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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苦苦坚守一生的东西，究竟
是什么？人们冥思苦想的答案，已经
写在了这一群人的故事里。这种代
代传承的精神，树起了一座灯塔，引
导着后辈们不断前进。

聚焦文化新业态

我从《心有大我 至诚报

国——黄大年》一书开始走

上报告文学创作之路。8 年

来，我始终寻找着被一种强

大精神力量震撼的感觉。新

中国成立之初，哈尔滨工业

大学一代青年学者奔赴理想

的奋斗故事，给予我的正是

这种力量。

20 世 纪 50 年 代 ，800 多

名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召，

从 各 地 齐 聚 哈 尔 滨 。 在 10
余年时间内，他们创办了哈

工大的 24 个新专业，为我国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国家

工 业 化 建 设 作 出 了 突 出 贡

献。这支平均年龄只有 27.5
岁的青年人才队伍，被称为

哈工大“八百壮士”。我希望

能用手中的笔，把这段分量

很重但少为人知的故事忠实

呈现。

《“八百壮士”今何在：我

们时代的哈工大》与我以往

的创作有很大不同，此前书

写模范人物如黄大年、钟扬、

王继才、李德威等，基本上围

绕个人成长脉络，遵循线性

叙述逻辑。而本书要写百年

名校哈工大这个“集体”，并

以此为缩影展现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奋斗史，难点在于个

体 、集 体 和 时 代 叙 事 的 融

合。面对卷帙浩繁的材料，

如何切中肯綮而又错落有致

地展现人物身后这所高校的

历史？开篇从何处落笔？哪

位“壮士”第一个出场？哪个

场景第一幕铺陈？我反复思

考，最终把本书开篇设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新中

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现

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

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

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

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

造。”于是，从第一章《“铁将

军 ”与 他 的“ 十 四 行 诗 ”》开

始，一位位科学家在漫天飞

雪中向我走来，作品架构至

此逐渐清晰。我甚至能够感

受到，那个时代、那群人的声音反复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仿

佛他们刚刚才挥手告别，还未走远。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和报

国之志。无论是在战火纷飞时远渡重洋，还是在改革开放

后出国深造，他们在留学期间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被国外专

家一再挽留，并被许以优渥的待遇和条件。但无一例外，他

们都选择了回国。他们看到了彼时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

差距，于是下定决心把追赶、超越作为努力的方向。“我的国

家再穷，她是我的祖国”“任何诱惑与恐吓，都阻挡不住祖国

的召唤，都改变不了科学家那觉醒了的中国灵魂”……一颗

颗赤子之心让人动容。

让我难忘的还有那种耐得住寂寞、遇到困难从不退却

从不叫苦的精神。刘永坦院士团队的新体制雷达之路，从

开始方案论证到建立实验站再到实现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

突破，历时 8 年；从实验项目转化成完整的雷达系统，又用

了近 20 年。团队成员的这 20 年都是在自然条件非常恶劣

的艰苦环境中度过的。 20 年中，一名名风华正茂的大学

生、博士生、教授，在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挥洒汗水，迸发智

慧。他们苦苦坚守一生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人们冥思苦

想的答案，已经写在了这一群人的故事里。

最后成稿时，我艰难地取舍着 20 万字初稿的文字，定

下“1950 年”“北上”“底色”“一新”“功夫”“风华”“回响”“归

宿”几个章节题目，将历史的碎片分门别类地串联起来，让

不同时代的哈工大人在故事中看得到彼此的背影，寻得到

各自的足迹，共同展示一种精神力量。这种代代传承的精

神，树起了一座灯塔，引导着后辈们不断前进。

当下，每分每秒都有新的话题、新的热点，人生也有更

多可能。但我还是想让读者了解到，仍然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他们紧盯国际前沿的“无人区”，为

了一个数字、一个信号、一段光谱，发出一个人所能发出的

最大光亮。我笔下的故事，并不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那一

群人，这是一个薪火相传、前后相继的群体，是爱国奉献、艰

苦创业的奋斗者的缩影。千千万万的奋斗者们，在中华民

族复兴伟业中写下了精彩篇章，他们的故事，值得后来人书

写、铭记和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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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鼻梁、脸颊抹上白色油彩，扮相风

趣滑稽、唱词生动诙谐，这就是接地气的白字

戏丑角形象。从艺 30 多年来，我演过很多不

同角色，最受观众喜爱的还是丑角。这一次，

“白鼻仔”亮相网络直播间，不仅为剧团赢得

了关注，更让白字戏这一稀有剧种走进了广

大网友视线。

发源于元末明初的白字戏，唱段多以古

代经典故事和百姓生活为主题，讲求用“戏中

有戏”的方式，表现地方人文风貌。历经 600
多年传承发展，该剧种作为广东海丰的地方

戏，承载着人们的乡音乡情。

作为稀有剧种传承人，要担起薪尽火传

的责任。受方言演唱限制，白字戏一度难以

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我们尝试丰富表演形式

和传播方式，组织“戏曲名家进校园”活动，举

办 戏 曲 公 益 培 训 班 ，还 将 著 名 唱 段 拍 摄 成

MV，在各地 KTV 推出。这些努力收获了不

小成效，拓展了观众群体，但大家总觉得，还

差一个更好的机会。

几年前，线下演出受限，团里有年轻人提

出，试试网络直播。我们赶快注册了直播账

号，当天连续发布了 5 条下乡演出的视频片

段，没想到浏览量有 1 万多，网友们踊跃评论

点赞。“冷门”戏曲在网上受到热烈欢迎，让我

们备受鼓舞，渐渐地，直播观看人数不断上

涨，剧团收获了成千上万来自天南海北的戏

迷。现在，每一次现场演出，我们都会架起手

机进行直播。

随着直播场次增加，我感到不能只把演

出搬上网络，还要探索传统戏曲“触网”的规

律。要扩大影响力，就要知道“直播间里的白

字戏”究竟魅力何在。在这方面，观众最有发

言权。我们一条一条地仔细阅读弹幕和留

言。有些观众说，自己在海外打拼，打开直播

间，看看你们的演出，听听唱段，就像回到家

乡，跟亲朋好友把酒言欢。也有的观众说，像

回到小时候，听戏台子上的锣鼓齐鸣，特别有

归属感。还有不少网友说，在唱词和表演中

感受到了汕尾的风土人情，看到了祖国的大

好河山。

这让我深深感到，在直播间这方小舞台

上，蕴藏着传统戏曲传承创新的密码。演绎

地方故事、抒发乡情，不正是“戏中有戏”的特

色所在？于是，我们一边增加《秦香莲·三对

面》《珍珠记·高文举思亲》等经典剧目的直播

场次，把乡情乡音送到更多在外打拼的“老戏

迷”面前，一边精简优化直播演出内容，突出

本地文化特色，让更多“新戏迷”看得懂，品得

出剧种独有的韵味。丰富的直播内容“圈粉”

了一批年轻观众，其中不少人觉得直播不过

瘾，专程来观看我们的线下演出。不久前，我

们刚刚公布线下演出时间，就有广州、深圳、

香港等地的线上观众要赶来海丰“占座”看

戏，全团深受感动。

传统艺术有一条规律，只有站上戏台、面

向观众才有生命力。直播的尝试与成绩，充

分印证着稀有剧种不缺少吸引目光的精湛技

艺，也不缺少打动人心的文化底蕴，借力网络

直播的虚拟舞台，抓住直面观众的机会，就能

找到更多传承创新的办法。

比如解决留住人才的难题，网络直播发

挥了一定作用。除了整场演出，团里不少年

轻人开始尝试直播和短视频。过去一段时

间，我们面临后继无人的风险，如果演员“身

在曹营心在汉”，就难以专注于技艺精进。但

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在舞台上站

得住脚，再小的角色也得历练 5 年，要真正扛

起大角色，起码得 10 年。网络直播能够较好

地平衡这个问题，不仅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演

员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和观众的“云互

动”，年轻演员们提升了知名度，能切身感受

到戏曲的市场潜力和自身价值，坚定从艺的

信心和信念。

曾有人问，怎么在网上推广传统戏曲？

思来想去，我们的经验是真诚与真实。剧团

在网络直播上并不专业，人手少，没有专门的

文案、策划、拍摄团队，大家都是身兼数职，加

上演出任务多，所以做网络直播、剪辑短视

频，都是出于保护好、传承好地方戏的真诚，

呈现的演出现场和日常点滴也许不够精美，

但无比真实。我想，正是这样的真诚和真实，

打动了云端的观众。除了直播，大家拍摄的

下乡演出、排练、教学、进校园等视频点击量

也很大，说明人们喜欢的不仅是台前的演出，

还有幕后花絮。这些戏台之外的内容，打开

了人们了解传统戏曲的另一扇窗口。

城市乡村，戏曲舞台日益完善，网络空

间，虚拟舞台越来越红火。接下来，我们要多

多修炼“内功”，编排一些好戏，让更多精品剧

目 打 破 空 间 限 制 ，抵 达 网 上 网 下 的 更 多 观

众。我们相信，只要不懈努力，用好互联网时

代的传播手段，“冷门”也可以热起来。

（作者为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白字戏代表性传承人，本报记

者姜晓丹采访整理）

让让““冷门冷门””艺术热起来艺术热起来
吴佩锦吴佩锦

下图为广东省海丰县南湖风景。

王梓炜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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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表

演（直 播 与 短 视 频）行 业 发 展 报 告（2023—

2024）》显示，2023 年我国网络表演（直播）行

业市场营收规模达 2095 亿元，较 2022 年增长

5.15%。演艺直播已经从对线下演出的“转

播”拓展为定制化的演出形式，成为戏剧、声

乐、曲艺、舞蹈、器乐等艺术类型的常规演艺

路径。演艺直播作为文艺表演的新媒体传播

渠道，折射着人们生活方式、审美风尚、文化

需求的新变化，在拓宽演出市场、推动艺术创

新、助力文化传播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网络直播始于本世纪初，随着 5G 通信技

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其形式和内容持续

拓宽，演唱会、音乐节、文艺晚会、戏剧等演艺

活动陆续亮相网络直播间，短视频平台的年

度演艺类直播场次、场均观看人次、评论点赞

数量都在不断攀升，出现了如潮汕英歌、环境

式越剧等产生广泛影响的成功案例。

新媒介拓展出演艺内容新气象，开拓出

演艺新生态。凭借庞大的内容体量、实时互

动的媒介优势、评论打赏的反馈机制等，演艺

直播已经成为大众熟知的文艺表演平台，推

动着艺术的交流互动与创新发展。这里有庄

重典雅的古典音乐，也有或悠扬或激昂的民

族音乐；这里有中央民族乐团、国家话剧院等

知名院团的演出，也有湖南腊尔山、河南马庄

村等来自基层、充满生活气息的“村晚”；这里

有世界知名艺术家，也有各年龄段的艺术爱

好者。与传统线下演出不同，除了表演本身，

直播间也包含了练功、教学等内容，拓展了艺

术的呈现维度。而艺术交流、同台竞技也是

演艺直播的热门活动，戏曲主播发起的同剧

种“斗戏”表演，器乐主播发起的古筝和琵琶

连麦、二胡和钢琴比拼等，都吸引了大量观

众。另外，短视频平台对文艺热点话题的敏

锐，也直接反映到演艺直播的内容呈现上，提

升了文艺的现实感和影响力。比如动画电影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大量唐诗主题的吟诵、

音乐会等文艺表演出现在直播间，掀起一阵

唐诗诵读热潮。此外，直播间即时点评和观

众随时进出的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与

督促文艺表演精益求精、创新突破。

互联网的丰富性和活跃度在演艺直播中

有着鲜明体现。在网络传播助力下，演艺直

播不仅吸引着越来越多艺术专业人士，也让

小众文艺从业群体被看见并找到知音。以抖

音平台的统计数据为例，截至 2024 年 6 月，已

有 50 个“天下第一团”（稀有剧种）入驻该平

台。演艺直播间里，唢呐、古筝、马头琴等民

族乐器表演收获了上百万粉丝，羌笛、伽倻

琴、潮尔、晋南威风锣鼓等非遗项目，广东省

海丰县白字戏、河南省内乡县宛梆等稀有地

方剧种也在直播中获得广泛关注。直播打赏

为稀有剧种演员增加了收入，以往线下演出

的上座率与喝彩声，化作网络上的点击量和

好评度。演艺直播在传播艺术、传递美、传承

文化的同时，也为表演者带来了收益，提振了

文艺工作者对行业前景的信心。部分地方基

层文艺院团因此有了新舞台，有了解决人才

流失、演出市场萎缩等问题的新出路。

新的观演关系、传播方式，必然对演艺内

容的创作流程提出新要求。经过近年来的演

播实践，演艺直播的演出特点、类型化特征不

断明晰，对演出内容、技术等层面的定制化要

求也在提升。演艺直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

统的观演关系，竖屏画面、镜头灯光、时长限

制、即时互动等要素，对内容设计、现场调度、

表演方式等提出了相应要求。比如对传统民

乐演出而言，兼顾流行文化、青年群体的审美

喜好，挑选知名度高的乐曲，可能效果更好；

对传统戏曲表演来说，面对直播间的镜头时，

除了唱功之外，需要注意根据竖屏特征调整

舞台调度、身段幅度，也要借鉴一些影视化的

表演技巧，更加注重刻画表情、情绪等细节。

很多文艺演出群体都在持续打磨为网络直播

量身定制的演出活动，配置直播团队并定期

开播，直播间成为他们的常驻舞台。

对于传统演艺舞台而言，直播间是补充

而非取代，是拓展而非冲击。与线下演出相

比，演艺直播降低了表演门槛，演出时间、地

点更加机动灵活，大幅节约了舞台、设备等成

本；对观众而言，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众多门

类的文艺演出，网络留言就能和表演者即时

互动，利用直播回放功能还可以反复观赏。

然而，线下观演时的现场感、宏阔感、沉

浸感、社交功能等，都是线上直播难以替代

的。因此，演艺直播和线下演出可以共赢，实

现内容联动、互为引流、互相补充。有不少观

众观看演出直播后意犹未尽，转而购票走进

线下剧场；也有很多观众通过线下演出注意

到表演者的其他作品，转而去直播平台观看

相关表演。

无论是在物理空间还是在网络空间，观

众在哪里，舞台就在哪里。演艺直播让更多

观 众 感 受 到 艺 术 表 演 的 活 力 、魅 力 与 创 造

力。随着直播场次、影响力持续增长，演艺直

播还要进一步优化内容，提升竞争力，避免同

质化。

演艺直播为文艺行业带来了新的传播场

域、票房增量，也为整个演出市场注入了新的

活力。很多演艺直播的观众留言和弹幕里洋

溢着对艺术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自豪，就是

最好的印证。同时，演艺直播也是发挥文化

普惠功能、实现价值引领的重要领域，需要在

政策、机制等方面继续优化提升，加强对内容

创作、运营方式、版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引

导和规范，让演艺直播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

文化需求。

拓宽演艺市场拓宽演艺市场 推动艺术创新推动艺术创新
刘刘 洋洋

蹁 跹 水 袖 与 曼 妙 芭 蕾 并 入 眼蹁 跹 水 袖 与 曼 妙 芭 蕾 并 入 眼

帘帘，，专业院团和群众文艺同专业院团和群众文艺同““台台””竞竞

演演，，经由网络直播间经由网络直播间，，也能打开艺术也能打开艺术

的大门的大门。。如今如今，，古今中外各种艺术古今中外各种艺术

形式在云端舞台百花竞放形式在云端舞台百花竞放，，以优质以优质

内容发挥着文化普惠功能内容发挥着文化普惠功能。。

从把线下演出从把线下演出““搬上搬上””互联网互联网，，

到运用高清视频到运用高清视频、、三维声场三维声场、、人工智人工智

能等前沿科技能等前沿科技““定制定制””线上节目线上节目，，演演

艺直播不断迭代升级艺直播不断迭代升级，，已经成为当已经成为当

下文化新业态的亮眼一隅下文化新业态的亮眼一隅。。总结其总结其

中经验中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全媒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全媒

体时代的艺术创作传播规律体时代的艺术创作传播规律，，推动推动

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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