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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派青衣助阵，上海京剧院牵手“二次元”

国粹京剧和美食手游， 看似风马

牛不相及的两者近日意外碰撞出别样

火花。 由上海京剧院与 《食物语》 合

作推出的全新 “食魂” ———“霸王别

姬” 日前上线， 这是京剧的一次大胆

“破圈”， 亦是游戏玩家们的一次全新

国风体验。

提到 “霸王别姬”， 许多人的第

一反应大多是京剧或电影， 不为人知

的是， “霸王别姬” 还是江苏徐州地

区的一道传统名菜。 徐州人民为纪念

楚国英雄项羽和那位大义凛然的绝代

佳人虞姬， 创制了 “霸王别姬” 这道

名菜。 民间更有传说京剧大师梅兰芳

在徐州上演 《霸王别姬》 后， 东道主

为其设宴饯行， 席中便有此菜。 经世

代相传至今的 “霸王别姬 ” 如今以

鳖、 鸡取代龟、 雉。

中华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便是首

个京剧 “食魂” ———“霸王别姬” 诞

生的初衷 ， 游戏团队借由霸王别姬

“食魂” 展现民间美食智慧、 历史故

事韵味及京剧文化之美。

要让一个 “食魂 ” 真正富有魅

力， 就需要为其赋予人格化的精神、

性格、 故事及互动性。 为此， 《食物

语》 团队和上京院团队耗费近半年时

间筹备， 对 “食魂” 又进行了精益求

精的打磨， 在传统与游戏之间不断寻

求平衡点。 与其他讲述霸王别姬的故

事不同， 霸王别姬美食因民间智慧而

生， “食魂” 因此而化灵， “霸王别

姬” 自化身 “食魂” 起， 便和戏剧结

下了不解之缘， 因此 “食魂” 并没有

简单设定为虞姬本人， 而是一个有血

有肉、 热爱京剧的戏曲演员。

为让京剧元素满满地溢出屏幕，

上京梅派青衣田慧对游戏配音就 28

段角色音频进行了细致指导， 唱腔、

念白、 字韵、 重音、 节奏等都毫不马

虎。 外形则将衣型、 衣摆的设计结合

霸王的服装纹样增加海水暗纹， 服装

元素多用鱼形纹样来贴合以鱼鳞甲著

称的虞姬服装， 游戏内的非玩家反派

角色也搭配了考究的内容支撑。

原汁原味的京剧体验贯穿在游戏

中 ， 上海京剧院拿出了包括一桌二

椅、 条案、 服装展架、 道具衣箱、 守

旧纹样、 地毯等数十种场景道具在内的

详细图样。 玩家还可以在家园中拥有专

属家具， 为自己梳妆， 体验京剧的扮戏

氛围。

这不是上海京剧院首次牵手 “二次

元”， 去年院团就曾推出国风武侠游戏

《天涯明月刀》 春季京剧主题版本 《曲

韵芳华》， 完成初试水。 此次与 《食物

语》 的合作也吸引一批年轻玩家涌入上

京微博评论 ， 粉丝数量明显增长 。 未

来， 上京也将积极寻求多元跨界，

用全新方式向更多人展现京剧程式

之美。 通过手游了解京剧， 借京剧

激发创作灵感， 谁又能说传统戏曲

离年轻人很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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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漫老厂牌破圈，

楚天歌与齐天大圣携手上直播

虚拟偶像带货受欢迎，38万人在线收看，26万点赞

最近网络带货又有了新玩法， 日

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典动画 《我

为歌狂》 中的男主角之一楚天歌， 坐

进了某网络平台直播间， 为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 IP 合作商品带货 ， 吸引

38 万人在线收看， 26 万点赞。 直播间

上方的醒目位置则是孙悟空经典动画

形象———国漫经典与网络经济的创意

互动让人眼前一亮。

人气偶像楚天歌在直播中的动作

十分吸睛 ， 在向观众抛出有奖竞猜

“齐天大圣的眉毛是啥颜色” 后， 他贴

心地举起手， 让观众从画面上方的孙

悟空形象中找答案； 在与真人搭档交

流时， 楚天歌还会时不时转过头注视

对方， 俨然彬彬有礼的绅士。 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直

播间里的楚天歌运用了高科技的动作

捕捉技术， 有一整套动画片技术在支

持 “真人” 出演。

楚天歌还唱起 《我为歌狂》 中的

经典曲目， 即为当晚的直播间点亮了

高光时刻。 在楚天歌演唱片头曲 《我

的舞台》 时， 观众的点赞数瞬间飙升

到近七万。

楚天歌来到直播间带货，也被动漫

迷视为对新作的一次宣传。 2001 年，由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上海电视台联合

推出的电视动画连续剧《我为歌狂》，曾

引领一代国漫潮流。 这部聚焦校园生

活、展现乐队主题的动画片，是国产青

春校园动画的开先河之作，也是国产动

漫领域里程碑式的作品。时隔近 20 年，

这部国漫经典将以新姿态回归。上海美

术电影制片厂透露，《我为歌狂 2》最快

将于今年下半年上线，新作共有 12 集，

剧情承接第一部，目前先行预告片已登

陆哔哩哔哩网。

虚拟偶像上直播带货，是上海美术

电影制片厂近期用经典动漫形象为消

费赋能的诸多创新举动之一。就在直播

前一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便与电商

平台共同发 布 了 品 牌 微 电 影 《JOY

STORY Ⅲ：重返 618 号》。 微电影中，

黑猫警长、葫芦娃、哪吒、蛋生等承载几

代人记忆的经典国产动画形象一一登

场，展开一场现代语境下的全新冒险之

旅；这段时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官

方旗舰店也入驻了该电商平台， 此外

14 家知名大牌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合作，针对《大闹天宫》《葫芦兄弟》《哪

吒闹海》《黑猫警长》《天书奇谭》等经典

动画，推出联名商品。

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创新， 承载

传统文化元素的 “国潮 ” 正在崛起 。

拥有诸多 “传家宝” 的上海美术电影

制片厂， 以开放姿态积极拥抱在线经

济， 为经典文化品牌的发展赋予了前

所未有的想象空间。

荩人气偶像楚天歌坐进直播间 ，

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IP 合作商品带

货。 （直播截屏）

艺术展回暖：有一种消费升级在“美学体验”中完成
（上接第一版） “我们正在以直播探索

‘展览+? 模式的种种可能， 由此拓宽内

容体验设计。 此前我们已尝试 ‘展览+

瑜伽’ ‘展览+弗拉明戈舞蹈’ 等直播

内容， 接下来还将探索 ‘展览+品酒+主

题演讲’ ‘展览+亲子’ 等。”

直播探展， 带的不是货， 而是与美

学接轨的品质生活方式。 它固然包括与

艺术作品面对面的近距离接触， 同时亦

与置身艺术空间的休闲体验密不可分。

像是走进正于西岸美术馆举办的 “时间

的形态” 蓬皮杜中心典藏展， 不仅能够

欣赏到蓬皮杜带到中国的丰富的大师名

作， 以及作品承载的现当代艺术生发的

逻辑， 踱步或小憩于美术馆这一有温度

的 “第三空间 ” ， 本 身 也 是 美 的 享

受———从西岸美术馆咖啡厅的落地窗向

外望去 ， 不少人恍然有了在黄浦江畔

“眺望” 伦敦泰晤士河或是巴黎塞纳河

的 “时空移位”。 而在直播镜头中， 这

样的美学场景都将被一一捕捉。

生活美学的无限消费可
能 ， 将随线上 “种草 ” 在线
下被一一激活

这一波直播开启的 “种草经济 ”，

挖掘城市的文化内涵， 也为消费升级注

入全新动能。 用户通过直播引发的心潮

澎湃、 心向往之， 也即 “种草”， 最终

想要获得满足感， 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

去体验， 也即 “拔草”， 由此才算得上

构成一个完整的消费链条、 商业闭环。

有统计表明， 过去一年约有 300 个

特展于申城举办。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的特展， 可谓文创产业里不可忽视的一

股力量。 而对于这些展览来说， 线下体

验可以说是领略其魅力的唯一方式。 并

且， 每一个前沿的展览， 都提供了一种

新鲜的文化体验， 意味着一种文创力量

赋能的消费升级。 例如， “teamLab 无

界上海” 展的大开脑洞， 在于无限打破

边界： 一方面， 艺术作品之间的边界被

打破， 各自独立， 又互相交织、 融合；

另一方面， 艺术作品与参观者之间的边

界被打破 ， 参观者通过身体来感知作

品， 自己也成为作品的一个组成部分。

步入这个展览， 参观者在每分每秒看到

的作品永不重样， 获得的体验都将独一

无二。 “三体”时空沉浸展令人尖叫之处，

则在于将科幻超级 IP———刘慈欣雨果奖

获奖科幻小说《三体》，从线性的文字转

变为浓缩在近 2000 平方米实体空间的

三维展览，通过体感交互、空间设计、增

强现实等技术手段复现书中的恢弘想

象。 人们将在展览中邂逅大量集声、光、

电、科技、艺术于一体的互动装置，如通

过伸手、张嘴、摇摆等动作触发影像与人

像互动的“滤镜墙”，喊出“傻孩子们快跑

啊”的暗号便能身临其境体验的“水滴大

战”。甚至不必担心直播“剧透”的这些展

览， 这些身临其境更觉炫酷百倍的文化

消费场景， 以千姿百态的时尚方式擦亮

着上海“文化品牌”。

在打造国际消费城市 “新样本” 的

上海， 奔向美好生活的人民群众早已不

满足于基本物质需求， 而是呼唤着更优

质的精神文化， 对品质生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可以预见的是， 生活美学的无

限消费可能， 将随线上 “种草” 在线下

被一一激活， 以迭代升级的消费理念促

进经济全面发展。

推动更多政策和重大项目加快在沪落地
（上接第一版） 加快提高社会治理现代

化水平， 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

会环境。

会议原则同意 《上海浦东综合交

通枢纽专项规划》 并指出， 加快浦东

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 要提升更开

放的枢纽门户功能， 最大程度提升对

内对外的辐射能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 《画说中共一大》： 包含 “鸦片战争后的救国探索-中国革命的新曙光-中共
早期组织的建立-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 五个部分编文绘
图， 展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光辉历程， 再现重要事件、 重要人物、 经典场景。

■ 《画说中共二大》： 制定第一部党章、 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
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中共二大的 “七个第一”， 在连环画中通过叙事、 画
面与细节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

■ “革命圣地” 系列连环画： 该系列含 《上海： 开天辟地》 《井冈山： 星火燎
原》 《延安： 红星照耀》 《遵义： 力挽狂澜》 《西柏坡：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五
册， 形象记录党的诞生、 成长、 转折、 壮大、 胜利足迹，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无
畏牺牲、 坚守使命的本色。

■ “开国将帅” 系列连环画： 该系列以元帅后辈回忆父辈的形式进行连环画
创作， 含 《我的父亲朱德》 《我的伯父彭德怀》 《我的父亲刘伯承》 《我的父
亲贺龙》 《我的父亲陈毅》 等九册。 书中贯穿战争岁月回忆， 近距离展示九位
元帅面对艰难考验时的高尚气节、 日常生活里的闪亮品质以及对子女的言传身
教。

■ “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连环画”： 第一辑含 《改革先锋、 时代楷模、 最美奋斗
者———邹碧华》 《改革先锋———包起帆》 《改革先锋、 最美奋斗者———谢晋》 等
十册， 弘扬时代楷模力量， 用感人的事迹、 强劲的正能量鼓励党员群众奋进新时
代、 开启新征程。

■ 《雷锋画传》： 该书以完备史实为依据， 通过细腻写实、 富有艺术感染力的
图画与文字， 传神记录雷锋真实感人的一生， 立体呈现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 激
励社会各行各业涌现更多的凡人英雄。

上海京剧院与手游《食物语》合作推出全新“食魂”，破圈展现京剧程式之美。 （上海京剧院供图）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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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创新方式传播新时代楷模事迹， 让奋斗者

精神成为鲜亮的时代符号？ 深耕主旋律题材的上海连

环画界作出积极探索， “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连环画”

第一辑新近在沪面世， 精选奋战在上海教育、 司法、

工业、 文艺、 医疗等各行各业的十位楷模人物， 以其

感人事迹诠释奋斗的内涵、 幸福的真谛。 丛书由中共

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作家协会出品， 上海城市动

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策划， 上

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 现代连环画的发源

地， 上海拥有得天独厚的创作富矿。 尤其在历史题材

创作方面， 连环画比单幅画作更具可读性和表现力。

近年来，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持续策划出品红色原创

连环画百余册， 一批名家累计创作约8000幅画作， 生

动呈现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

史上的重大事件、 关键节点、 重要人物， 汇聚成“画

说四史” 主题书单， 也是对新时代连环画创作成果的

检阅。

图文合奏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征程上， 一代代坚守初心、

勇攀高峰的英雄模范接续拼搏、 贡献卓绝。 “新时代

奋斗者系列连环画” 将聚光灯投向获国家级表彰的十

位先进代表， 图文合奏出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丛书第一辑含十册， 分别聚焦法治 “燃灯者” 邹

碧华、 电影艺术大家谢晋、 以 “种子精神” 践行初心

的植物学家钟扬、 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于漪、 从码头

工人成长为发明家的 “抓斗大王” 包起帆、 远洋运输

体制改革推动者许立荣、 好干部汤庆福、 以生命书写

“药神” 传说的药学家王逸平、 救死扶伤的 “最美医

生” 夏强、 驰骋篮坛为国争光的 “小巨人” 姚明。 连

环画名家、 油画名家、 实力作家 、 资深编辑合力创

作， 大量鲜活细节令人动容， 比如邹碧华曾去美国联

邦法院考察， 后运回国几大箱复印资料， 写下长达四

万字的考察报告； 复旦大学援藏教师钟扬的足迹遍

布西藏， 只为采集珍贵种子， 他简朴廉洁 ， 一条29

元的牛仔裤陪他跋山涉水， 三件短袖衬衫就能过一

个夏天……

奋斗是新时代的精神气质， 方寸小人书也能诠释

大精神。 在业内看来， 这套连环画丛书拓展了 “改革

开放史” 图书类型， 以更具画面感的形式， 面向更多

年龄层读者， 用榜样的光芒照亮心灵 ， 凝聚中国力

量， 引导广大青少年直观全面了解新时代奋斗者的事

迹。 据悉， “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连环画” 丛书系列还

将推出第二、 第三辑， 让更多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楷模

跃然纸上， 与新时代同频共振。

让“四史”学习“可看、可听、可学”

近年来围绕建党百年百册的主题出版目标， 沪上

策划形成了庞大的连环画主题版权矩阵， “四史” 中

的重大事件、 重要节点、 重要人物等都有所呈现， 并

从出版产业衍生出展览、 文创、 情境党课等多种丰富

形式。

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主任刘亚军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谈道， 从一套套系列连环画出发， 优秀IP获得了立

体传播， 如 “画说四史” 书柜在全国 “四史” 学习活

动中独具上海特色， “人民至上———画说四史展览”

“人民至上———连环画与社会主义文化系列讲座”、 一

系列线上线下同步的 “四史教育” 情境党课等， 无不

助力 “四史” 学习 “可看、 可听、 可学”， 创新了海

派连环画的非遗传承保护。

“上海街头巷尾像卡哨似的密布无数的小书摊。”

作家茅盾1932年发表的 《连环图画小说》 描述过的景

象， 从一个侧面见证了百年来海派连环画承载的上海

城市记忆， 新中国的建立、 发展和腾飞同样有迹可

循。 历史滚滚前行的铿锵足音， 仍在 “小人书” 中回

响， 如 《火轮奔流： 百年上海铁路》 首次用连环画形

式讲述上海铁路从蹒跚起步到兴盛壮大的发展轨迹，

为了准确再现百年铁路的风雨沧桑， 画家陆小弟多次

赴上海铁路博物馆采风， 多方查证文献， 力求以原汁

原味的海派特色绘制历史画面， 所涉铁路内外场景、

沪上地标细节均经过严格考证。 而这正是当下海派连

环画蓬勃创作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