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宣晶

探索“云演出”新模式，
《中国有戏》向世界展示中国舞台艺术“现在时”

传统剧院力求“破圈”，探索线上流
媒体节目， 为观众创造超越地域和时间
限制的全新艺术体验。 上海大剧院打造
的线上演出季“巡演零号站”，不仅是高
品质舞台现场的直击通道， 也成为跨越
线上线下、贯通中外文化的互动场域。近
日，“零号站” 再绽新花， 原创纪录短片
《中国有戏》正式上线。 纪录片聚焦长三
角演艺产业发展， 以全新视角展现当代
中国表演艺术家的创作现状。

《中国有戏》首季共 8 集，每集约 10

分钟，邀请金星、朱洁静、史依弘等参与
拍摄，内容涵盖现代舞、京剧、越剧、音乐
剧、话剧、国乐、昆曲等舞台领域，还将镜
头深入民乐史诗《紫禁城》和昆曲《浮生
六记》的创演现场。 据悉，《中国有戏》将
通过 “巡演零号站” 和美国百老汇点播
网、英国戏剧点播网等合作线上平台，同
步进行海外发布点播，成为中国文化“走
出去”的一部分。

见证时间，见证艺术，
讲述舞台下真实的一面

“我是野花 ， 不畏禁锢 ， 自由绽

放。” “真实地面对角色、 面对自己。”

“舞蹈是遗憾的艺术， 我们永远都在为
了弥补遗憾而不断地去让自己变得更加
完美。” “只要走进剧场， 你一定会被
它的婉转、 绮丽、 悠扬所吸引， 你一定
会爱上它 。 ” 一位位表演艺术家面对

《中国有戏 》 的镜头 ， 坦露人生感悟 ，

打开内心世界。

“让每一位艺术家讲述自己的艺术
生涯和从艺经验， 讲好故事， 是原创短
片系列的重点。 上海大剧院拍摄纪录片
有着独到的地方， 我们了解艺术家， 有

很多艺术家的处女作就是在大剧院上演
的。 这也是一种见证， 见证时间， 见证
艺术。” 导演组认为， 《中国有戏》 既
反映了他们的成就 ， 又突出他们的个
性， 让大家看到舞台下真实的一面。

纪录片 《中国有戏》 中最先亮相的

舞蹈家金星、 朱洁静， 结合优秀作品的
创作演出 ， 讲述了精彩的艺术人生 。

“金星篇” 聚焦金星与舞蹈团的成长经
历， 剖析 《海上探戈》 《野花》 等作品
的创作理念。 “上海有着 ‘海纳百川’

的包容度 ， 只要你能为它添上一种色
彩， 它都欢迎你。” 金星说。 “朱洁静
篇 ” 则围绕 《朱鹮 》 《永不消逝的电
波》 等作品的创演过程， 解读作品， 回
顾舞团走出国门时的经历。 朱洁静动情
讲述作为诠释者与两支作品的羁绊， 还
阐述了多年来对舞蹈的理解。 “对我来
说， 舞蹈好像吃饭喝水睡觉那么日常。

它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的每一天每一
秒， 舞蹈就是生活。”

线上流媒体节目“超
越舞台”，与剧场演出互为
映照

“‘零号站’ 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节
目形式， 既要为中国观众第一时间 ‘引
进来’ 高质量的海外演出， 甚至成为未
来线下演出的 ‘线上前站’， 又将为优
秀的中国艺术家、 艺术团体提供 ‘走出
去’ 的平台。” 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
丁认为 ， “巡演零号站 ” 基于舞台又

“超越舞台 ”， 可依托中外剧场及平台资
源， 制作多种形式的原创节目， 打破剧场
座位、 演出排期的限制， 邀请观众走入上
海大剧院演出的台前幕后， 与剧场的线下
演出季互为映照。

除了 《中国有戏 》 原创纪录短片之
外， “巡演零号站” 还带来音乐剧明星线
上音乐会、 海外舞台纪录片、 “上海大剧
院优选” 剧目点播等节目板块。 在 “零号
站” 上， 观众可以与世界剧场爱好者同步
欣赏到来自伦敦西区、 纽约百老汇、 英国
皇家芭蕾舞团、 英国皇家歌剧院、 英国国
家芭蕾舞团、 英国国家歌剧院等国际一线
演出重镇与演艺机构的高水平舞台现场。

目前， “零号站” 已上线节目包括戏
剧文艺片 《在路上》， 莱姆·卡莱姆罗、 凯
莉·霍普·弗莱切及 “2020 ?利弗奖得主
特辑” 等音乐剧明星音乐会， 英国皇家芭
蕾舞团 《睡美人 》 《爱丽丝梦游仙境 》

《冬天的故事》， 英国国家芭蕾舞团 《吉赛
尔》， 及首次在国内线上播放的英国皇家
芭蕾舞团 《黄金时刻》 《美杜莎》 《飞行
模式》 现代舞专场、 英国南岸剧场版音乐
剧 《过去五年》、 纽约外百老汇嘻哈舞剧
《超越巴别塔》 精华版、 英国北方芭蕾舞
团 《1984》 等精选节目。 近期， 英国皇家
歌剧院 《茶花女 》 等也将在 “巡演零号
站” 陆续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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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倍速”到“三倍速”，追剧观众越来越着急怎么办
专家认为，倍速选项倒逼国产剧提升品质，精品短剧或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山海情》 有多好看？ 我是用原
速看的 。” 在评分网站豆瓣 ， 获得 9.4

高分的电视剧 《山海情》 页面上， 这条
评价获得高赞 。 评论反映了一个事
实———在今天， 人们开启倍速追剧已是
标配， 不按 “加速键” 成为对剧集最大
的褒奖。

曾几何时 ， 不少网友爱上了极为
“方便” 的倍速观剧模式： 不喜欢的剧
情就长按屏幕 “加速”， 不错的地方就
松开。 而如今 “二倍速” 似乎已不能满
足网友的需求， 优酷、 爱奇艺、 腾讯等
多家平台先后推出 “三倍速” 功能。 业
内人士表示， 倍速播放可以看作是观众
对空洞、 冗长的注水剧的 “反击”， 也
将倒逼国产剧的品质升级———一部戏只
有品质足够精良、 节奏足够明快， 才能
吸引和留住观众的注意力。

剧情注水、节奏拖沓，
网友迫于无奈只好“加速”
播放

移动互联网时代， 技术的进步不断
为观众 “赋权” ———走过电视播什么就
看什么的阶段， 现在的观众既可以选择
看什么， 也可以决定怎样去观看。 有学
者指出， 在互联网环境下， 很多用户希
望在单位时间内获得更多内容享受， 所

以通过倍速播放实现短时间内获得大
量信息的目的。

从表面上看， 现在倍速追剧越来
越受欢迎。 可实际上， 很多人是迫于
无奈才按下加速键的。 比如有观众在
某视频网站追古装剧 《上阳赋》， 但
其中一些剧情特别 “鸡肋”， 追则感
到牵强和浪费时间， 不追又无法割舍
某个让人上头的角色， 最后只好 “三
倍速 ” 看完不喜欢的剧情 。 剧情注
水、 节奏拖沓、 演员表演糟糕或语速
过慢等， 被网友归纳为开启倍速的最
常见场景 。 还有网友犀利地指出 ，

视频网站发明倍速功能不过是为了
“自救”， 每每遇到注水剧可以让观众
“局部快速脱水”， 不至于厌恶到弃剧
一走了之。

当 “只能倍速观剧” 成为观众对
那些内容平平或 “高开低走” 剧集的
真实评价， 越来越多影视从业者意识
到， “原速” 考验的首先是创作者的
初心。 “很多观众看剧都是要调到二
倍速、 四倍速的， 干吗要这样折磨他
们呢？” 《我是余欢水》 主演郭京飞
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把该剪的
都剪掉， 这不是对观众的尊重吗？ 讲
故事就应该是这样的。”

以曾被无数人誉为 “神剧 ” 的
《神探夏洛克》 为例， 这部系列英剧
故事容量大、 语速快、 转折多， 穿插
各种幽默梗； 镜头语言利落， 画面精
致； 几条线索交织并行， 有烧脑也有

煽情。 很多网友都说， 观看这样的剧集
不会倍速播放， “生怕错过精彩剧情，

有时甚至还要倒回去重看”。 《龙岭迷
窟》 《危险的她》 编剧杨哲说， 如果剧
本没有水词儿和过场戏， “每一个镜头
都是步步为营的”， 观众又怎会忍心按
下 “加速键”？

节奏紧凑、悬念突出，
精品短剧让受众乐于以
“原速”欣赏

无论是海内外影视从业者还是观

众 ， 他们对倍速选项都持有复杂的情
感 。 2019 年 ， 美国视频网站奈飞在测
试新增的倍速播放功能时， 好莱坞部分
演员和导演认为， 倍速会进一步削减人
们的观影体验。 同时， 也有专家认为，

应该把时间留给更多值得用原速欣赏的
好作品。 快节奏的流行， 其实也在倒逼

影视剧提升品质， 让每一帧画面都能吸
引观众。

刚过去的一年 ， 《隐秘的角落 》

《沉默的真相》 《摩天大楼》 等不到 20

集的国产精品短剧集中爆发 ， 没有注
水、 节奏紧凑、 悬念突出， 有的观众甚
至来不及开倍速。 “无套路一身轻， 这
些作品能在年轻人那里特别赢得好感，

跟套路减负有很大关系。” 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 、 作家毛尖认为 ， 短剧就像短
句， 把紧张感维持在唇齿之间， 快语速
运作有效遏制了套路的发酵。

与某些因塞满套路而变得拖沓的
长剧形成鲜明对比 ， 短剧集的体量非
常适合网生一代和节奏紧张的用户 ，

正如爱奇艺相关负责人所说 ， 内容越
做越精的短剧 ， 将成为未来比较主流
的创作趋势。 近年来常常做剧本评审的
毛尖也表示， 爱奇艺迷雾剧场的短剧路
线有示范效应， “今年很多剧明显走短
平快路线了”。

然而， 并非超过 20 集的剧集都会
让人想要快进———从堪称国剧经典的

53 集 《北平无战事》、 54 集 《琅琊榜》、

46 集 《大明王朝 》 ， 到最近的 39 集
《大江大河 2》、 33 集 《装台 》、 23 集
《山河情 》， 观众并不觉得它们 “长 ”，

甚至还觉得 “看不够”。

归根结底， 无论剧集长短， 要观众
停下手里的 “加速键”， 关键还是要拿
出剧本过硬、 制作精良、 演技在线的好
作品。

把美育课开进美术馆，难在哪儿？
打破美术馆牵手学校多少存在的“一头热”尴尬，迭代升级的馆校合作开启申城艺术教育新局面———今天， 艺术教育受到的重视前所未

有，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术馆与学
校之间能够建立起深度连接的不多，这
决定了合作成效的有限。 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馆校合作多少存在“一头热”的尴
尬———

一方面，某些美术馆根据自身艺术资
源编制了不少现场教学课程，并配置相应
专业老师，供学校“点单”，但这样的课程
要么没有真正切准学校需求，要么大多随
着学生们结束现场教学、走出展馆而不了
了之，缺乏可持续的巩固与提升。 另一方
面，某些以美术为特色的学校自主研发了
基于众多美术馆艺术资源的系列课程，却
并未与美术馆建立起有效联动。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最近，迭代升级
的馆校合作渐渐多了起来———创新性链
接艺术资源与教育需求， 正在开启申城
艺术教育的新局面。 它所带来的种种可
能，最终将真正反哺公众的艺术素养、文
化生活。 而如何促使更多有效的馆校合
作，也值得业内进一步思考。

美术馆里修学分，孩
子跟着小老师领悟抽象画

这幅画里的红色、 黑色符号都让你
想到了什么？ 围坐在西岸美术馆正在展
出的胡安·米罗抽象画《加泰罗尼亚》前，

一群孩子跟着老师探索起艺术大师 “符
号的秘密”。 原来，米罗有着一套神秘的
符号表，构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语汇。

走出展厅，孩子们又走进工作坊，拿起画
笔、剪刀、彩纸开始“研制”自己的符号密

码，用创作变身小小米罗。

近日这场于西岸美术馆面向公众
开放的儿童导览及工作坊， 时长近一
个半小时， 其实是华东师范大学艺术
教育专业《场馆艺术教育实践》课程的
组成部分。带领孩子们的老师，是该专
业大四学生陆雅磊。 这是沪上高校艺
术教育专业课程学分评估首次移入美
术馆实施。

以培养机制、 学分管理深度介入
美术馆，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专业
与西岸美术馆的携手， 贡献了馆校合
作的一个范本。 自主选择西岸美术馆
常设展 “时间的形态———蓬皮杜中心
典藏展” 中现当代艺术史里程碑式作
品，陆雅磊和她的同学们在选修《场馆
艺术教育实践》课程的一学期里，以团
队合作的方式开发出八个主题课程，

深度参与美术馆公教活动情境化设
计，完成从内容选择、课件制作到实地
开课、后期评估的全过程。

华东师范大学校外艺术教育课程
实践基地负责人、 美术教育学博士汪
洋告诉记者：“想以这样的方式探索高
校艺术教育研究新理念与美术馆优质
国际美术资源的结合。”这是一种基于
艺术问题的探究式项目学习， 学生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老师仅在其中给

予技术、理念上的支持。

美术馆资源转化为学
校教育资源不只一种路径

美术馆与学校的牵手， 并非一件新
鲜事———老师带着学生们走进美术馆，

观摩展览、导览讲解、临摹作品，人们渐
渐习以为常。 如今正在申城美术馆与学
校之间流行开来的馆校合作， 显然不满
足于此。 这种合作更注重将美术馆资源
转化为学校教育资源， 且已探索出不只
一种路径。

正于刘海粟美术馆亮相的 “美术馆
奇妙日：改变的童年”展，汇集了上海16

所中小学百余位学生的上百件作品，都
是馆校合作结出的硕果。其中，董家渡路
第二小学的同学们围绕刘海粟美术馆
“百年上海设计展” 创作系列作品的过
程， 颇有代表性。 这一创作为期两三个
月，从方案形成到思路落实，都来自美术
馆与所在小学双方老师们的灵感碰撞。

其间，同学们两次深入展厅，观察一件件
今天已经稀松平常的物件， 寻找 “好设
计”的秘密；以艺术脱口秀闻名的罗依尔
则作为美术馆的特邀老师三番五次来到
校园，加入师生们的美术实践课堂。最终

呈现的学生作品，大到刹车系统，小到社
团Logo， 直接反映出他们处理问题的逻
辑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调动现学的设计
“干货”， 甚至有个孩子把学校原本的吉
祥物形象加以简化、进行调整，如此一来
更符合儿童的审美，老师也觉得妙极了。

中华艺术宫正在举办的 “回眸———

张乐平诞辰110周年纪念特展”中，现场
发放的多款三毛形象明信片， 也是馆校
合作的“彩蛋”。 它们来自近日中华艺术
宫牵手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
院艺术与传媒学院的 “小设计师眼中的
三毛”明信片设计活动。在展览中深度解
读三毛的故事， 学生们对经典的三毛形
象元素给出了当代学生的新鲜阐释。

馆校合作呼唤“需求
对接”的长效机制

在复旦大学文博系副教授郑奕看
来，馆校合作，双方充分的沟通交流不可
或缺。 其实质在于，明确需求与供给，实
施“需求对接”。 刘海粟美术馆教育部主
任赵姝苹则告诉记者， 馆校合作在教学
模式上有必要形成“双师制”，一位老师
来自美术馆，一位老师来自学校。这是因
为， 这样的合作不应止步于学生在馆内

观摩展览、参与课程，还应延伸至回到校
园后的日常实践，建立起完整链条、长效
机制， 让美术馆课程真正融入学校美术
教育体系。 这些其实都对师资培训力量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人提出， 高校艺术相关专业力量
在馆校合作中既可以成为实践主体，也
不妨成为强大的“外援”。对此，申城已有
经验可循 。 前不久 ， 围绕 “呐喊与回
响———爱德华·蒙克版画与油画展”，久

事美术馆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中外博物馆
教育研究中心，“上新” 了展览限定公教
项目“跟着蒙克来打卡”，并同期推出“教
师工作坊”，吸引小观众开启研学之旅之
余，还集结来自20家美术馆、中小学的50

多名一线艺术教育工作者， 用两个月的
时间展开头脑风暴、共探馆校合作、展教
结合更多的可能。相关的大学生们，又何
尝不是未来可期的艺术教师， 今后或将
在馆校结合实践中担起重任。

《中国有戏》 海报。 (上海大剧院供图)

?入西岸美术馆实施的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专业 《场馆艺术教育实践》课

程。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 《有翡》 剧照。

荩 《上阳赋》 剧照。 制图：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