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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与技术彼此成就，产生出圈效应

记者：从 《2021 河南春晚》 到“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大家发现“出圈”的节目大部分是舞蹈作品，舞蹈一
下子成为备受关注的艺术门类，怎么看舞蹈火“出圈”的
现象？

李永明：舞蹈是几乎和人类同时诞生的一种艺术形
式，被誉为“艺术之母”，它既古老又不断求新求变，充
满活力。与其他一些艺术门类相比，舞蹈具有直观性、
直接性，不存在语言翻译的藩篱，不存在由于文化背景
迥异所造成的差异化表达，所以在跨地域、跨文化交流
中，舞蹈是非常易于被接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具备容易
出圈的特质。

钱林林：舞蹈主要通过肢体表演来表达深层次的精神
文化内涵。中国古典舞蕴含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
节日”系列节目所展现的舞蹈大部分是中国古典舞，反映了
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文化，它们能够出圈主要是因为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厚重的文化内涵做支撑。另一方
面，视听拍摄制作手段的飞速进步也助力舞蹈表演方式、
传播方式的创新，使舞蹈艺术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

张建珍：舞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舞蹈艺术追求的是通过肢体表演，让观众感受到空间
和时间的延展，让想象力超越此时此刻、眼前动作，勾起
文化记忆和对当下现实的思考。河南卫视的一系列节目在
XR、AR 等科技手段的加持下，运用电视剪辑等多种形
式，呈现出美轮美奂、信息密集的舞蹈美，放大了深藏其
中的文化内涵，让专业和非专业人士都能信服、叹服，自
然也就火“出圈”了。

从舞台到屏幕呈现，是一个全新课题

记者：从最早的 《舞林大会》《舞动奇迹》《中国好舞
蹈》，到 《起舞吧！齐舞》《舞者》《舞蹈生》，再到引起较
大轰动的 《舞蹈风暴》 以及河南卫视的一系列节目，近几
年舞蹈类节目频频进入大众视野，电视和舞蹈的结合给彼
此带来了哪些变化？

张建珍：电视与舞蹈的结合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
电视舞蹈大赛只是把舞蹈搬到电视上，外行人只能看看热
闹，很难引起大众持续的共鸣。后来，一些节目开始把真
人秀和舞蹈结合起来，借舞蹈来表现非专业人士学习舞蹈
的过程，舞蹈主要服务于真人秀。2019 年，《舞蹈风暴》
利用子弹时间、剪辑、灯光电等电视技术，放大舞蹈的精
彩瞬间，使舞蹈在荧幕视觉呈现上有了重大突破。今天，
河南卫视的一系列节目在运用电视技术的同时，放大舞蹈
艺术和电视传媒文化的内涵，不仅为舞蹈艺术带来了新的
革命，也是电视语言的革命。它几乎打破了所有过去传统
电视叙事规则的约束，包括影视剧叙事、风光宣传片叙
事、电视晚会叙事等。

胡岩：舞蹈相对来说是比较小众的艺术。近年来，艺
术与电视技术的融合促进大众对舞蹈，特别是对中国古典
舞的喜爱和关注，扩大了舞蹈的影响力，也拓宽了中国古

典舞的出口。在新的技术条件和
传播平台下，舞蹈出现了从舞台
呈现到荧幕视觉呈现的转变，在表演、场景、时长、音乐
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为舞蹈艺术创作和发展传播带
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李永明：得益于科技的发展，电视舞蹈作品在场景转
换、背景切换、空间营造等方面具有舞台舞蹈不可比拟的
优势，可以让结构更加紧凑、细节更加放大、质感更加饱
满。电视舞蹈作品与传统舞台舞蹈的表现方式存在着巨大
差异，具有全新的属性，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绝不是简
单用摄像机把舞蹈拍摄出来，然后在屏幕上播出，而是要
求在舞蹈编创过程中，在进行舞蹈本体的表达中，就必须
综合考虑拍摄手法、后期制作、科学技术方案等因素，这
是一种全新的舞蹈编导思维，给舞蹈编导们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

进一步融合，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记者：舞蹈类节目火起来后，预计未来会涌现出更多
与舞蹈结合的电视节目、视频，对这样的创作趋势有什么建
议？如何才能创作出更多新鲜、优秀、具有生命力的精品？

胡岩：对创作者来说，技术能给舞蹈带来很多帮助，
包括更便捷的传播、更丰富的形式，更夸张的想象力，但
创作者不能过度依赖技术的包装，要把技术融入作品本
身，利用好技术的能量，让作品更上一层楼。河南卫视把
中国古典舞风潮带动起来后，其他媒体、节目可能会效仿
其做法，打古典主义的牌。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社会应更
加尊重古典艺术，保持对古典品质的高标准高要求，不要
把古典艺术庸俗化。

李鹏：随着科技带来观影方式的多样化，舞蹈的表演
环境和传播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舞
者或将脱离时间和空间制约，观众将通过传感设备与舞者
同步。无论是在实景中植入幻境，还是利用虚拟手段呈现
表演者舞蹈中的情感世界，技术性瓶颈是很容易被打破
的，难的是内容。技术应用始终要为表演服务，贴附于内
容之内。

李永明：当下文艺类节目中，青年是观众群体中十分
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民族自信心自豪
感的不断加强，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在不断提
升的。与外来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的是新颖的表
达途径、突破想象的视觉冲击力和具有现代气息的呈现方
式。没有对当下审美趋向的准确把握，很难获得年轻观众
的认同。生活在日新月异地变化，艺术在千变万化中发
展，各种新的艺术范式、艺术思潮不断涌现，艺术工作者
必须要与时代同步，用包容的心态客观对待新生事物，掌
握更多相关领域知识和现代科学手段，才能够创作出具有
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

在“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
展”闭幕的前几日，终于去看了这
场“金秋最值得去的展览”。当天虽
然不是节假日，且严格执行限流和
预约制度，但不出意料的是，展览
仍然吸引了一大批观众。观展热情
在展厅内持续升温，与雁翅楼外凛
冽的寒风形成强烈反差。

能被网友们评价为最值得去的
展览，故宫敦煌特展的受欢迎程
度显而易见。首先，其出自北京故
宫和莫高窟两大极具“文化硬核力”
的世界遗产，以及故宫博物院和敦煌
研究院两大极富“创新战斗力”的文
博机构。这样规格的展览别说放在
国内，走出国门那也是相当“能打”。
其次，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的背景下，不用出京就可以“走
进”千里之外的艺术宝库，如此丰
盛的文化大餐自然受到老百姓的拍
手称赞。

众所周知，北京故宫藏品千千
万，莫高窟里的石窟、壁画、佛像
等文物又具有不可移动的特点，要
把两者结合到一起，给观众带去美
与思，难度其实特别大。此次特展
巧妙地根据主场的建筑格局，找到了
三个主题：一是突出“精华”，探幽索
隐敦煌石窟、壁画、佛像艺术的创造
过程，让没去过莫高窟的人也能初窥
堂奥。事实上，即便如笔者去过三次
莫高窟，在这个主题中也获得了许多
知识普及，受益匪浅。二是突出

“人间”，以故宫和敦煌中的服饰、
音乐、建筑等为线索，将历史与当
下做了很好的勾连，让人清晰感受
橱窗里那些数千年前的文物并没有
远去，而是一直活在我们身边。三
是突出“传承”，通过大量珍贵的图
片和文件资料，大视角回望了中国
文物保护的漫漫艰辛路。

展览的尾声特别令人难忘，那
是一幅由几百位人物交错组成的巨
型照片，他们的名字是“敦煌研究
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许多观众驻
足在此，湿润了双眼。

这是此次展览最为华彩的篇
章。紫禁初开、风雨敦煌，众心一
念、薪火相传。从帝制终结到筹设
古物陈列所，从历经战乱到文物南
迁，从绽放活力到跨越 600 年成为

“网红”；从孤悬沙海、乱世难安、
衰微不绝，到一批批文化工作者逆
行而来、聚沙成塔、赓续文脉……
文物不会说话，但它却分明向人们
诉说着一部缔造人类文化遗产保护
奇迹的历史，一部从文化衰败到文
化兴盛、从文化不自信到文化自信
的中华民族近现代史。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今
天，我们何其有幸能走近遍布神州
大地的一处处文化遗产，目睹绵延
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如何活在当下，
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传统文化全面
振兴的时代，无论文化工作者还是
普通民众，我辈更应笃志前行，如
此次特展“敦行故远”所寄托的愿
景一般，身体力行去做那守护传统
的涓涓细流，让我们赖以生存的文
化长河奔腾不息，永远向前。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央视
网联合出品的新青年生活分享类节目 《你好生
活》 第三季于近日收官。从 2019 年到 2021 年，
这档散发着泥土气息和人间烟火的综艺节目，
收获了许多观众尤其是年轻受众的喜爱。节目
以“生活”为媒介，就地取材，自然地揭示出
自我与他人、个体与国家、青年与时代的紧密
关联。

虽然主要面向年轻观众，但 《你好生活》
在突出青春视角的同时，也营造出了一种难得的
历史纵深感。无论是主持人和嘉宾时常哼唱的传
统戏曲、经典老歌，还是收官之际的复古联欢
会，都一点点填平着年轻一代与过往岁月的隔
阂，搭建起青年人与历史对话的桥梁。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第四期节目 《泉源》。主
持人和嘉宾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梧桐山，沿
着红军曾经走过的路去寻找泉水源头。一行人
一边艰难地行进，一边讲述着四渡赤水的故
事，感慨长征路上的千难万险。这次“饮水思
源”之旅让观众再次感叹美好生活从来不是

“从天而降”，而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

蹚平了崎岖——“就像我们喝到清凉的泉，别
忘记，它一定有源”。

《你好生活》 没有陷于琐碎的日常，而是以
真实动人的故事、细致入微的生活片段，将宏大
的时代命题娓娓道来。为民小学孩子们脸上的笑
容，是脱贫攻坚的生动答卷；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不输城区的怀柔山村，是乡村振兴的“代
言”；散落在稻田间的一座座民宿，是生态优化
孕育出的“金山银山”……正是时代发展，成就
了当下的美好生活。

那么，是什么成就了时代的发展？当主持人
与嘉宾走进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简陋的铁皮房
时，观众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讲到玉米育种时
的侃侃而谈、谈及家人时的哽咽落泪、面对赞誉
时的谦逊淡然……85岁依然耕耘不辍的程老让观
众看到了时代变迁背后的坚守和奉献。

《你好生活》 第三季没有提前编好台本，这
也让节目多了一些“意外”：在北京怀柔遭遇暴
雨天气，“撒尼”组合 （撒贝宁和尼格买提） 与
村民一起清理积水的暖心情节，融化了不少观
众的心。

美好生活，难免也会遭遇意外。危机面前，
除了要建立完善的应急与保障体系，也需要社会
成员之间的守望相助。《你好生活》 中的主持人
与嘉宾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让观众看到了善意
的价值、人心的力量。说到底，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包含精神上的
丰盈，是心中有信念，脚下有力量，前方有梦
想，身边有真情。

今天的中国，每天都上演着各种美好。《你
好生活》只是展示了其中几个切面。透过这些切
面，观众看到了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一组青年
人的奋斗群像和一个令人期许的未来。

本报电（文纳） 近日，由江苏
省盐城市大丰区锡剧团和江苏省演
艺集团锡剧团共同创排的原创锡剧

《大先生》在盐城上演。该剧生动再
现了民族实业家张謇 100 多年前在
大丰废灶兴垦，实业救国的经历，
受到现场观众的好评。

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实业救国
的伟大先驱，他在兴办实业的同
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
业，造福乡梓，影响深远，是中国
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100 多
年前，张謇兴办大丰盐垦股份公
司，废灶兴垦、种植棉花，满足大
生纺织企业集团以及上海等地原料
需求，大丰的名字由此而来，大丰
人民对张謇更是怀有深厚而特殊的

情感。锡剧 《大先生》 选材于张謇
1918年在大丰创立盐垦公司，带领
民众废灶兴垦的历史事件，展现了
张謇“敢为天下先”的实干精神和
深厚的家国情怀。

“做实事，苦累不惧，我们都敬
仰这样的人。”大丰市民王先生看完
演出之后感慨地说，“在上世纪 20
年代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
期，张謇老先生克服各种困难实业
救国，实在是让人钦佩。《大先生》
这部剧弘扬老先生的精神，在我们
这个时代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我
们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形势变
化的双重挑战，需要每个人发挥实
干精神，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幸福
的日子。”

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带动与影响
下，中国电视剧尤其是当代都市伦
理剧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热播。一批以中国当代城市生活
为背景的电视剧作品，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形成收视热点。

日前，河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河北大学“中国当代都市伦理
剧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跨文化传
播研究”课题组选取了俄罗斯、蒙古
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埃及、约
旦、肯尼亚、埃塞俄比亚、毛里塔尼亚
等10个国家的上千位普通民众作为
调研对象，进行了为期 5 个月的线
上、线下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受
访者看电视频率越高，对与中国人
交往、旅游、学习、工作等的意愿
程度越高。这表明中国“一带一
路”的相关政策及文化产品，特别
是当代都市伦理剧，在电视媒体中
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从对受访者的背景与观看喜好
的分析显示，受访者对中国都市伦
理剧最感兴趣的人物关系分别是朋
友关系、父辈与子辈关系，占比高
达 46.05%、40.60%，兄弟姐妹关系
和婆媳关系次之，同事关系则最
少。受访者对中国都市伦理剧情节
中所体现的团结朋友、尊敬父母、
兄妹亲情和夫妻挚爱等产生的共鸣
均 较 多 ， 占 比 分 别 为 54.33% 、
51.03%、35.49%和33.01%。

从整体传播效果来看，受访者
当中愿意以及很愿意与中国进行文

化交流及生意往来的占比大约在
60%—90%之间。具体来看，被调查
者最喜欢到中国旅游和交朋友，占
比分别为 88.00%和 82.50%，紧接着
是做生意、学习和工作，支持度分
别达到 81.72%、81.08%、78.01%。
从对中国文化符号的了解来看，受
访者依次对中国烹饪、中华医药、
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建筑、中国书
法等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中华美食
本就在国际上享有美誉，剧集中经
常呈现的烹饪等日常生活场景也助
推了观众对此的关注，进而使中国
的饮食文化、中医药文化、传统文
化节日等更多受到关注。

中国当代都市伦理剧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热播，一方面是
由于“看电视剧”仍是这些国家民
众喜闻乐见、老少咸宜的休闲方
式；另一方面与中国当代都市伦
理剧的特点有极大相关。中国传
统 文 化 以 儒 家 伦 理 为 观 念 架 构 ，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依托。中
国当代都市伦理剧中的大部分角
色秉持着传统的“父慈子孝、兄
友弟恭”理念，处处体现着对家
庭和家人的热爱、对爱情和友情
的重视，即使叙事场所从家庭转
换到社会中，也无不体现着对正
义 的 追 求 ， 对 人 类 命 运 的 关 怀 ，
由家而国，通过个体家庭的伦理
道 德 映 射 国 家 社 会 的 道 德 价 值 。
这种共通的伦理价值范式跨越了
国 别 、 人 种 、 语 言 等 外 在 的 因
素，使得沿线国家民众得到共鸣。

主持人：本报记者 郑 娜
嘉 宾：钱林林（河南广播电视台《清明奇妙游》《重阳奇妙游》总导演）

李 鹏（河南广播电视台“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视觉总监）
李永明（河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节日”系列节目舞蹈总监）
胡 岩（北京舞蹈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古典舞艺术家）
张建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广播影视研究中心副主任）

做
守
护
传
统

的
涓
涓
细
流

郑

娜

今年以来，作为《2021
河南春晚》和《元宵奇妙
夜》《清明奇妙游》《端午奇
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
节目的扛鼎之作，舞蹈作
品《唐宫夜宴》《纸扇书生》
《少林功夫》《洛神水赋》
等，屡屡登上网络热搜，不
仅成为流量担当，也引起
一系列关于舞蹈与电视融
合发展的思考和讨论。近
日，在 2021 BDA （北京舞
蹈学院） 舞蹈论坛上，多
位业内人士和专家围绕相
关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珍视友情亲情 文化相亲相近

中国都市剧“丝路”热播
刘振东 王 芳

锡剧舞台弘扬张謇精神锡剧舞台弘扬张謇精神

图①：演员在表演舞蹈《唐宫夜宴》。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图②：电视节目《舞蹈风暴》中的舞蹈瞬间。
网络图片

寻时代之变 溯生活之美
陈 琦

《你好生活》第三季中，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
（左一） 与主持人。 出品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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