提炼和建构的舞蹈语汇体系。同

时，编导和舞蹈研究者依托丰富的文史资

料和出土文物，不断丰富中国古典舞的身

体表达方式，使其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质 感 与 气 韵 。 以 往 普 通 观 众 对 中 国 古 典

舞如汉唐古典舞、敦煌舞和昆舞等了解较

少，很多经典的中国古典舞作品也仅限于

剧场演出。随着短视频平台的海量传播，

在 舞 蹈 综 艺 中 获 得 影 视 化 呈 现 的 中 国 古

典舞经典之作《踏歌》《相和歌》等，获得广

泛关注。

同时，新创精品舞剧中的精彩段落也频

频登上热搜，不断成为“爆款”，如舞剧《杜

甫》中的《丽人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

《晨光曲》、《只此青绿》中的《青绿》以及《五

星出东方》中的《锦绣》。这些精彩舞段原本

在舞剧作品中担负推进情节发展的叙事功

能，但在短视频平台和电视综艺里，作为独

立作品得以传播，原有意涵得以扩展，其传

统文化气质得以彰显，或清丽典雅，或大气

磅礴。例如在《五星出东方》的舞段《锦绣》

中，万千丝线交织的深蓝星空下，身着汉代

风格服装的舞者缓步起舞，国家一级文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呈现在

舞台背景之中。这段舞蹈从演员的妆容和

裙裾，到舞台背景中的织锦护臂与汉代宫

阙，都可以看出编导力图展现的不仅是汉代

宫廷乐舞，更多的是古拙庄严的汉代风韵。

舞段中顿挫感十足的形体动作，带给人们直

观震撼的审美体验。

用跨媒介表达增强
艺术表现力

舞蹈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其完整呈现离

不开表演、音乐、服装、道具和舞美等的深度

融合。取材于唐三彩陶俑的舞蹈节目《唐宫

夜宴》和取材于北宋古画《千里江山图》的舞

蹈节目《只此青绿》，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

书、画、乐、舞一体的综合审美体验淋漓尽致

地传达给当代观众。这充分显示出舞蹈艺

术处理传统文化题材具有独特优势。在影

像新技术助力下，国风舞蹈凸显了文化与科

技融合带来的跨媒介叠加效应。

国风舞蹈将文物、古画、典籍等文化遗

产中富于美学意蕴的元素，转化为身体语言

并 进 行 跨 媒 介 表 达 ，是 其 成 功 的“ 流 量 密

码”。 2023 年央视春晚创意交互视觉节目

《满庭芳·国色》以中国古典舞的动作语汇演

绎中国传统色彩。在传统五色“青、赤、黄、

白、黑”的背后，其实是古人观察到的山川日

月、草木鱼虫，是“清晨天光中的东方既白”，

是“雨过天晴处清雅的蓝”。可见，抽象的传

统色彩透露出的是中国人朴素浪漫、诗意盎

然的自然观和生活观。以这样的诠释为基

础，编导采用同样富于诗意的中国古典舞语

汇以及古典舞中 5 个常见道具，即水袖、折

扇、纸伞、翎子和长剑，将桃红、凝脂、缃叶、

群青、沉香这 5 种传统色彩的风雅韵致展露

出来。作品在视觉设计上运用计算机图形、

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图像生成等技术，使舞

者的动作韵律与背景色彩的泼洒、飞溅、晕

染等动态实时互动，或雅致婉约，或雄浑豪

迈，造就了诗画合一、气韵生动的创意视觉

作品。这部作品使人们看到属于中国人的

浪漫诗意和文化情怀，让更多年轻观众感受

到中国传统文化原来可以如此个性鲜明、飘

逸洒脱。

用持续创新打造传
世经典

从 钟 情 于 视 听 效 果 ，到 在 舞 蹈 中 找 到

文化共鸣，人们喜爱国风舞蹈是因为它能

给当代观众带来审美愉悦、情感价值和精

神 力 量 。 如 果 深 入 观 察 这 些 国 风 舞 蹈 作

品，我们会发现，其审美价值正是源自创作

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成功提

炼和转化。

在舞蹈综艺《舞千年》中，很多古典舞

作品取材于程婴救孤、昭君出塞、桃园结义

等家喻户晓的传统故事，以舞蹈形式向观

众传递忠义正直、侠肝义胆等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价值观念。尤其舞剧《赵氏孤儿》选

段的高潮部分，程婴舞蹈动作的大开大合，

以无声的身体语言表达强烈情感，其审美

力量无需文字描述，令观众动容。这样的

作品通过层层递进的情感共鸣，让今天的

观众走进历史，在古今对话中获得对历史、

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实现精神的升华和境

界的提升。

《唐宫夜宴》塑造的鲜明人物形象——

一群俏皮可爱、玩耍嬉闹的唐代女乐官，这

样“接地气”的人物形象在以往或追求唯美

意境或表现凄美爱情的中国古典舞作品中

并不常见。正如网友所说：“在这群盛装出

行的女子身上，仿佛看到了那个喜欢跟朋友

嬉笑玩闹的自己。”唐代女乐官形象成为连

接传统与当代的纽带。人们在欣赏舞蹈的

过程中，找到了古今相通的情感体验。这或

许就是《唐宫夜宴》打动人心的原因所在。

在国风舞蹈持续“出圈”的同时，我们

也需要清醒认识到，“爆款”舞段的根基是

成熟的舞台作品，是最具舞蹈艺术特色的

身体语言及其审美体验。只有不断创造和

打磨出更多经典舞台作品，才能将舞蹈艺

术以更加多元的形式传播开来；只有积累

足够丰富厚重的舞台作品，才能让舞蹈艺

术历经时代变迁依然充满活力；也只有充

分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并不断将其

转化为具备当代审美价值的舞台作品，才

能获得广大观众的共鸣与共情，进而创造

出真正的传世经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当代观众提供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为文

艺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国风舞

蹈以身体语言触动当代心灵，引领更多观

众探寻传统文化之美。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学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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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舞蹈艺术的魅力展现舞蹈艺术的魅力
张延杰张延杰

核心阅读核心阅读

在互联网视频平台强力在互联网视频平台强力
传播的推动下传播的推动下，，国风舞蹈作国风舞蹈作
品凭借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品凭借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
言优势言优势，，触动观众身体里的触动观众身体里的
文化基因文化基因

舞蹈作为一门综合艺舞蹈作为一门综合艺
术术，，其完整呈现离不开表演其完整呈现离不开表演、、
音乐音乐、、服装服装、、道具和舞美等的道具和舞美等的
深度融合深度融合。。在影像新技术助在影像新技术助
力下力下，，国风舞蹈凸显了文化国风舞蹈凸显了文化
与科技融合带来的跨媒介叠与科技融合带来的跨媒介叠
加效应加效应

从钟情于视听效果从钟情于视听效果，，到到
在舞蹈中找到文化共鸣在舞蹈中找到文化共鸣，，人人
们喜爱国风舞蹈是因为它能们喜爱国风舞蹈是因为它能
给当代观众带来审美愉悦给当代观众带来审美愉悦、、
情感价值和精神力量情感价值和精神力量

截 至 2020 年 底 ，全 世 界 约 有 7600 万

青光眼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

同 年 我 国 儿 童 青 少 年 总 体 近 视 率 超 过

50%。眼健康值得关注。科学纪录片《眼

睛的故事》聚焦眼睛这一精密器官，让观

众了解“看见”的奥秘。 4 集内容分别从

眼睛的构造、被攻克的眼疾、不可逆的致

盲性眼疾和近视防控 4 个维度展开。跟

随 镜 头 ，观 众 可 以 根 据 照 相 机 的 工 作 原

理，了解眼睛的成像过程；与多位眼科专

家对话，探究各类眼疾的形成原因、预防

方法和治疗手段；倾听孩子、青年、老人的

真实故事，感受不同人眼中的世界……作

品在科学内核基础上，通过形象的解释、

生动的故事、通俗的讲述，全面科普眼健

康知识，使观众们懂得：“看见”需要用心

呵护，面对不适不轻视，应对眼疾不恐慌，

正确用眼、护眼、爱眼，擦亮心灵之窗，看见

美丽世界。

（张佳莹）

生动做科普

关注眼健康

八大菜系是中国美食文化精华，与百姓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纪录片《皖美风味》聚焦

徽菜，讲述传统美食如何在当代传承创新。

巢湖鸡汤、菊花豆腐、萧县羊肉汤、徽州臭鳜

鱼……创作团队横跨江淮南北，辗转合肥、宣

城、黄山等近 20 个市县区，找寻了数十道美

味 佳 肴 ，描 绘 出 一 幅 饶 有 趣 味 的“ 美 食 地

图”。从获取食材、加工烹饪到围坐享用，作

品用舒缓的镜头和散文化的旁白，细致介绍

徽菜的丰富滋味与历史由来。为凸显美食与

地方特色文化的内在联系，创作者巧妙运用

“美景+美食”的影像语言，通过特写、慢镜

头、航拍、微观摄影等各类摄影手段，生动呈

现山清水秀的安徽风光。烹饪场景中，青砖

黛瓦的徽派建筑，小桥流水的江南之美，田间

地头的劳作场景，帮助观众从地理和人文角

度理解徽菜，理解美食之于生活的意义。无

论美食还是美景，其中寄寓的，都是我们对生

活的热切期待。

（白 皓）

讲美食美景

展风土人情

戏曲是中华文化瑰宝，凸显中华民族的

独特审美。当下戏曲类节目大多以表演为

主，注重呈现戏曲程式之美。戏曲节目《灼

见》则另辟蹊径，以访谈形式展现戏曲深厚文

化内涵。节目打破“一桌二椅一杯茶”的访

谈模式，嘉宾在轻松的氛围、优美的环境中边

走边聊。节目嘉宾的选择颇具巧思，不仅有

戏曲“名角儿”，还邀请了与戏曲相关的公众

人物。越剧演员茅威涛对话化妆师毛戈平，

探讨充满魅力的东方美学；舞蹈编导邢时苗

和昆曲演员谷好好回到他们共同的母校，探

讨武戏与舞蹈的关系。这些场景生动说明中

华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艺术有着共同根

系，古老的戏曲离当下生活并不遥远。嘉宾

们在交流中金句频出。陶瓷艺术家白明说

“好的艺术遇强则强，常看常新”，新颖的观演

关系令人回味；钢琴家孔祥东说“钢琴键有黑

白，就像人生有起落，只有黑或只有白都不能

奏出最美的旋律”，给观众以启迪。

（周 昀）

谈当下戏曲

悟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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