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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大众对文化遗产产生更

生 动 具 象 的 认 知 ，提 升 游 览 的 趣 味

性、艺术性？这给艺术创作者带来了

新课题。

“舞态良渚”是舞蹈工作者 2018
年发起的良渚申遗社区艺术教育项

目，历时 6 年，共创作 7 部沉浸式作品，

包括《良渚符号》《良渚之赋》《丰收乐

舞》《瑶山雅集》《莫角山雅集》《博物院

雅集》《大屋顶雅集》。

以作品《良渚符号》为例。创作者

从文物符号解读入手，选取良渚博物

院最具代表性的陶罐及其刻画符号，

提炼其中的文化元素，以双人舞、三人

舞和群舞方式来表达。

除了舞蹈动作的编创，与文化遗

址环境交融的场景设计也是增强互动

体验的要素。作品《丰收乐舞》选取良

渚遗址中埋藏炭化稻谷的池中寺粮仓

遗址及其周边的稻田区域，融合舞蹈、

音乐、装置艺术，从视觉、听觉、触觉等

多维度设计场景路线和互动方式，营

造沉浸式、趣味性的体验。

我们还将提炼的文化元素转化为

创意课程。在学校、博物院、艺术中

心、社区活动中心等地开展，这些课程

尤其受到孩子们和家长们的欢迎。一

位良渚文化村社区的妈妈说：“以前

‘良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名字，但经

过这段时间和孩子一起参与活动，‘良

渚’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通过舞蹈呈现，文化遗址的概念走出

了物理空间，走进日常生活。

国 际 古 迹 遗 址 理 事 会 专 家 在 对

良渚遗址地进行评估时，对该项目促

进文化遗产融入当地社区居民的日

常生活、构建古老文明与现代生活和

谐共生的文化氛围做出了高度评价。

良 渚 遗 址 与 大 地 湾 遗 址 分 别 为

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最

重要的大型聚落遗址。近日，我们参

与《天水之门》4D 电影的拍摄，以大

地湾遗址的出土文物及考古场景为

创作题材，从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

文化、文字符号及宫殿式建筑中获取

素材和灵感。拍摄过程中，根据考古

报告中的数据，我们复原搭建了中国

最早的原始宫殿建筑场景。舞者们

手持绳纹陶鼓，围着篝火载歌载舞穿

梭于“宫殿”之间，将折叠的文明时空

打开，铺陈在观众眼前。影片用舞蹈

语言打开“天水之门”，成为表现文化

遗产的创新尝试。

艺 术 创 作 为 文 化 遗 址 的 多 元 阐

释开辟了新的空间。这样的实践仍

在继续。

（作者为“舞态良渚”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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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厚合宜的现实主
义表达，揭示特定时代环
境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命运
及人性深度，新的题材内容
焕发艺术的醇厚美感。

真 实 的 生 活 境 遇 呈
现、鲜活的人物性格塑造、
可信的人物关系设置、自
然清新的表演以及高水准
的影像品质，始终是作品
成功的关键。

进一步融汇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科技科幻等丰
富题材，进一步挖掘微短
剧的创作潜能与形式新
意，技术与影视艺术结合
的发展空间让人充满想
象、分外期待。

一举手一投足，相视一笑，两位

年近九旬的舞者用几个简单动作，演

绎 了 70 年 前 的 一 段 舞 蹈 ，在 场 的 人

为他们动容、欢呼……两位舞者是先

后荣获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的舞蹈

家陈翘、刘选亮。从艺 70 余年，他们

在 生 活 上 风 雨 同 舟 ，事 业 上 互 相 成

就，不变的是他们的艺术追求：从丰

富多彩的生活里汲取营养，在民族民

间文化的沃土中寻找灵感。

“ 舞 蹈 要 反 映 生 活 ，才 有 生 命

力！”陈翘回忆，让他们至今难忘的，

是当年刚到海南歌舞团的场景。当

时，两人经常下乡演出，顶着烈日、跋

山涉水是家常便饭。没有演出时，他

们和当地人在一起劳动，学习当地有

民族特色的歌曲、舞蹈，虽然艰苦，但

也觉浪漫。演出常在晒谷场上进行，

挂一条底幕、两条边幕，就成了简易

的舞台。刘选亮回忆：“即使这样，当

地群众也爱看。一有演出，乡亲们便

都赶来了。”

生 活 ，给 予 他 们 丰 厚 的 艺 术 馈

赠 。 陈 翘 的 舞 蹈 处 女 作《三 月 三》

便 是 在 下 乡 体 验 生 活 中 得 到 的 灵

感 ，之 后 他 们 共 同 创 作 的《踩 波 曲》

《草 笠 舞》《喜 送 粮》《摸 螺》等 优 秀

舞 蹈 作 品 ，也 都 是 深 入 生 活 采 风 的

成果。

创 作 反 映 海 南 第 一 支 女 潜 水 队

队员生活的舞蹈《踩波曲》时，他们跟

着潜水队队员们一起出海，看她们摘

麒麟菜，与她们交流，得到动作创排

的思路；在《草笠舞》中，黎族姑娘横

列 一 排 ，在 延 续 动 律 的 同 时 强 化 提

胯、蹬脚的主题动作；在《喜送粮》中，

伴随作品情绪变化的需要，踢踏舞被

巧妙地融在舞蹈的动律里……在人

物形象塑造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的

民族民间舞蹈语汇，也自然而然地体

现出生活的“原汁原味”。

让刘选亮感触最深的，当数舞蹈

作品《开山歌》的创作。当时，村民要

在崇山峻岭中开出一条水渠，没有什

么 先 进 工 具 ，只 能 一 点 一 点 炸 开 山

路。“他们不惧艰险、迎难而上的场景

深深感动了我，我下定决心：非表现它

不可，而且要表现好！”由于山区的地

形特点，人们在开山时，时常会抓住山

间藤蔓，小幅度地摆荡，这个场景被刘

选亮搬上了舞台。于是，《开山歌》利

用高空荡绳技术，丰富了舞美效果。

让 刘 选 亮 最 满 意 的 ，是 作 品 结

尾 的 处 理 。 他 写 了“ 举 起 大 锤 把 山

开 ，青 山 当 鼓 敲 起 来 ”两 句 歌 词 ，舞

台上，演员一个接一个向前冲，搭起

人梯，最后一名演员冲上最高点后，

举起大锤敲向“青山”，背景是满天红

光，大幕随之慢慢合上。每到此时，

观 众 席 掌 声 持 久 而 热 烈 ，刘 选 亮 也

激动不已。

“深入生活搞创作，并不是‘立竿

见影’的。我们创作的很多好节目，都

是体验生活时间比较长，慢慢与人交

流，真正受到触动后才创作出来的。

创作者如果不能感动自己，作品就感

动不了观众。”刘选亮说。

来到广东后，两人有意识地将岭

南民间舞蹈、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统

一起来，思考创作方向。他们带领南

方歌舞团创作团队，在客家古邑河源

连续创编了三台晚会，包括大型歌舞

晚会《古邑情·客家亲》、大型歌舞《千

年古邑·红色河源》和大型梦幻舞台秀

《桃 花 水 母》等 ，产 生 了 较 大 影 响 。

2005 年 ，陈 翘 提 出“ 岭 南 舞 蹈 ”的 概

念，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举办首届“岭南

舞蹈大赛”，成为延续至今的广东舞蹈

品牌活动。

挖掘民族特色、传播中国文化，

从艺数十载，追求仍不改。陈翘说：

“我们选择了舞蹈事业，就要为它奋

斗终身。”

从丰富多彩的生活里汲取营养

姜晓丹
今年以来，《追风者》《繁花》《南来北

往》《我的阿勒泰》《庆余年第二季》《海天

雄鹰》等剧接连热播，引发关注。国产剧

创作开掘主题题材、提升影像美学、探索

艺术风格，不断丰富内容供给，给观众带

来多元的审美体验。与此同时，微短剧

蓬勃发展、AI 技术赋能等诸多因素形塑

产业新业态与新特征，助推剧集行业形

成创新发展的大趋势。国产电视剧向

“新”而行，以“质”致远，努力实现高质量

发展。

题材出新

向深向内发掘生活肌
理与情感纹理

题材出新一直是剧集创作创新的基

本路径。作品表现什么，关注谁的生活，

不仅与创作者自身的生活阅历紧密联

系，更直接反映创作者的情感所系与艺

术态度。随着文艺工作者紧扣时代脉

动，积极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

作原则，国产剧对题材内容的开掘拓展

愈加深入。

以生态保护为主要内容的《江河之

上》和《江河日上》，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可视化呈现。这两部作品为真

实事件的艺术转化积累了新的创作经

验。《江河之上》艺术化地反映了长江流

域环境司法改革和环境资源审判的生动

实践，交织还原了非法捕捞、装修污染、

废酸毁林、非法采砂等相关环保案件。

《江河日上》将真实发生的典型事件浓缩

在一座城市，让观众了解不同类型环境

污染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危害，引

发观众的反思，起到警醒作用。

年代剧在现实题材创作中占据重要

地位，年代剧的叙事有着绵长的时间跨

度，承载着厚重的年代质感与人物的命

运沉浮。作为《大江大河》三部曲的收官

之作，今年年初开播的《大江大河之岁月

如 歌》具 有 精 神 启 示 与 时 代 镜 鉴 的 意

义。剧中对社会变迁的细致摹写与创业

者的情感世界融合，宋运辉、梁思申的意

志品质与精神亮色在如歌的岁月中得到

检验和历练，雷东宝们在改革大潮中的

蜕变也被审视和反思。年代剧特色同样

鲜明的《南来北往》于今年春运期间播

出，是一部细腻醇厚的优秀之作。该剧

讲述改革开放之初两代乘警的人生故

事，通过火车，刻画出列车上南来北往的

众生相、铁路大院生活的人间情。

金融题材创作有较高的专业门槛，

其话题与民生紧密相连。《追风者》《城中

之城》等剧在金融题材的开掘方面各具

特色。《追风者》中，上世纪 30 年代初上

海滩中央银行的高级顾问、海归英才沈

图南与徒弟魏若来，从紧密相伴到分道

扬镳，再到殊途同归，历尽千帆，红色金

融发展与红色金融人才的成长主线贯穿

始终。《城中之城》中，有才华有抱负的赵

辉在资本、人情的精准围猎下最终沦陷，

其命运故事带有警示作用。

《庆余年第二季》是跨媒介改编和系

列化创作的又一重要样本。在第一季的

基础上，《庆余年第二季》展开了更为宏

阔细密的叙事，完成了对古装剧创作的

创新探索。

与题材出新相比，对题材内容的深

度 开 掘 更 考 验 创 作 者 的 艺 术 把 握 能

力。向深向内发掘生活肌理与情感纹

理，以深厚合宜的现实主义表达，揭示

特定时代环境中的人物性格、人物命运

及人性深度，新的题材内容焕发艺术的

醇厚美感。

美学向新

汲 取 文 学 母 本 的 养
分，构建“慢美学”范式

随着《装台》《大江大河》《人世间》

等一批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的剧集

获得成功，让文学基因为剧集增添骨

血、补充钙质成为一种创作共识。今

年一些由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

现象级剧集，有的进行了似同实异、

比肩而立式的改编，有的对原作者

多篇作品进行了交融式的改编，这

些都彰显了改编创作中日益成熟

的 艺 术 自 觉 ，也 积 累 了“ 以 我 为

主”、创新改编的新经验。

在 影 像 美 学 上 ，也 各 有 特

色 。《繁 花》的 镜 头 语 言 摇 曳 生

姿 ，光 影 、色 彩 、景 别 造 型 富 有

美 感 ，电 视 剧 叙 事 美 学 与 影 像

美 感 圆 融 均 衡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克 服 了 影 像 对 叙 事 的 挤 压 ，为

电 视 剧 影 像 水 准 的 提 升 带 来

启示。

作为一种新的审美经验与

美学范式，由《去有风的地方》

《故乡，别来无恙》等作品带来

的“慢生活”“慢美学”与“返乡

叙 事 ”等 创 作 倾 向 值 得 总 结 。

在此基础上，《我的阿勒泰》进一

步 拓 新 。 剧 中 所 呈 现 的 边 陲 牧

场 辽 阔 静 谧 ，对 身 心 合 一 的 生 活

美学与生活理念的鲜明追求，民族

风 情 、散 文 化 美 学 与 戏 剧 性 的 适 度

糅合，使《我的阿勒泰》给观众带来沉

浸的美学体验。

都市情感剧聚焦不同年龄层人群的

人生境遇与情感心态。从去年的《无所

畏惧》《好事成双》到今年的《烟火人家》

《玫瑰的故事》《时光正好》《承欢记》，女

性的情感境遇、职场奋斗等是这类作品

重点表现的内容。这些剧在爱情关系、

家庭格局、职场生活、人际交往等方面，

有着较充分的叙事表达，是融媒体环境

中女性创作者不断增多、女性观众比例

较大在创作面貌上的具体反映。需要关

注的是，个别作品存在过分渲染夸大现

实困境的表达，或对婚恋故事的艺术呈

现过于浪漫化。

真实的生活境遇呈现、鲜活的人物

性格塑造、可信的人物关系设置、自然

清新的表演以及高水准的影像品质，始

终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上半年剧集创

作在光彩夺目又多姿多态的美学风格

追求中，对文学母本丰富养分的汲取，

剧集改编创作中愈加自信的艺术自觉，

渗透在人生态度与日常生活中的“慢美

学”范式，都显示出剧集创作的美学向

新面貌。

业态更新

融媒发展不断加速，
为创作带来深刻影响

爱奇艺、腾讯、优酷等网络平台快速

发展，由此衍生出网剧、微短剧的新形

态，足见融媒发展不断加速，为创作带来

深刻影响。随着 AI（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应用，融媒生态还将发生可以预见

和难以预料的质变，融媒生态的变化

甚至是迅疾变化，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化趋势。

《中 国 网 络 视 听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

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 10.74 亿人，网民

使用率 98.3%，网络视听“第一大互联

网应用”地位愈加稳固。2023 年全年

共 上 线 重 点 网 络 微 短 剧 384 部 ，较

2022 年的 172 部增加 1 倍多。调查显

示 ，经 常 观 看 微 短 剧 用 户 占 比 达

39.9%，31.9%的用户曾为微短剧内容

付费。

微短剧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以

及随之伴生的审美偏好，剧集由长到

短可能是大趋势，也将进一步改变剧

集产业业态。2024 年初，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发布“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

计划，为微短剧发展培育正向的文化

环境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促使微短

剧摆脱庸俗泛滥、乱收费等不良状况，

走上健康大道。微而不弱，短而不浅，

微短剧才能有长效发展。

AI 技术赋能影视创作，首先实践

的是微短剧和剧集大制作，由此形成

“微短剧和剧集大制作影响大，其他制

作稳态化趋势强”的格局。今年 3 月，

电视剧《三体·周年纪念版》上线，由原

版的 30 集缩减到 26 集，在尊重原本故

事结构和内核的基础上拉紧节奏，注

重表达文明进程、科学力量等主要内

容。AI 微短剧也在蓬勃发展。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的《中国神话》《AI 看典

籍》《英雄》《爱永无终止》《奇幻专卖

店》等产生了一定反响，显示 AI 微短

剧的创作潜力。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

导，多家机构制作的《柒两人生》《三星

堆：未来启示录》《如果 AI》《AIGC 三

国》等微短剧，在题材、情节、想象力诸

多方面拥有纵跨古今的艺术视野，也有

对人情、勇气与爱的细腻表达。进一步

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技科幻等丰

富题材，进一步挖掘微短剧的创作潜能

与形式新意，技术与影视艺术结合的发

展空间让人充满想象、分外期待。

根据第三方的数据统计，当下剧集

市场“马太效应”犹存，大平台、大机构、

大制作仍然在吸引大部分观众的注意

力。几大播出平台在剧集创制、购买、竞

播等方面综合实力进一步加强，二轮剧、

多轮剧在卫视黄金档播出成为常态。大

投入大制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剧

集质量、实现高效传播，但如果买方市场

过度集中，也会影响剧集创制机构在市

场上的议价自主权，从长久看，可能对市

场的充分竞争有所影响。让好剧接力绽

放荧屏，需要进一步激发各方创新创造

的活力。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

院教授）

图①：电视剧《南来北往》剧照。

图②：电视剧《三体》海报。

图③：电视剧《我的阿勒泰》海报。

图④：电视剧《大江大河之岁月如

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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