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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 年春节戏

曲晚会》是我们戏曲工作者献给观众的新

春祝福。荧屏内，戏曲名家新秀荟萃，历

久弥新的戏曲文化正借助科技的力量，跨

越时空，焕发着勃勃生机。荧屏外，通过

春节戏曲晚会这一窗口，举办地山西的风

土人情、非遗文化、历史名迹，多维度、立

体化地彰显出来，历史文化名城的这张名

片被擦亮。

今年春节戏曲晚会追求“时尚感、年

轻态”的创新突破。晚会打破舞台空间

约束，通过“借景”的形式将舞台表演空

间拓展至三晋大地，用多种拍摄手段呈

现“戏在天地间”的绚丽景象。空中无人

机与武戏演员联动上演“纵横天地间”高

燃瞬间，探索运用科技赋能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以现代力量。时代性、鲜活性、前

沿性有机结合，才能奉献出一场场感官

盛宴，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今年春节戏曲晚会打造“集

群式”的节目样态，同步推出《“春戏晚”

进行时》《国色天香》《有戏“晋”行时》《竖

屏“春戏晚”》等新媒体节目，拓展“春戏

晚”观看方式，让更多百姓多维度、多元

化、多样态地回归“过大年、看大戏”的春

节传统。

今年是春节戏曲晚会举办的第三十

五年，也是晚会走出演播室，与地方文旅

深度融合的第三年。我们努力探索一条

以戏曲文化为依托、最大限度借助总台全

媒体矩阵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推动地方文旅产业长久可持续发展的

共赢脉络。

“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文化

认同感和自豪感，是中国文化传播最好的

土壤。我们感到，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在

世界范围内不断上升，新一代年轻人的文

化自信越来越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更是

与日俱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

悠久历史、寻找创作灵感，将不断激发文

艺创新创造活力。

（作者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 年
春节戏曲晚会》总制片人）

过大年   看大戏
董   艺乙巳蛇年春晚如约而至，这是“春

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届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春晚。晚会呈现给观众一席情意浓

浓、新意满满的“文化年夜饭”，也在持续

创新中建构了一场对春节文化再认识、

再表达的节日庆典。

4 个 多 小 时 的 晚 会 ，北 京

主 会 场 和 重 庆、湖 北 武 汉、西

藏 拉 萨 、江 苏 无 锡 四 地 分 会

场 ，沿 着 春 节 文 化 这 一 线 索 ，

将 节 庆 民 俗、非 遗 技 艺、文 化

标识等融入舞台呈现、节目编

排、视觉包装各环节。春节文

化的内涵意蕴，春节之于中国

人 独 特 的 情 感 寄 托 和 生 活 理

想，经由舞台艺术与视听艺术

双重语汇的表达，连接起丰厚

的 历 史 文 化 与 丰 富 的 时 代 信

息 ，呈 现 出 返 本 开 新、蓬 勃 向

上的风韵神采。

辞 旧 迎 新 、祈 福 纳 祥 、团

圆和谐，是一代代中国人欢庆

春节的主题。春晚舞台上，原

创 歌 舞、戏 曲、小 品 等 节 目 紧

扣这一主题，形象化阐释春节

的文化内涵，赋予传统节日浓

郁 的 现 代 气 息 。 春 节 是 团 圆

的日子，亲情最能唤起我们的

节日记忆。一首《住在心里的

人》娓娓道来祖孙间的深沉之

爱，折射千万普通人家的温馨

日常。春节也是春天的起点，

节 日 律 动 自 带 蓬 勃 向 上 的 生

命 感 。《潮 起 舞 英 歌》大 开 大

合、热 情 奔 放 ，唱 出 中 华 少 年

的英姿飒爽，也舞出华夏文明

的 天 地 大 美 。 春 节 的 辞 旧 迎

新 ，既 有 对 过 去 一 年 的 总 结 ，

也有对未来的憧憬。古人讲，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歌曲

《斗柄指东天下春》中，7 位演

员在虚实结合的影像空间里，演绎人间

四季与星象流转的互动变化，携手观众

走向生机勃勃的春天、迎来充满希望的

蛇年。戏曲节目《声动梨园》以“百戏之

祖”昆曲、首登春晚的湘剧，以及京剧、豫

剧等经典唱段，缓缓展开一幅春色如许

的缤纷画卷。

造型丰富、喜庆吉祥的文化标识，在

春晚主创团队的巧思之下，以形写神、形

神兼备，为舞台增添文化质感，也让春节

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变得具体可感。在总

台一号演播厅里，一柄巨大的“如意”连

接主舞台和观众席。如意，表达事事如

意的美好寓意，是典型的文化

标识。“如意”，也是内地（大陆）

与港澳台地区歌手共同吟唱的

祝 福 心 声 。 通 过 裸 眼 3D 和

AR 虚拟技术，“如意”形象飞

入四地分会场，展现除夕夜祖

国大地万家灯火、团圆安宁的

美好景象。在“月亮”这个被历

代 文 人 墨 客 反 复 书 写 的 意 象

上，春晚节目给出了新的表达。

李白诗曰：“小时不识月，呼作

白玉盘。”一首《玉盘》化用古诗

名句，又利用虚拟技术，将“月

亮”搬入了演播厅，实现虚拟航

天员与儿童合唱团隔空互动，

中国人的浪漫诗意与发展航天

事业的豪情壮志熔为一炉。

千般颜色万般姿态的中式

美学，让春晚舞台上的中国年

舒展出特有的气韵和意趣。中

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以中

国传统建筑为主角。从榫卯、

斗 拱 到 祈 年 殿 再 到 北 京 中 轴

线，裸眼 3D 呈现的中国古建筑

栩栩如生、跃然眼前。“栋梁”，

隐喻着中国人历经数千年未曾

改变的精神。武术《笔走龙蛇》

以舞台为“砚”，将书法艺术融

于武术的一招一式，太极武术

的阴阳之道、书法笔墨的黑白

之韵，共同描绘出中国传统哲

学之美。

四地分会场在传统与现代

的交汇中，尽显山河锦绣的美

好年景。

在 总 台 春 晚 营 造 的 这 个

文化场域，时空的流转、文化的脉动、情

感的流动，无不赋予人们强烈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品味这席新意满满的“文化

年夜饭”，我感受到传统的力量、情感的

力量、希望的力量。在辞旧迎新的这一

夜，不论天南海北，我们的心始终在一

起，我们共同迎来新春，诉说对未来的

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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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和妈妈李春梅收到“春晚

等着你”的邀请，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2025 年 春 节 联 欢 晚 会 的 彩 排 现 场

观 看 。 这 是 特 别 的 体 验 ，我 们 非 常

激动。

今年是蛇年，《白蛇传》这个民间故

事广为人知。我和妈妈最喜欢“小婉管

乐”组合和几位戏曲老师在春晚上表演

的许仙寻找白娘子的节目。京剧、粤

剧、川剧、越剧和“小婉管乐”欢乐的表

演方式结合在一起，特别有意思。妈妈

说，在这个节目的最后，饰演电视剧《新

白娘子传奇》的赵雅芝和叶童出场，两

位演员举手投足间依然是她记忆中的

白娘子和许仙。

近些年，各种创新表演方式经过媒

体广泛传播，让我们青少年对传统戏曲

也越来越了解。在我生活的常德，河街

鸳鸯走马楼每天上演的常德丝弦和汉

剧高腔也非常精彩，常常是观众爆满。

希望大家都来常德看看，亲身感受地方

戏曲的精彩。     
（作者为湖南常德外国语学校初三

学生周奕唯）

    停了摩托，摘下头盔，郑冬蛟在祠堂

里郑重地贴上一张“‘村晚’节目征集令”，

他想做一场以瞻淇鱼灯为

主题的“村晚”。“把鱼舞起

来”是郑冬蛟的心事，他不愿

意再等了。

安 徽 歙 县 瞻 淇 村 有

近 1300 年历史，是徽州鱼

灯的发源地之一。嬉鱼灯的传统在这里

绵 延 了 近 800 年 。 红 鱼 代 表 喜 庆 祥 和 ，

青 鱼 寓 意 春 回 大 地 ，每 逢 年 关 ，锣 鼓 响

了，鱼灯亮了，家也就近了。这里几乎人

人 都 会 扎 制 鱼 灯 ，那 温 暖 的 、柔 软 的 光

芒 ，是 独 有 的 仪 式 感 ，照 亮 了 这 个 小

村庄。

古话说“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

丢”，随着懂手艺、会制作的年轻人越来越

少，传承成为瞻淇鱼灯最大的困境，鱼灯

巡游也一度停演。

2021 年，女儿高考，原本只打算返乡

陪读一年的郑冬蛟，再没离开瞻淇村。“村

党总支书记找到我，想成立一个鱼灯队

伍 。”郑 冬 蛟 的 心 中 燃 起 了 一 盏 不 灭 的

灯。他放弃浙江宁波月薪一万五的工作，

接下村里的鱼灯队。那一年，村里做鱼灯

的师傅平均年龄 60 岁，45 岁的他是最年

轻的队员。

郑冬蛟决心“把鱼舞起来”。他重新

捡起做鱼灯的手艺，带上赋闲在家的村民

外出商演，借助短视频的力量做才艺主

播。商演的机会一路高涨，有了收入，面

临传承危机的鱼灯渐渐度过困境。

瞻淇鱼灯“村晚”正式在村内小学拉

开帷幕。那天的“村晚”，出人意料地热

闹。几乎全村上阵，71 岁的汪平安扛起

“大鱼”，在合肥工作的月嫂胡桂花带着一

帮返乡的月嫂姐妹跳起潮流韩舞，12 岁

的小村民汪智航将锣鼓敲得震天响。百

名游客闻讯而来，200 多万人在线观看了

这场“村晚”的直播。

“一戏鲤鱼摆尾，二戏鱼腾千里，三戏

如鱼得水，四戏鱼跃龙门。”鱼灯照亮了那

些关于勇气、坚持与梦想的故事，也将照

亮未来闪闪发光的日子。

安徽歙县瞻淇村——

把鱼舞起来
顾雪菲

山路曲折，一路张灯结彩。喜庆的春

节庙会、灵动的文化长廊、树上高挂的红

灯笼……越往张谷英村走，空气中氤氲的

年味儿越浓。

从湖南岳阳以东的渭洞笔架山下蜿

蜒 开 来 ，这 座 走 过 600 多 年 时 光 的 古 村

落，分外热闹。村间小道，游人如织，或赏

岳州花灯、听岳阳花鼓戏，或和巴陵木偶

互 动 ，访 古 道 探 寻“ 民 间 故 宫 ”的 秘 密 。

2025 年全国春节“村晚”主场活动花落张

谷英村，大伙儿正忙着彩排。

“今年‘村晚’有点潮”，是 90 后女孩

张胜会的第一印象。土生土长的张胜会

是本次“村晚”的演员，平时在村里经营一

家猫咖馆。在她心目中，村子很老，“以前

甚至觉得有点土”，“村晚”彩排给她带来

不少惊喜。三维动画、无人机、人工智能

等现代高科技齐上阵，时空穿插的形式，

引导观众走进不同维度的情境。古老村

落，有了现代气息。

夜幕降临，五彩灯影中，情景歌舞《张

谷英村过小年》、舞蹈《晒村晚》、三维动画

情景表演《梦里张谷英》、岳阳花鼓戏联唱

《醉美岳阳》等节目轮番登台，游客在与村

民、演员的互动中，感受民俗风情的魅力。

“一台好戏，要演员和观众共同成就。

村民既是观众，又是演员。要去了解他们

的感受，讲述他们的故事。”为了打造一台

带不走的晚会，导演周固坚下了很大功

夫，挖掘整理了不少当地的优秀传统文

化。他盼着，活动结束后，这台“村晚”留

在村里继续演出，带动当地的文旅发展。

湖南岳阳张谷英村——

今年“村晚”有点“潮”
杨   迅

    我在乙巳蛇年春晚彩排现场看到了

很多国风节目，印象十分深刻。2024年，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再次激发年轻

人对传统古建的关注和喜爱。节目《栋

梁》把古建筑搬上了舞台，虚拟技术呈

现的舞台空间，无限延展创意和想象，

再现古建的千年神韵和文化内涵。

斗拱精巧、榫卯智慧、藻井瑰丽，宫

殿园林包罗万象，小到一砖一瓦、光影氛

围的细致讲究，大到经历千百年的反复

雕琢，才有了现在的山水天地、风景如

画。《栋梁》既表达了对传统建筑的深情，

也致敬了成就一座座古建的中国工匠。

去年，我到山西游历，看到很多古

建遗存，有的彩塑矗立在悬梁之上绚烂

夺目，有的古戏台隐匿在村落无拘无

束。传统建筑是一座亟待挖掘的文化

宝藏，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学习古建修复

技艺，亲手触摸古建的温度。

（作者为传统文化视频创作者@南翔）  

    图①：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 2025 年“群众村晚”现场。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图②：川渝首届和美乡村才艺展上的表演。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③：游客在安徽歙县瞻淇村体验瞻淇鱼灯。          施亚磊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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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 年春节联欢晚会》彩排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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