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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风凛凛出府门，我去到校场选能
人……”近日，河南戏曲名家张晓英因电
影 《满江红》 中“让人上头”的配乐火
了。在电影里，她演唱了 《探阴山》《包公
辞朝》《包青天》《下陈州》 等 7 个唱段。
豫剧和摇滚的“混搭”刷新了不少年轻人
对戏曲的认知，很多不了解豫剧、不熟悉
戏曲的朋友因为这几段配乐，关注并喜欢
上了戏曲。张晓英的抖音直播间里涌进了
更多年轻人，这给戏曲传播注入了新血
液、新活力和新希望。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有
着悠久辉煌的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从瓦
舍勾栏一路走来，戏曲的发展一方面依赖
于历代经典剧作的精心传承，一方面也需
要根据时代发展和观众审美趣味的变化，
不断创新表达形式和传播路径。近年来，
戏曲与影视作品、音乐、电子游戏、文创等
跨界合作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批多元融合
作品的“出圈”带火了戏曲，以更为丰富而
年轻化的形式，表达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
韵，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年轻化表达助推传播

戏曲与电影，一个在舞台，一个在大
银幕，表面上二者似乎并无直接关联。但
在中国，这两种艺术已经无数次碰撞出耀
眼的火花。从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
到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梁山伯与祝英
台》，再到 《舞台姐妹》《人鬼情》《霸王
别姬》《变脸》《梅兰芳》 等以戏曲为主题
或主要元素的电影，中国电影的每一个发
展节点都离不开戏曲的参与，而戏曲得以
广泛地记录、传播，也离不开电影这一艺
术形式的助推。

近年来，影视作品尝试对戏曲进行年
轻化的表达，助力戏曲更大范围的传播。
如 2020 年热播的电视剧 《鬓边不是海棠
红》 深植戏曲文化，用很重的笔墨讨论戏
曲创作与表演。剧集建构了内容矩阵，形
成传播国粹文化的合力。播放过程中，观
众可以通过互动式点选，深入了解戏曲唱
段的扩展内容，实时进行科普；2020 年 B
站跨年晚会戏曲节目 《惊·鸿》 用一段段舞
蹈将昆曲、秦腔、评剧、川剧、河北梆
子、京剧串联起来，为年轻观众带来别样
的戏曲艺术体验；2021 年 5 月上映的 4K 全
景声粤剧电影 《白蛇传·情》，以年轻观众
为接受主体实现“破圈”，豆瓣评分高达
8.0 分，成为中国影史戏曲类电影票房的冠
军；“2023 年春节戏曲晚会”首次将主场
移步户外，来到南戏故里浙江温州，依托
现存最早中国戏曲剧本的诞生地——九山
书会，以数字空间艺术融合戏曲舞台格
局，打造出 360 度全景沉浸式实景山水舞

台，赋予戏曲表演强烈的青
春气息。

多元融合频频出圈

大荧幕之外，戏曲也成
为越来越常见的文化元素。

在音视频网站上，国风
戏 歌 受 到 年 轻 网 友 的 欢 迎 。

《新贵妃醉酒》《悟空》《探
窗》《武家坡 2021》 等将戏腔
戏 韵 运 用 其 中 ， 传 唱 甚 广 。

这不仅发生在中文歌曲中，融入戏曲元素
的外文歌曲也有较大点击量，如海外平台
YouTube （优兔） 上，来自罗马尼亚的女
子 乐 队 Blaxy Girls 演 唱 的 《If You Feel
My Love》 多处穿插了 《铡美案》 唱段，
积累了 211万观看量。

游戏正在成为戏曲传播的重要阵地。
青年京剧演员王佩瑜演唱的 《游山恋》 为

《梦幻西游》电脑版游戏主题曲之一，女高
音谭晶演唱的融合京昆唱腔的戏歌 《赤伶》
出自武侠网游《逆水寒》。《逆水寒》设计了
一个“瓦舍”系统，通过虚拟戏台“梨韵
阁”，播放《梁祝》《牡丹亭》《天仙配》《女
驸马》《花木兰》 等经典唱段，用户欣赏完
这些戏曲表演，就能解锁相应关卡。皮影京
剧游戏 《锁麟囊》，由多位国家级京剧演员
配音，共有4个场景，用户可以体验剧中挑
选嫁妆、赠送锦囊等环节。策略游戏《小小
霸主》，汇集京剧多个剧目中的经典人物造
型、行当齐全，用户可以化身为戏曲舞台上
的著名人物如关羽等，多方位了解戏曲知
识。风靡全球的游戏《原神》致力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推广，游戏中的刀马旦角色“云
堇”所演唱的 《神女劈观》，2022年初上线
YouTube 后累计了近千万观看量，引发各
剧种百位名家争相翻唱，成为近年来戏曲
海外传播的现象级事件。

守正创新焕发新彩

如今，在高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与
智能化技术的驱动下，媒介的变迁和融合
愈发走向深入，戏曲的传播比以往任何时
候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观众要纳新，
剧目要焕新，传播的形式亦要创新。

在传媒多元的当下，一切平台皆可成
为窗口，皆可寻求突破。大屏幕上，戏曲

“混搭”电音、摇滚，带动了新的潮流；音
乐平台上，融入戏腔的国风歌曲优美而富
有韵味，拨动了人们的心弦；视频网站
上，戏曲演员化身 up 主，竟然把艰涩难懂
的戏曲唱段讲述得如此生动有趣；有声小
说平台上，戏曲知识通过边讲边唱的导
赏，利用碎片化传播方式普及给更多人。
种种现象告诉我们，戏曲并未老去。那份
咿咿呀呀的婉转低吟、霓裳折扇间的回眸
一笑、家国大义中的慷慨凛然，历久弥
新，青春昂扬。

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
动的先驱者田汉曾经提出：“不仅要把新内
容注入旧形式，也要把新形式注进旧形
式，使中国原有的戏剧形式更丰富，更生
动，更能表现新内容。”面对新的社会环
境、技术变革，拥有悠久历史和动人艺术
魅力的中国戏曲，唯有借力、融合才能获
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焕发新的生命
力。要做到戏曲与其传播载体的“双赢”，
必须同时考虑到“守正”与“创新”两者
间的平衡，凭借好风，扶摇直上，全面提
升中国戏曲的国内、国际传播力。

（作者单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
究院）

电视剧 《三体》 网台同步热播，是 2023 新年伊
始中国影视界引人关注的热点。科幻小说的影视文本
转化从来不易，《三体》 无疑更是难上加难。这部堪
称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幻巨著，科幻想象超凡脱
俗、科学理论深奥复杂、叙事结构多线交织。面对如
此高度想象性、逻辑性、文明性的中国IP科幻故事，
影视改编的理念、尺度、手法、效果如何实现与原著
科幻之境的形似，影像创造的科幻叙事如何满足“人
人心中皆有，人人眼中却无”的神似？从已有的收视
反馈来看，电视剧 《三体》 正在不断接近这一目标，
为中国式科幻影像创造一个成功范例。

电视剧 《三体》 精准再现了原著：无论是对假
想三体文明中天体运行恒纪元、乱纪元的高度还
原；还是对汪淼、叶文洁所代表的不同时代中国科
学家，刑警史强所代言的和平捍卫者等一系列人物
的高度保真塑造；以及人物间措辞、语气几乎“严
丝合缝”的高吻合度对话，都让观众连连发出赞
叹。很多书迷观看后纷纷表示：“感觉自己沉浸在真
实的 《三体》 世界”“和看书时的想象一模一样！”
影视技术对小说中狂放想象所进行的具象化处理，
创造了引导观众进入三体科幻漫游之旅的可视化手
段。窗户上爬过的蚂蚁、交错流动的光影、不断闪
回的暗线，如同一句句“芝麻开门”的通关暗语，
开启由读者至观众身份的转变，成功对接了观众的
内心期待。

电视剧 《三体》 创造了极富想象力的“空间美
学”语汇，营造了坐标在不同时间维度的空间向

度。原著中仅用了十多页文字描述汪淼与
“幽灵倒计时”搏斗的过程，而电视剧几
乎用了两集表达这一情节。倒计时的终点
究竟是什么？足够延宕的情节既发挥影像
叙事优势，呈现倒计时的直观性，也在不
断反复的时间读秒中更加凸显了人物内心

“质疑—抗争—绝望”的博弈过程。正是
“整个宇宙为你闪烁”高光时刻的巨大挫
败，引导观众更能体验到汪淼选择重启纳
米实验时的信心和决心，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
无数科学家们用近乎偏执的勇气，推进着社会与时
代的发展。

电视剧 《三体》 基于原著又不拘泥于原著，在
科幻感和命运感融汇交织的中国式科幻文化逻辑表
达中，实现了形似向神似的跃进，极大地提升了观
众的认同度。原著 《三体》 充满了对人类生存的自
然、社会、文化环境的忧思与观照。电视剧 《三
体》 虽然在闪回的历史时空、三体的游戏时空、现
实时空等多维空间不断穿梭，但是剧集并没有将故
事的主场景搭建在预设的“未来”，而是立足现实、
关注现实。相比于西方科幻影视作品，电视剧 《三
体》 更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站位和视角。科学家
们博大的文明情怀、坚定的文化自信、无畏的科学
精神、精深的思想智慧，正是“中国式科幻文化”
的价值支点，也是中国科幻故事之于世界科幻话语
体系的差异、突破与超越。

原著小说 《三体》 的书迷遍布世界各地。电视

剧自开播以来，在腾讯视频海外站 WeTV、腾讯视
频 Youtube 官方频道同步国内上线播出，反响热
烈。在 WeTV北美地区，《三体》 每日均为站内播放
量最高的内容。在 Youtube 平台，截至 2 月 5 日，观
看人数达到 409万，其中近 42%的用户来自于北美地
区，海外评分不断上涨，口碑持续攀升，权威评分
网站 IMDB 评分 7.8。海外观众对场景细节、特效制
作、摄影风格、剧情逻辑、音乐等都给予了好评。

电视剧 《三体》 的热播，距 《三体》 小说第一
部连载之时，已有 17 年之久，曾经的书迷，今日之
观众，既有由书而影的追随，也有从影而书的逆
袭。今天，在全球科幻题材迭代更新、元宇宙等热
点议题下，《三体》 引发的跨媒介生产与传播热潮，
彰显出中国科幻影视创意思维与制作能力的快速提
升。作为中国式科幻影像创造的一次重要探索，电
视剧 《三体》 用充满神秘感和史诗感的科幻影像点
燃了中外观众的激情，在科幻文化想象视野中，仰
望耀眼的星空和广袤的宇宙。

春风送暖，艺暖人心。2月8日下午，来自国家大剧院管
弦乐团的4位艺术家走进北京市密云区鼓楼街道，为社区居民
送上新春的祝福，悦耳动听的音乐点亮了大家对新年的期
许，也拉开了2023年国家大剧院百场公益演出的序幕。

音乐会以莫扎特 《G 大调小夜曲》 开场。亲切抒情、柔
美流畅的曲调瞬间拉近了观众与古典音乐之间的距离。随
后，歌剧《弄臣》《茶花女》《图兰朵》《风流寡妇》中的经典
音乐选段，以及来自德国作曲家舒曼 《童年情景》 中的“梦
幻曲”等作品给观众带来了不同的音乐审美体验，让大家随
着音乐放松心灵、静享惬意；明快动听的 《蓝色多瑙河》 演
绎出春意盎然的勃勃生机；自由奔放的勃拉姆斯 《第五号匈
牙利舞曲》让观众陶醉其中。

音乐会对中国音乐作品的演绎也同样富有多样化。取材
于民间故事的《梁祝·化蝶》引发观众们的情感共鸣；具有浓
郁民族风情的维吾尔族音乐 《快乐的萨利哈》 欢快轻松；展
现青年爱情的蒙古族音乐 《森吉德玛》 宽广抒情；展现节日
氛围的 《步步高》 和观众耳熟能详的 《瑶族舞曲》 将现场氛
围推向高潮，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作为公益性的艺术普及活动，为了让观众走进作品，体
味作品中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格调，艺术家还介绍了所演奏曲
目的创作背景、艺术风格，以及室内乐的相关知识和不同地
域间音乐创作的特点。“演讲结合”的方式让观众不仅收获了
美的享受，还了解了艺术知识。临近尾声，《花好月圆》《我
和我的祖国》两首经典作品再次点燃了在场观众的热情。

国家大剧院百场公益演出自2015年推出以来，始终坚守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宗旨，将合唱、室内乐、戏剧及声
乐表演等形式的艺术送到百姓身边，将宝贵的艺术资源传递
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不断丰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截至目
前，该演出已经成功举办700余场，惠及观众达15万余人次。

2023年，国家大剧院百场公益演出将继续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力求做到城区和郊区的平衡分布，满足不同观众群
体的艺术需求，在注重艺术品质的同时发挥公益性的特点，
持续为市民群众提供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演出，为观
众们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

图为公益演出现场。 高 尚摄

正月十五，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上，舞龙、舞狮、
踩高跷、小车会等民俗花会节目轮番上演，阵阵掌声、欢笑
声不时传来。沿着青砖小巷来到“玉成号画庄”，霍庆顺用棕
刷在画板上反复拂拭后，再覆上宣纸，先轻抚、再重按，然
后揭开，木版年画《天仙送子》的轮廓跃然纸上。

“这幅《天仙送子》的年画上有10个人物，每个人物的脸
部彩绘就有20多道精细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认真对待。”作
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杨柳青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74岁的霍庆顺说，即使是自己一丝不苟作画，年画成品
率也只能维持在70%左右。

在霍庆顺工作室不远处的另一处老宅中，张宏正指导一
群小朋友体验年画拓印。随着推、拉、揭等动作一气呵成，
一只骑着老虎、手挥玉如意、头戴潜水镜、憨态可掬的“钞
集兔”，在孩子们的笑声中跃然纸上。

张宏是霍庆顺的大儿媳，也是徒弟。“用生肖元素结合年
轻人的各种‘梗’创作年画，是我这几年进行的全新尝试。现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了解年画，喜欢年画，年画元素也出现在
T 恤、充电宝、手机壳等衍生品上。在延续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让更多年轻人爱上杨柳青木版年画，是我最想突破的。”

“丹青百幅千般景，都在新年壁上逢。”从明朝永乐年间
天津杨柳青镇出现第一家年画馆起，杨柳青木版年画已有500
多年的历史。杨柳青古镇“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画
乡风貌，也在几个世纪中逐渐形成、延续。“年画是传统民俗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不断传承和创新，与时俱进赋予
杨柳青年画更多精神内核。”霍庆顺表示，“杨柳青年画源于

‘过年的画’，但更应该是生活里的画，是世世代代传承的
画。只要能把这幅‘画’传下去，再苦再累也值得。”

近年来，为让传统技艺“活”起来、“火”起来，西青区
盘活年画产业资源，实施年画振兴工程，提供场地、出台政
策，鼓励和扶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成立杨柳青年画工作室，
设立年画博物馆、民俗文化馆等文化空间，为年画传播和年
画产业化奠定了基础。截至2022年底，杨柳青镇已陆续开设
近80家年画作坊、60多家年画店铺。随着杨柳青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一期工程基本完工，杨柳青古镇也建成了以年画为
特色的文旅小镇，围绕年画特点发展上下游产业，实现年画
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和文旅跨界融合。今年春节假期，西青区
接待游客139.45万人次，综合收入1.25亿元。

夜幕低垂，不远处升腾起璀璨的烟火，照亮了这座千年
古镇，也让一幅幅寄寓美好祝福的年画熠熠生辉，焕发出别
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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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科幻影像的重要探索
杨乘虎 李怡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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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三体》美国海报 出品方供图

让“过年的画”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武少民 靳 博

图片从上至下依次为：4K 全景声粤剧
电影 《白蛇传·情》 海报、《原神》 中的刀
马旦角色“云堇”、B站跨年晚会戏曲节目

《惊·鸿》 舞台照、上海京剧院联动手游团
队推出角色“霸王别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