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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基础▶▶
成熟且有活力的剧场生态群

在北京，功能定位精细、类型多元的演出空间
星罗棋布。

长安街 2 号，这里是国家大剧院的所在。从
2007年底诞生那刻起，这座建筑风格独特的国家级
剧院，成为很多艺术爱好者心中的圣殿，也成为首
都北京重要的演艺地标。

“打造‘演艺之都’取决于剧院、艺术团体、艺
术家和艺术活动等诸多因素。而其中，最基础的条
件便是有剧院、剧场的存在。”国家大剧院副院长
李志祥说。

以国家大剧院为代表的国家级艺术殿堂，以首
都剧场为代表的话剧演出重镇，以长安大戏院、梅
兰芳大剧院为代表的顶尖戏曲舞台，以天桥艺术中
心、保利剧院、北展等为代表的演出场所“知名品
牌”，以鼓楼西剧场、繁星戏剧村等为代表的小剧
场圣地，共同构成了北京成熟且有活力的剧场演艺
生态群。

近年来，结合城市空间特点，北京着力打造
“会馆有戏”文化品牌，开展特色演艺群落建设，
推进演艺新空间探索，剧场建设按下加速键：拥
有百年历史的吉祥大戏院、正乙祠重张启幕，与
世界一流歌剧院比肩的中央歌剧院剧场开门迎
客，承载了几代北京记忆的大华电影院转型为大
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北京国际戏剧中心精彩启
幕等，为各类演艺活动的生产表演提供“大展拳
脚”的空间。

会馆承载多样地域文化，是历史留给北京独特
的文化遗产。2021年下半年，北京提出打造会馆演
艺新空间。湖广会馆、颜料会馆、福州新馆等一批
会馆先行先试，将京昆梆子等折子戏，变脸、猴
戏、魔术等沉浸式民间艺术表演引入会馆，“会馆
有戏”红火起来。

“将会馆打造成为新型演艺空间，不仅可以让
传统戏曲‘活’起来，让观众离戏曲更近，沉浸式
感受都市生活中的传统艺术，还可以激发戏曲创
作、表演的创新。”北方昆曲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魏
春荣表示。

艺术星火处处点燃。除了市中心之外，位于城
市副中心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填补顺

义区综合性高端文艺演出场馆空白的顺义大剧
院，将艺术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正在紧张建设
中的城市副中心剧院、北京国际儿童艺术中心
……一艘艘“艺术之舟”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里扬
帆起航。

艺术从不设限。近年来，沉浸式、互动式、
体验式等演艺新业态不断出现，演艺新空间、特
色文化空间等成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打卡
地。在高规格、专业剧场不断落成的同时，越来
越多的演出走出剧院大门的围墙。烛光音乐会、
室内乐、脱口秀、魔术剧等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表
演形式，走进商圈、走进景点，拓展着剧场艺术
的边界，不断融入城市的血脉。

“纽约有百老汇，伦敦有西区，北京也可以
发展自己呈规模特色的演艺区域。北京剧场资源
很丰富，未来围绕‘演艺之都’的建设，在更明

确、有序的规划和统筹下，这些资源将会释放出巨
大的能量。”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表示。

有力支撑▶▶
舞台艺术创作百花齐放

北京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向来是艺术成长的
沃土。

“北京汇集全国优秀的艺术院团、院校及艺术
家，有着深厚的文化资源和剧目积累，建设国内乃
至国际上更强影响力的演艺之都，是北京作为文化
中心定位的应有之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党组书
记王文光说。

作品永远是演艺繁荣的内在支撑。高水平的创
作演出团体、完整的戏剧产业链条，为北京文艺生
产出大戏、出精品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近年来，北京市以精品创作为核心任务，聚焦
选题、排练、演出等创作关键环节，逐步推出北京
文化艺术基金、北京剧目排练中心、北京市剧院运
营服务平台 （北京市演艺服务平台）、原创剧本创
作及选题孵化机制等政策“组合拳”，全链条扶持
精品艺术生产。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自 2016 年设立起，扶持力
度逐年加大，覆盖范围不断拓宽，推动创作活力持
续释放。6 年来，累计资助 650 个项目，资助金额
达6.56亿元，累计支持推出250余部大型舞台艺术

原创作品。
“对优秀原创戏剧精品的扶持力度和艺术人才

的培养、对艺术创作全链条的扶持，有利于吸引全
国乃至海外的优秀戏剧创作人才在京开展剧目创
作，营造良好的戏剧孵化氛围。”保利文化集团董
事长王波表示。

2021年，北京启动“大戏看北京”文化品牌建
设，以此带动提升全市文化艺术创作生产质量。

以 2022 年为例，民族歌剧 《山海情》、舞蹈
诗剧 《杨家岭的春天》、音乐剧 《亦梦亦真》、京
剧 《石评梅》、评剧 《蒲柳人家》、昆曲 《曹雪
芹》、儿童剧 《花猫三丫上房了》、木偶剧 《大象
来了》 等新作佳作迭出，为观众奉上一年四季不
落幕的戏剧盛宴。

首届“大戏看北京”展演季邀请了 40 部精品
剧目，其中既有中央文艺院团和市属文艺院团作
品，又有来自上海、天津、河北、河南、浙江等多
个省份的文艺院团和部分民营演出机构的作品，生
动诠释了“大戏看北京”的丰富内涵。

国际青年戏剧节、中国儿童戏剧节、国家大剧
院国际戏剧季、老舍戏剧节、“柏林戏剧节在中
国”、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北京故事”优秀小剧
场剧目展演、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校园戏剧展演等
多种类型的戏剧节庆，持续为海内外优秀剧目搭建
展示平台。

“打造‘演艺之都’，要鼓励内容创新，用现
象级作品打响‘北京文化’品牌，通过一流水平
的艺术节展和演艺品牌活动，吸引国内外优秀演
艺作品。”北京演艺集团董事长赵佳琛说。她表
示，发挥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战
略优势，吸引全球经典剧目、世界著名院团等来
京巡演，进一步拓宽对外文化交流范围，彰显北
京文化发展的国际范儿——“演艺之都”北京，
值得期待。

“没想到我竟然通过二次元游
戏了解到中国民间文化！”“这手
艺真是了不起，做工精美，令人
钦 佩 ” …… 近 日 ， 海 外 平 台
YouTube （优 兔） 上 ， 来 自 英
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网友，在
一部以木版年画为主题的非遗纪
录片评论区留言表示赞叹。

这部发布仅 3 天全网播放量
就已超过 400 万的纪录片，是由
风靡全球的游戏 《原神》 推出的

《流光拾遗之旅》。纪录片由上海
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处指导，获
得了徐汇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通过持续寻访非遗传承人，
向全球玩家展现中国非遗的魅
力。目前已在超过 200 个国家和
地区发行，制作了15种语言字幕
的版本。

非遗走进年轻群体

《流光拾遗之旅》 首期聚焦
木版年画。张贴木版年画，是中
国过年期间的传统习俗。在纪录
片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杨
家埠木版年画传承人杨乃东，一
共 雕 刻 了 22 块 木 板 ， 将 《原
神》 璃月地区的画面刻印成了一
幅色彩丰富、飘逸动感的木版年
画作品。

一般来说，年画作品只有 3
到 6 种颜色，而杨乃东此次刻印
的这幅年画一共使用了 22 种颜
色，每种颜色都需要单独雕刻色
版，总共需印刷 22 次才能完成。

“做木版年画，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要把手里的活做好，代代相传
下去。”杨乃东说。

“方寸之内显日月，股掌之上
惹人怜。”《流光拾遗之旅》 第二
期寻访的非遗传承人是“衡水内
画”代表性人物王自勇。《原神》
中既有藏在奇峰峭壁之间的仙人
洞府，也有繁华街市与闲逸乡野
构成的烟火尘世。这些充满东方
韵味的幻想场景通过艺术家的巧
手，在鼻烟壶里一一再现。

“内画技法大多沿袭自国画，
以中国山水为灵感源泉的原神场
景与内画结合，相得益彰。”王自
勇说。他认为，想要将内画艺术
发扬光大，必须与当代生活相结

合，不断创新。
在 艺 术 理 论 家 、

非遗保护专家陈岸瑛
看来，非遗保护要见
人见物见生活，探索
多样化的传承、传播
方式，使非遗融入现
代生活，特别是走进
年轻人的生活。

传统文化创新表达

张贴木版年画，是中国春节
期间的传统习俗。而在 《原神》
构筑的幻想世界内，也有一场盛
大的节庆热闹正酣。

以元宵节为参考的“海灯
节”便是每年的第一个月圆之
夜。去年“海灯节”期间，用户
可以“熔炼烟花”，解谜“灯中妙
影”，并探寻背后的渊源。当时推
出的戏曲元素新角色云堇，以及
由云堇带来的戏歌 《神女劈观》
人气居高不下。

《神女劈观》由上海京剧院演
员杨扬演绎，在中外互联网上不
仅引发广泛传播和热议，更有粤
剧、昆曲、黄梅戏等数十种戏曲
表演艺术家自发翻唱。

今年的“海灯节”，以中国传
统皮影戏为灵感设计的解谜玩法

“纸映戏”再度受到欢迎。这个益
智类玩法乐趣十足，又蕴含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从“海灯节”、《神女劈观》、
“纸映戏”到纪录片《流光拾遗之
旅》，依托 《原神》，出品方米哈
游在输出中国文化上不断实践，
持续发力。2022年10月，文化和
旅游部公布“文化和旅游数字化
创新实践十佳案例”，米哈游凭借

“以游戏为载体的文化传播和旅游
宣传推广模式探索”位列其中。

如今，相约“海灯节”，在这
里体会传统文化魅力，已逐渐成
为 《原神》 用户群体每年的期盼
和习惯。米哈游创始人、总裁刘
伟表示：“今后，我们将继续探
索更多的形式巧妙展现中国文
化，让游戏成为文化传承、文化
自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让更多
的人能够了解中国文化，喜爱中
国文化。”

当代都市题材网络电影 《抬头见喜》 于 1
月 22 日 （大年初一） 上线播出后，受到许多
网友关注，我作为主创人员之一感到非常欣
慰。这部影片由 4 个故事组成，是一部合家欢
类型的影片，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群体的人都能
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执导的故事名叫 《姥爷勇闯元宇宙》。
通过全家人齐心协力帮助姥爷走出困境、渡过
难关的故事，表现了家庭成员互敬互爱、团结
和睦的重要性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的情怀。影片中外公与外婆相遇相爱，一世情
深，我们借此表达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
愿景，希望能给年轻观众处理婚恋情感问题提

供榜样。
我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快就搭起

了大体骨架，核心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
因为一项新技术，在虚拟时空见到了自己去
世的爱人。我面临的选择是把它拍成一个科
幻片还是现实题材作品，由于我的一些个人
经历，还是选择了后者。

这部影片融合了新技术和泥塑这项中国
民间传统艺术。在这个故事里，一直以捏泥
人为职业的姥爷，原本一直以为新技术和自
己的老手艺是对立的。但是后来他在外孙的
帮助下，自学虚拟形象创造，在虚拟世界中
与去世的姥姥跨次元重逢，并且意识到虚拟

世界的“建模”其实和捏泥人有相似之处，
就 是 把 自 己 最 爱 的 人 重 新 “ 塑 造 ” 和 “ 再
现”出来，新与旧并不是毫不相关的，也不
是对立的。

《姥爷勇闯元宇宙》 的拍摄过程是在单一
空间内完成的，这样我可以最大化地把故事呈
现出更好的效果。而如何在单一空间里让故事
更丰富，是编剧也是导演的基本能力，我尽力
去做了，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这部影片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
目重点项目、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
扶持作品、北京市广播电视局“青春中国梦”
网络视听精品创作项目入选作品。关于影片的
名称“抬头见喜”，我的理解是：过去有人说
中国人总是低着头走路，经过几代人、几十年
的奋斗，现在我们迎来了新时代，当然可以抬
起头来，看到我们取得的丰硕成果，也看到我
们的美好未来。

（作者为《抬头见喜》之《姥爷勇闯元宇
宙》导演）

语言有其独特的时间性与空
间性，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和地
域特征，造就了中国人繁复的语
言生态。中国是当今世界语言资
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话是
我们世代相承的文化根脉，也承
载着每一个人的情感记忆。

中国话从何而来？经历过哪
些发展？缘何成为如今的模样？
近年来，文艺作品系统性地挖
掘、梳理和探究中国话的起源发
展和独特魅力，呈现源远流长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来根植于
血脉的“语言”新风潮。近日，
以语言为主题的文化纪录片 《中
国话》 通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梳
理，以广阔的视角和具象化的表
达，勾勒出跨越时空的语言图
景，展示中国话的波澜壮阔与意
义深远，弘扬语言之美。

从语言的韵味、语言和方言
的形成、普通话的演进、语言
的传承、语言背后的情感、各
异的沟通方式及对语言的保护
等主题入手，纪录片宏观又不
失细节地梳理出中国话传承的
脉络，让每一句中国话都有迹
可循，也让不同主题得到深入
浅出的拆解和阐释。人们可以
通过 《诗经》 寻找古代汉语的
发音方式，辗转不同地域寻找
方言声调的秘密，探寻中国人
的 文 化 基 因 ； 通 过 人 口 的 迁
徙、丰富的地形地貌，观察语
言、方言的形成，一窥“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独特语言现
象；通过普通话的前世今生，看
到普通话在新时代的变化以及中
国人与普通话更为紧密的联结。

语言离不开人的讲述，中国
话的探寻视角不仅聚焦语言的历
史演变进程，更采用普通人的视
角，以质朴的讲述展示中国话的
多样魅力。《中国话》选择以人为
叙事主体，采访了一大批语言学
者及几百位普通中国人，他们的
讲述让“中国话”有了画面、有
了感情、有了性格，观众在观看
节目时，能自然而然寻觅到一种
亲切的归属感和熟悉感。语言的
细微差异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
思想与感情。母亲的歌谣、苗语
中的“心”、神奇的语气助词……
一字一句之间是中国人思维的载
体、情感的纽带，唤起了人们对
日常的思考，唤起记忆深处的温
暖与感动。

中国话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
财富。数字化时代碎片化的阅读
习惯，让语言的完整性留存和记
录变得愈发迫在眉睫。《中国话》
以影像的形式为语言赋予更多

“可视化”与“可看性”，让语言
的文化属性可以被听到、被看
到，并生动隽永地留存在中国文
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千人千面的
讲述、天南地北的呈现、五花八
门的记录，在丰富观众思考维度
的同时，也生动呈现了中国话的
海纳百川、生生不息。

打造“演艺之都”

北京文化发展添新翼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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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发展添新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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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城市各处的多元演出空

间，汇聚全国优秀的艺术院团、

院校和艺术家，精心打磨的一出

出原创大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

秀剧目……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北京坐拥得天独厚的

演艺资源。2023年，“着力打造‘演

艺之都’”首次写入北京市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引发各方关注与热议。

传统文化“破壁”二次元
本报记者 郑 娜

抬起头，看到美好未来
胡国瀚

■文艺创作谈

诉说五千年文明的韵味与传承
冯晓婧

图①：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开幕。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图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
（资料图片）

图③：艺术家在“北京古建音乐季”上演奏。
主办方供图

图④：中央歌剧院新剧场内部。
中央歌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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