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文化万象责编：郑 娜 邮箱：zhengnahwb@126.com

2023年1月30日 星期一

春节档再创佳绩

1月22日 （正月初一） 上午近9时，位于北京朝
阳区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慈云寺店内老中青少观众
齐聚，人流熙熙攘攘，等电梯、打印纸质票和入场
检票都需要排队。

当天，虽然多部热门影片时长超过120分钟，但
这家影院的 8 个影厅共排映 52 场，观影人数达 3900
多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约10%，影院当天综合票房
收入近28万元，涨幅约为一周前的300%。

在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地的影院，春节
档同样出现了许久未见的观影热潮，有观众“组
团”一日内连续观看数部影片。不少观众反映，想
买到黄金时间的场次或巨幕等特别场次，需要提前
一两天购票。业内人士评价：这是中国内地电影市
场久违的井喷现象。

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023 年春节档 （除夕
至正月初六，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日） 电影票房为
67.58 亿元，同比增长 11.89%；观影人次为 1.29 亿
次，同比增长 13.16%。《满江红》《流浪地球 2》《熊
出没·伴我“熊芯”》分列票房榜前三位。

“春节档电影如此火爆，超出预料。”中国电影
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表示。今年，他在四川成都过
春节，大年初一就起了大早，到春熙路王府井影城

“赶电影大集”，一天看了4部影片，收获满满。
专家分析，春节档火爆的原因，主要是作为我

国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的首个春节档，电影市场供
给充足，上映的影片题材类型丰富，质量和口碑比
较高，观众被压抑的观影需求得到满足。另外，北
京、上海等地推出了一些电影惠民政策。

近些年来，春节到影院看电影已经成为新年
俗。强劲复苏的春节档证明，春节观影这一年俗仍
被我们守护着。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评论
委员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目前观众到
影院观影的热情和习惯已经恢复了大半，还将进一
步复燃。饶曙光表示，中国电影将会以春节档为新
的起点再出发，不断涌现优秀作品，以国产佳片讲
述更加精彩的中国故事。

演艺市场“开门红”

与电影市场不同，往年春节并非演出市场的热

门档期。今年，不少院团、剧场精心策划了优质的
演艺项目，观众的热烈反馈大大提振了演艺人的信
心。据不完全统计，春节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共
9400余场次，较2022年同比增长40.92%，比2019年
增长22.5%。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春节期间北京演出场所恢
复开放，在104个演出场馆举办了244台剧目1687场
高品质演出。

从 1月 18日至 28日，北京人艺的开年大戏 《正
红旗下》在首都剧场演出9场。这是北京人艺恢复百
分百上座率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由老舍原著，李
龙云编剧，冯远征和闫锐执导，濮存昕、杨立新、
梁丹妮、王茜华、于震、王刚等实力演员加盟。9场
演出一经开票就迅速售罄。

“3 年多来，我们从关掉剧场到恢复 30%、50%、
75% 上 座 率 ， 到 今 天 我 们 终 于 迎 来 了 100% 的 观
众。” 面对首演当晚满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喝彩
声，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携众主创登台谢幕时激动
地说道。

与北京人艺相距不远的长安大戏院，从大年初
一到初六同样好戏连台。京剧名家迟小秋 《锁麟
囊》、李宏图 《周仁献嫂》、胡文阁 《霸王别姬》 等
吸引了众多戏迷。连日内，虽然北京气温骤降，但
长安大戏院内坐得满坑满谷，台上热闹，台底下也
热闹，叫好声不断。几小时的戏拉上大幕后，观众
总是不肯散去，一声高过一声的场面屡屡出现，气
氛异常热烈。

在上海，新春演出消费同样呈大幅回升态势，
传统戏曲、音乐舞蹈、脱口秀、儿童剧、音乐剧、
杂剧马戏等各艺术门类汇聚节日演出舞台。春节7天
安排总场次达602场，同比2022年增长32%，已售票
房同比增长42%。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上海音乐厅、上海大剧
院等上海演艺地标推出系列新春音乐会和精彩剧目
展演。如上海大剧院在春节假期安排了3台剧目共13
场演出，仅前 3 天的出票就超过 7000 张，这一成绩
甚至超过了整个2019年春节7天假期的总票房。

文化消费迸发活力

据文化和旅游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
全国举办群众文化活动约 11 万场，参与人数约 4.73

亿人次。各地开展非遗传承实践活动 10522场，“文
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参与视频总量
超过 6.5万个，直播超过 580场。文博、非遗、节俗
等“国潮”“国风”持续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春节期间，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汉字主题城市
书房内，100 幅“兔”字书法作品吸引了众多参观
者。展出的“兔”字作品中有草书、行书，还有夸
张的美术写法，每幅作品独具特色。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让你爱上中国字”主
持人张振忠教授兴致勃勃地向参观者解说“兔”字
的演变历史。

挂起红灯笼，贴上装饰画，吉林省长春市新华
书店重庆路店的新春氛围分外浓厚。三楼的儿童图
书区，孩子们正在书架间翻阅图书，传统文化类书
籍广受欢迎。门店经理曲连伟表示，春节期间，书
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一天的销售额比前段时间近
半个月的销售额加起来还多。

体验非遗，品味年俗，在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西关永庆坊，市民逛年货圩市、品广东美食、赏老城
美景，沉浸式感受年俗年味里的非遗。走进粤剧艺术
博物馆，市民游客不仅可以穿上粤剧戏服，感受粤剧
文化，还可以在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一起“开油
镬”，体验炸油角制作，感受最接地气的广府年味。

为丰富市民春节期间夜间文化生活，多地聚焦
“不夜城”特色，激发夜间消费活力。位于河南安阳
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在节日期间启动了“一字千年·博
物馆奇妙夜”春节系列活动。这是中国文字博物馆
自开馆以来的首场夜游活动，在汉字公园璀璨的夜
景下，现场观众得以穿越不同时空，沉浸式体验奇
妙的传统文化、技艺和汉字民俗。

在陕西西安，延续了 36年的西安城墙新春灯会
今年变得更“潮”了，形象分别源自唐代妇女、金
甲武士、文人墨客等。此次首发的以古丝路上友好
使者为创意的“盛唐天团”IP 人物形象，一亮相即

“出圈”。灯会相关主题限定数字藏品和文创产品在
线上线下热销。

“继电影院里看电影、博物馆里过大年之后，看
演出、逛书店、赏国潮、围炉煮茶等活动正在成为
不少人打开农历新年的方式。”有专家指出，随着防
疫政策优化调整，这类新场景、新风尚不仅为春节
文化注入更为丰富的现代元素，也为新一年文化消
费增添了新的动力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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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3
年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

“总台春晚”） 以“人民的春
晚”为主旨，在连接、展演和
陪伴几个层面多有追求和探
索，可圈可点。

个体与时代的连接

奋 斗 的 普 通 人 聚 集 在 一
起，构筑了我们的时代。总台
春晚始终依托时代与人民，连
接起个人、光阴、时代，讲述
着大时代里那些鲜活个体的生
命与爱的故事，那些“红了樱
桃绿了芭蕉”的光阴的故事。

2023 年总台春晚对这一属
性的追求表现得尤为清晰。比
如 《你好，陌生人》，不仅是
一首歌曲，更是一次全国人民
共同参与的情感传递。总台春
晚剧组和央视新闻联合创作，
总结了全年的暖心瞬间，推出
定制视频，陌生人之间互帮互
助的举动带来了刷屏效应。之
后，剧组以此为基础，在茫茫
人海中找到了这些传递温暖和
善意的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
的普通人与歌手在晚会现场

“云合唱”：“我为何把手伸给
了你，我也接受过陌生人的好
意……”人与人之间朴素真挚
的情感缓缓流淌，注入更多人
的心田。这个节目堪称 2023
年总台春晚“人民的春晚”这
一主旨的生动体现。

这台晚会在温情之外亦不
乏辛辣。现实题材小品 《坑》
关注社会热点，对“躺平式干
部”的讽刺入木三分。引人瞩
目的还有年轻脱口秀演员质朴
幽默、网感十足的表演。晚会
对不同年龄层的话语均有所呈
现，关注维度兼顾整体性、细
微性、现实性，折射出我们生
活在一个自身和他人相互构成
的世界，彼此的生活融合交
织，而这些小故事、微情感聚
沙成塔，最终汇集成我们的国
家、民族和世界的大事情和情
感洪流。

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以数字化为晚会赋能，用
更多方式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表达，是 2023 年总
台春晚的另一亮点。今年春晚
注重让传统文化在艺术和技术
交融的数字影像和虚拟现实中
得到重塑和新生。作为一场技
术和艺术交织的畅想，推动了
观众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审美水
平的提升。

2023 年总台春晚在节目设
置、色彩运用、舞美设计上，
多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
国美学的创新性表达。如通过
高科技手段，上古神兽跃上荧
屏与孩子们同台演出，媒介语
言新颖，全面调动观众感官；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南
音”，与歌手的演唱融合在一
起，兼具古典意蕴与现代感；
在虚拟现实技术加持下，舞台
上光影编织的经线纬线灼灼其
华，汉服舞者在其中熠熠生
辉，呈现出“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的汉锦之韵……春晚节目
追溯传统又发扬了传统，源于
日常又升华了日常，诸多纯净
美好铺陈流转，唤起观众对美
的感受和体验，展现了中华民
族勃勃向上的不懈追求。

饱含温暖的陪伴

2023 年总台春晚烘托了春
节团圆欢聚的氛围，为观众带
来饱含慰藉与希望的陪伴。

晚会利用多种手段营造氛
围，既有实体空间的烘托，又
有虚拟空间的渲染。实体空间
的烘托方面，今年春晚通过在
国内约 500 个城市的文化广场
上的 8K 超高清公共大屏，配
合云听客户端的三维菁彩声实
现同步直播，还同时登陆海外
千余块户外大屏、院线银幕
等。虚拟空间的渲染方面，今
年春晚十分重视色彩叙事的力
量，着力满足受众的精细化审
美需求。如以中国传统色为主
题的节目中，青年舞者充满张
力的舞蹈加上视觉交互设计，
将银朱、凝脂、缃叶、群青、
玄天 5 个色系一一打开，数字
场域中的中国传统色令人目眩
神迷。

年味，是团圆的味道，是
人 与 人 的 相 互 温 暖 和 守 望 。
2023 年总台春晚以“欣欣向荣
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
美好生活”为主题，发出了春
天的开启之声，奏响了民族的
华彩乐章。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应用新闻学研究
室主任、研究员）

本报电 （记者赖睿） 作为
中国文联已有 20 年历史的重
要 品 牌 活 动 ，“ 百 花 迎
春”——中国文学艺术界春节
大联欢于 1 月 22 日 （正月初
一） 起 在 CCTV-6 和 多 个 地
方卫视及网络平台播出。老中
青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各全
国文艺家协会代表汇聚一堂，
以精彩的演出共贺新春。

今年“百花迎春”大联欢
以“向着春天出发”为主题，
将行进中的高铁作为舞美基调
和主线，用艺术勾勒车内车外
的团圆图景和壮美山河。文艺
工作者化身列车员与观众进行
互动，在车厢内给观众带来充
满创意的拜年。

节目呈现上坚持创造性转
化 、 创 新 性 发 展 。《戏 曲 联
唱》 选用观众耳熟能详的选
段，涵盖京剧、豫剧、黄梅戏

等多个剧种，以跨界混搭的方
式尽显传统戏曲风采；《年画
舞》 从“新生活·新风尚·新
年画”展览中精选多幅年画作
品，融合科技、美术、民俗、
舞蹈等多种元素，展现老百姓
劳作、丰收、过年的欢乐景
象；杂技 《炼》 彰显了百炼成
钢、百折不挠的精神内涵。

节目内容贴近现实生活。
晚会主题歌 《千千万万个你和
我》 讴歌了在各自岗位上发光
发热的平凡人物；语言类节目
聚焦“回家”和“出发”的主
题；《国乐耀大湾》《春意福
盈》《节日欢歌》 等节目以小
见大，展现了各地建设成果。

今年的“百花迎春”大联
欢还登陆了全国各地高铁站和
高铁电视，让文艺精品伴随全
国各地的旅客一路同行，为旅
途增添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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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由于电视剧 《去有
风的地方》 的热播效应，到云南大理打卡的人
群激增，大理迎来了久违的旅游热潮，成为今年
热度最高、话题性最强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一部影视作品带火一座城的现象在国内外都
不罕见。在新西兰，电影《指环王》让玛塔玛塔
小镇成为充满神秘色彩的旅游目的地；在日本，
动漫《名侦探柯南》让鸟取县大荣町成为了柯南
主题旅游小镇；在韩国，电视剧 《来自星星的
你》让京畿道法国村成为“韩剧迷”不能错过的
热门景点……

在国内，近年来类似的案例也层出不穷，尤
其是近日热播的 《去有风的地方》，以前所未见
的联动力度为当地旅游添了一把“火”。该剧以
大理作为主要取景地和故事发生地，将当地的风
景、美食以及非遗技艺都融入剧集当中。尤其是
充满了田园诗意的乡村生活，让观众的心都迫不
及待地飞去了云南，一边热情追剧，一边搜索旅
游路线。据某旅游平台统计，自 1 月 3 日 《去有
风的地方》开播后一周，云南相关内容搜索量暴

涨，“大理”搜索量增长近两倍，“沙溪古镇”增
长超十倍。与此同时，该剧还带动云南美食登上
了热搜，让过桥米线、鲜花饼、包浆豆腐等在购
物平台上销量大涨。

从这股全民“追风”的热情中，我们看到，
影视与旅游之间可以相互“牵线搭桥”，而桥梁
能否畅通，关键还在于品质。好戏、真情、美
食、美景一个都不能少，还要融合得天衣无缝，
才能造就共赢。以《去有风的地方》为例，该剧
讲述了主角许红豆在遭遇好友突然离世后，辞职
来到大理云苗村散心，在这里邂逅了旖旎的自然
风光，住进了诗情画意的有风小院，认识了各种
不同经历的租客们，与回乡创业的年轻人谢之遥
结下了不解之缘。美丽的洱海、历史悠久的古
镇，为故事的发生创造了诗意的空间。当地的特
色物件和技艺，也都自然地嵌入剧情与角色行为
之中。从云南米线、乳扇饵块，到传统白族扎
染、非遗刺绣和剑川木雕工艺等，电视剧向观众
铺展出一幅秀美大理的瑰丽画卷。

不仅如此，《去有风的地方》 还以“慢”为

基调，从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离开都市找寻
自我、大理山水绮丽风光等多个维度交织谱写出
当下大理的精神气韵和人文底蕴。在景观上展现
了多姿多彩的大理风貌，在情感上聚焦年轻人的
精神向度，探讨了心灵自由的意义。让观众从大
理的人美、景美、情美里汲取能量，不急不躁沉
潜于慢生活之中，踏寻“风”的足迹，感受这片
土地的勃勃生机。

娓娓讲述暖心故事，生动展现自然风光、人
文风情与历史积淀，《去有风的地方》 成功点燃
了观众的旅游热情，为当地拓展文旅产业边界、
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是“影
视+文旅”融合发展的成功，更是电视剧制作团
队与当地政府协同努力的收获。

新年甫至，《去有风的地方》虽然为“影视+
文旅”提供了样本，但要想复制成功却并非易
事。纵观国内外，类似的成功案例都具备一个核
心特点，那就是剧集品质过硬、内容经得起考
验。影视作品首先要讲好故事，提升自身 IP 质
量，才能拥有持续衍生的能量。地方文旅产业也
需要完善融合发展机制，充分发挥当地特色资
源，创新手段和模式，实现IP落地。简单复制和
低质量跟风断不可取，只有双向、持续赋能，打
造从线上到线下的极致体验，才能充分释放影视
产业势能，拥抱文旅融合发展。

一部剧带火一座城
杨 杉

“今天的电影院又是坐得满满当当”
“这场演出太火了，一出票就抢没了”“过年
的年味又回来啦！”……2023年春节期间，全
国各地的影院、剧场、博物馆、图书馆、书店
等文化场所全面开放，人气爆棚，“文化过
大年”的氛围感拉满。强劲复苏的电影春
节档、火速升温的演出市场以及节节攀升
的各类文化消费，让人们浸润在丰沛的文
化生活中，精神昂扬、信心满满地迎接新
一年的到来。

◀1 月 26 日，人们在甘肃省定西
市万达广场影城内购票。

王克贤摄 （新华社发）

◀1 月 26 日，人们在甘肃省定西
市万达广场影城内购票。

王克贤摄 （新华社发）

▲1 月 24 日，北京王府井书店，许
多市民带着孩子前来购书、阅读，在书
海中度过新春佳节。

翁奇羽摄 （人民图片）

▲1 月 25 日，人们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参观。 张明伟摄 （人民图片）

▲1 月 25 日，人们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参观。 张明伟摄 （人民图片）

▲西安城墙新春灯会现场，市民游客们登上千年
古城墙，漫步在闪耀花灯之中，感受古城绚烂夜色。

龚仕建摄 （人民图片）

上图：2023 年总台春晚
节目《百鸟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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