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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下午，位于北京长安大
戏院的北京市海外文化交流中心，

“京剧文化之旅·名家讲堂”活动正
在举办。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蓉蓉以

“京剧旦角之美”为主题，从京剧行
当到京剧表演技巧，从京剧演员台
前的热闹到背后不为人知的辛苦，
一一为观众道来。她讲得生动、深
入，各种角色、人物信手拈来，还
不时站起来给大家示范，让大家充
分了解京剧旦角的表演程式之美、
唱腔之美、装扮之美。

古老的北京见证了国粹京剧的
兴起与辉煌，灿若繁星的京剧名角
在这座城市学习、成长、成名，留
下一段段佳话。北京市海外文化交

流中心主任孙波介绍，北京市海外
文化交流中心打造的“京剧文化之
旅”是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
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重点项目，在
弘扬和传播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华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同 时 ， 聚 焦 文 化 业
态，兼具跨界创新，将旅游相关的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与京剧有
机 结 合 起 来 ， 让 文 化 真 正 走 近 百
姓，走进市场，同时努力塑造开放
创新、友好包容的北京城市形象。

“京剧这门艺术有着非常丰富的
文化内涵。俗话说：‘生书熟戏。’
谁都知道京剧有生旦净末丑这些行
当，也有唱念做打这些表演手段，
但 是 想 让 一 个 人 真 正 爱 上 这 门 艺
术，还是要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京剧
的方方面面。”今年“京剧文化之
旅”活动承办方——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坚说。比
如通过王蓉蓉的讲解，大家知道了
京剧青衣见人、问候的经典动作是
怎样的，再看京剧演出时，欣赏的
角 度 可 能 就 和 以 往 不 同 。 再 加 上

“京剧文化之旅·名家讲堂”活动现
场互动环节的观众提问交流、上台
学习京剧身段等，大家对京剧的兴
趣更浓厚了，理解也加深了。

去年，“京剧文化之旅”曾经举
办过一系列活动，引发人们关注：

“大戏看北京——京剧文化之旅
特展”在 2021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期间举办。现场设立京剧场
景 拍 摄 体 验 区 、 多 媒 体 互 动 展 区
等，让观众全方面了解京剧历史和
当代京剧文化的创新发展；

去年国庆长假期间，作为第五
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的特别板块，“京

剧 文 化 之 旅 ” 主 办 方 邀 请 来 自 波
兰、巴基斯坦等国驻华使馆代表和
家属以及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
百余名留学生，到北京园博园的中

国 古 典 园 林 中 游 园 赏 曲 ， 穿 戴 戏
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冬日的一天，中国京剧谭门第
七代嫡传人谭正岩，梅兰芳先生曾
孙、梅兰芳纪念馆馆员梅玮等参与
了“京剧文化之旅·骑行之美”活
动。正乙祠、梅兰芳纪念馆、吉祥
大戏院、长安大戏院……大家通过
骑行的方式打卡京剧地标，了解有
关京剧的文化旅游资源，倡导绿色
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

“我们想把今年的活动安排得更
加丰富，集思广益了很多想法。”徐
坚说。今年的“京剧文化之旅”活动
一共 6 期，除了在“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当天举办的“京剧旦角之美”讲
座，今后还将带领大家到戏服厂参观
戏服生产制作过程，了解“代代相
传的手工‘描龙绣凤’是怎么操作
的”；请名家介绍好听的戏曲音乐是
怎样一步步发展变化并通过新剧目
再进行编创的，“西皮”“二黄”是什么
意思，“文场”“武场”的乐器都有什么
等。“通过这些活动，大家可以深入
了解京剧的深厚文化内涵，亲身感
受京剧的恒久魅力，明白我们的国
粹可真不简单。”徐坚说。

纪录片被誉为人类现实的“生
存之镜”。这面镜子最重要的功能
不在于复制现实，而在于它映照了
现实。正因为这一点，纪录片的表
达常常比影视剧更有力量。

我们生活中还有一面镜子，那
就是历史。中国人历来重视读史明
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化，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丰厚的
土壤。

我很喜欢历史学家钱穆先生的
两句话：“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
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
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
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
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
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抱着对中国历史“应该略有
所知”的态度以及对中国历史的

“温情和敬意”，我和我的团队创
作了纪录片 《中国》 第一季和第
二季。

因为深知历史的浩瀚无边，我
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全面书写和穷尽
讲述的野心，而是紧紧抓住这样的
核心主题：我们从哪里来？是什么
塑造和影响了今天的中国？

我们以文明源流、国家制度以
及文化发展为主线，选取了历史上
最具开创性和转折性的、对后世影
响深远的重要节点进行表现，讲述
一个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而这背后，我们探寻的也是源远流
长的中国精神。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
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
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
中，培育和形成了一系列基本思想
理念，从儒家的“民为邦本”到道
家的“天人合一”，从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到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它们
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
作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
从历史深处提炼出来，让电视机
和电脑前面的观众看到文明的筋
骨与脊梁。

除了通过精妙凝练的解说、新
奇多元的叙事，在内容上着力呈现
中国的历史之美和文化之美，我们
还尽可能地通过电影级的画面和构
图来展示中国的山河之美。剧组辗
转浙江、内蒙古、湖北、甘肃等
省、自治区的数十个外景地，片中
汇聚了雪山、沙漠、草原、森林、
湖泊、大海等中国几乎所有的地质
地貌类型，每一帧截图都堪称电脑
屏保，让海内外观众充分感受中国
山河之壮阔。

影像方面，我们打破了纪录片
与影视剧的视听语言壁垒，融汇戏
剧舞台的假定性和象征性手法，比
如用一堵高墙来象征一座城池，用
一扇屏风来隐喻一个时代。其中最
大胆的尝试，是大量采用五十格拍
摄，让画面慢下来，让时光慢下
来。这种脱胎于中国画的写意和留
白，也是我们带给观众的中华文化
之美。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
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今天，纪
录片凭借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形
态，成为人们记录时代、对话文
明、认知世界的重要载体。一部好
的历史题材纪录片，无疑是对国家
形象的一次影像建构。对内，它提
升的是文化自信；对外，它传达的
是民族精神。

为了让《中国》兼具国际表达，
我们邀请了日本音乐家梅林茂及意
大利作曲家斯蒂法诺·伦蒂尼参与
主题音乐创作。与国际知名团队的
合作，在保证视听效果的同时，也
大大降低了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我们相信，通过精良的制作、
国际化的创意表达和专业化的传播
手段，《中国》 将会让世界看到一
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
及蕴含其中的、历千年而不衰的中
国精神。

（作者系纪录片《中国》总制
片人、总导演）

助推文艺发展

电视本身就是科技发展的产物。
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
号，科技进步让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
走进千家万户。“原创+文化+科技”
也一直是文艺节目创作的大方向。国
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说：“数字化和
文艺工作者息息相关，我们要在数字
化时代里提前做准备。”

纵观近年来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
节目，从形态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几种：

科 技 是 文 艺 节 目 创 作 的 “ 助
手”。不少节目采用了高科技设备和
技术，比如每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
节联欢晚会等大型晚会普遍采用巨大
的曲面 LED 屏以及 5G+4K/8K 高清
转播技术等，注重从视觉上为观众提
供高清晰度、沉浸式的感官体验，让
观众如临其境，沉醉其中。再如用动
画还原建筑桥梁构造、展现地质全
貌、再现人物动作等，让观众一目了
然，这种手法在纪录片和文艺节目中
大量运用。

科技成为文艺节目创作的“源
泉”。比如 《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
脑》 定位“青春大脑”，《智造将来》
打造“暖科技”，《我是未来》《机智
过人》《加油，向未来》 等节目的内
容涉及机器人、生活科普、科学实验
等，让“引力波”“云计算”“大数
据”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专业语汇，
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游戏、实验走进人
们的生活，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科技成为文艺舞台的“主角”。
在这些节目中，科技全流程参与创
作、生产和传播，走上了文艺节目
的舞台。比如虚拟人广泛出现在各
大晚会和许多节目中，甚至诞生了
首 档 原 创 动 漫 形 象 舞 台 竞 演 节 目

《2060》。这档节目中，各种虚拟动
漫人物轮番登场，把“未来”拉到
当下，梦幻般的舞台背景、取材自
传统文化的服装道具，非常吸引年
轻人眼球。江苏卫视 2022 年跨年晚
会通过动作捕捉、虚拟现实、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请回“邓丽君”与
真人歌手周深合唱，令许多观众尤
其是中老年观众惊喜。

激活传统文化

如何让传统文化以符合现代审美
的形态“活”起来，“动”起来？如
何开掘传统文化中的当代价值，并与
当下观众产生精神链接？这是传统文
化题材电视节目面临的两大难点，需
要创作者转变叙事语态，用贴近现代

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视听语言来讲
故事。放眼近年来备受称道的传统文
化题材节目，都能够在这两方面巧妙
破题。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中的
《唐宫夜宴》，采用 《簪花仕女图》
《千里江山图》 等古代名画的画意为
背景，以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
骨笛等文物进行穿插，再加上 5G+
AR技术的运用，让观众感受到盛唐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
舞”的大美景象和雍容气度。《中国
考古大会》充分挖掘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 AI+VR 裸眼 3D 演播室技术的优
长，针对每座考古遗址量身打造不同
的“视+听+触”场景，实现技术上
的突破与创新。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元宵晚会节目 《齐天乐》利用XR
技术，将许多有关民乐的历史人物聚
集在同一个舞台上，让观众置身星空
之下、山水之中和敦煌石窟之内，获

得震撼心灵的视觉和听觉体验。
这些节目的成功，说明科技是激

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力的重要力
量。我们一方面要追求科技给节目带
来的炫酷感，更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另
一方面，如果没有科技力量的助推，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节目不能自动
拥有市场空间，更无法得到年轻人的
青睐。

开拓崭新领域

科技的迅猛发展为文艺节目带来
了新的气象。当下，数字经济发展如
火如荼，文艺创作持续繁荣，“老土
旧”的节目模式终将被淘汰，一批理
念新、形式新、技术新的节目必将成
为主流。

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将带来

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节目。有业内
人士认为，当下科技与文化已在一
些节目中水乳交融，科技对文艺节
目 而 言 不 是 冷 冰 冰 的 、 高 高 在 上
的，而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文
艺的内容创作中。比如有的节目加
强 VR/AR 技术运用，观众佩戴 AR
眼镜，就可以在真实的 3D 空间中与
虚拟对象互动交流，成为节目的一
部分。同时，科技形象如虚拟人，
也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更具人情
味，带有更多人文关怀。

科技与文化的融合，将倒逼创作
者加快科技应用步伐，推动电视科技
进步。文艺节目的创作要实现艺术品
质的飞跃，离不开科技的不断进步。
可以说，正是科技进步推动了节目创
意从天马行空到落地实现。比如湖南
卫视首位虚拟数字主持人小漾，就是
技术团队通过采集数百位女性的形
象，由 30 多位数字艺术家和工程师
打造的。

科技推动文艺创新，引领文艺潮
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导演吕逸涛曾
对媒体表示，新媒介、新技术不仅带
来了节目制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将成
为节目内容和形态创新的内在驱动
力，激发创意灵感，推动文艺作品创
新发展。毋庸讳言，当下有些节目还
存在过于依靠科技而忽视内容创新，
或者科技与节目本身未能有机融合的
现象，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一
些虚拟动漫形象也还未能真正体现中
国美学风格，模仿借鉴痕迹较重。这
些都需要创作者进一步把握科技与艺
术的关系，坚持以优质内容为根本，
以先进科技为支撑，开拓时代生活和
艺术表现的新领域，展现文艺创新与
文艺意蕴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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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技与文化融合成为电视节目创作的趋势之一。从河

南卫视以《唐宫夜宴》《洛神水赋》等为代表的“中国节日”系列火

爆一时，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考古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

节目引发热议，再到江苏卫视《最强大脑》《从地球出发》《2060》

等科技类综艺节目新意频出，科技与文化碰撞出夺目光彩，带给观

众强烈的审美愉悦，让文艺插上了“向未来”的灵动翅膀。

感受京剧的恒久魅力
本报记者 苗 春

纪录片《中国》第二季中再现的“郑和下西洋”场景。 出品方供图

湖南卫视虚拟数字主持人小漾。
百度图片

江苏卫视2022年跨年晚会利用新技术请回“邓丽君”与周深合唱。
百度图片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利用新技术将历史上许多与民乐有关的人物聚集在同一个舞台。 百度图片

“京剧文化之旅·名家讲堂”活动
现场，京剧名家王蓉蓉现场示范京剧
旦角的动作。 主办方供图

“京剧文化之旅·骑行之美”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