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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超级IP推动传统文化数字化和年轻化
“沿着黄浦江两岸看过去， 就知道在今天

这样一个时代， 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的 ‘神’、

建设的英雄依然在， 无数勇敢地、 坚韧地去开
拓建设我们共同生活的英雄在大地上行走着，

而这生生不息的精神和信念直到现在依然是我
们的文明和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 评论家李敬泽阐释文化精神的话语充
满着个性和生命的能量， 在古今贯通中深化了
第六届腾云峰会的主题： 生生不息， 这是生命
生长的渴望， 是文化绵延的动力。

我们在时代的前行中， 如何以智慧和激情
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 完成中国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 、 创新性发展 ？ 如何让中国文化和经典
艺术活起来、 酷起来？ 如何让超级 IP 推动传
统文化数字化和年轻化 ？ 来自历史与文学 、

电影与网络的专家、 学者和作家展开对话和交
流， 探讨传统文化的时代光彩， 中国故事的影
像表达。

中华民族的创始英雄，都
是建设之“神”

“生生不息的主题蕴含着 ‘天地之大德曰
生’ 的真理。 这个 ‘生’， 不仅仅是种族的延
续， 更是生存、 生计、 生产、 生活， 可以说这
个 ‘生’， 涵括着我们这个生机勃勃的文明世
界。” 李敬泽联系自己对 《诗经》 的阅读和回
味， 先人们从春种秋收到制礼作乐开创中华文
明的历程， 阐发了对我们的文明和文化新的认
识 。 “我们中华民族的创世的英雄 ， 我们的
‘神’， 几乎都是建设之 ‘神’， 是教我们生产
和生活的 ‘神’， 黄帝教我们穿衣， 神农尝百
草， 大禹是基建的神， 带着我们治水。 我们的
祖先、 我们的 ‘神’ 和英雄， 他们和我们现在
一样 ， 同样面对着充满不确定性 、 艰难的世
界， 他们在那个世界中带领着先民开辟文明，

为我们建设一个美好的生产和生活的世界， 这
就是我们的文明， 这就是我们的文明根本精神
和根本信念。”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探究的是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 “生生不息”

的缘由 ， 他认为 ， “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
原因 ： 一是我们始终在不断创新和更新 ； 二
是我们始终在开放 。 现在我们更拥有了前人
所没有的新手段： 互联网、 数字化技术、 人工
智能、 大数据等。 我相信， 中国文化、 中华文
明具有生生不息的精神 ， 长盛不衰的强大生
命力。”

文化的传承并不是历史的重复， 而是在新
时代中重生。 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
在于一代代人的心灵对话中展开的文化传承，

以人文底蕴赋能技术传播， 让网络文学提升讲
好中国历史的能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近年来网络文学中的中国历史类题材持续
升温， 不但在国内拥有大量读者， 而且已经潮
涌出海， 收获不少海外拥趸。

阅文集团总编辑杨晨表示， 网络文学曾经
一度由幻想题材占绝对主流， 这两年现实题材
的占比越来越重要， 历史题材不断抬头， 弘扬
传统文化， 描写传统文化的作品越来越多。 历
史类题材几乎渗透到每一个网络文学类型中，

包括都市、 玄幻、 仙侠背景的小说方方面面都
涉及到历史文化， 而且这些类型的丰富度、 涉
及面也让我们吃惊。 除了历史、 考古、 传统工
艺、 传统美术、 相声曲艺， 包括茶文化都有比
较优秀的作品诞生。 我们一度认为这样的作品
都是中国人喜欢的 ， 现在我们知道海外的读
者， 那些老外们也很喜欢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
类的作品， 甚至因为看了这些作品， 他们去搜
索、 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让我们非常惊喜，

说明网络文学作品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和中国
历史的生命力， 具有与当代社会和世界对话的
活力。

数字技术让中国传统文化以可知可感可观
的新形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让中国文化和
经典艺术之美活起来、 酷起来、 火起来， 滋养
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腾讯集团副总裁、 阅文集
团 CEO 程武提出新文创战略， 包括不断探索
文化产业发展规律， 提炼中国文化符号， 扎根
传统文化 ， 深耕本土 IP， 讲好中国故事 。 腾
讯新文创生态已经初步成型， 涵盖网络文学、

动漫、 影视、 音乐、 电竞、 游戏等多种数字文
化形式， 营造了一个丰富多元有活力的文化生
态， 仅阅文平台上就连接着 900 万名网络作家
和 4 亿多位读者， 好故事承载着人们的记忆、

创意、 想象， 不断涌现， 生生不息。

把红烧肉和米饭都做好，
中国故事更美、更真实

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强劲复苏， 已经恢复到
全球领先的地位。 电影是一种极有表现力的综
合性的现代艺术， 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一直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 如何以影视
艺术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是我们
的文化使命，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 更是一
个实践命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认为，

中国电影带着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 又有着与
世界文明对话和交流的自觉性和感染力。 他提
出， 今天我们又进入了以中国影视 “讲好中国
故事” 的新阶段， 科技与人文的结合包含着文
学、 艺术、 人类学与影视的结合， 传统影视内
容与新的传播媒体的融合。 我们有很多作品通

过互联网通道走向海外了， 如何让越是中国的
越有国际传播力， 依然是我们探讨和努力的课
题。 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 大家更热
爱中国文化， 产生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力； 我
们更有使命感， 要讲好中国故事给世界听， 让
中国故事成为世界故事一部分， 为世界文明作
出中国贡献。

“最中国的故事 ， 我们也最应该讲好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对当下的热播剧十分赞
赏， “今年的电视剧 《山海情》 《觉醒年代》

都很好， 在基本面上重启了少年中国。 《觉醒
年代》 重返历史青春现场， 其中陈独秀、 陈延
年、 陈乔年三人的父子关系， 展现了崭新的伦
理亲情和政治关系， 陈独秀和延年、 乔年的辩
论， 呈现了两代人探寻真理的风骨和格局。 每
当剧集打出主人公们的结局定帧照， 我都极为
感动。”

她还指出： “其实， 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
讲好中国大事， 还要讲好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腾云峰会的主题是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表现
在电影里， 就是要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讲好，

‘生生’ 里有生活有生计， 但目前的影视剧还
表现得不够好……要把中国的红烧肉和米饭都
做好， 把中国日常生活做美了， 中国故事就更
真实了。”

影视作品又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一种艺
术形式， 选择优质的 IP 进行深度打造， 是影
视剧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满足观众审美需求的
重要环节 ， 电影人的责任重大 ， 毛尖还 “喊
话” 以腾讯为代表的各大互联网平台 “应承担
更多责任， 自觉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新丽电影总裁李宁先生在现场及时回应，

“现在中国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多地喜欢我们的
现实题材， 喜欢中国文化和历史人物， 还有当
代生活相关的选题 。 比如 《我和我的祖国 》

《你好 ， 李焕英 》。 我们在影视选题上会深度
研发 。 我们一方面开拓创新的类型 ， 另一方
面会积极发掘好故事 ， 做好影视化改编 ， 把
它创作得更让观众接受， 将阅文的网络作者生
态打造成更加可持续、 可延伸的发展空间， 在
电视剧 、 网剧 、 网络电影 、 动漫 、 动画 、 游
戏、 衍生品、 主题乐园等一系列作品来探索，

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现在的美好生活展现
在影视作品中， 让更多的观众在电视屏幕上、

视频平台上、 电影院里欣赏好作品， 看我们的
中国故事， 为人物的精神所感动， 这是我们一
直想追求和遵循的， 让好故事生生不息是我们
的理念。”

真诚地投入创作，因为“作
品出来是有考官的”

作家滕肖澜创作的长篇小说 《心居 》

（2020 年出版） 就是腾讯影业已经发掘的好故
事 ， 缘此滕肖澜与腾讯影业合作 ， 改编她的
展现上海城市生活的 《心居》， 她首次以编剧
的身份实践着怎样以影视的形式讲好中国故
事。 滕肖澜说， 从小说和影视两种不同的艺术
形式的创作中 ， “感受不少 ， 受益很多 ” 。

“我写作的小说大部分背景都是上海。 在创作
《心居》 的时候， 想要写出相对全面反映当下
上海各个阶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小说。 在改编剧
本的时候， 也希望展现出真实的生活内容， 不
想通过戏剧性的渲染或是过度夸大地域特色，

而是展现真实、 自然、 感性的上海。 作品出来
是有考官的， 考官是上海人， 包括老上海人、

新上海人， 他们如果说， 这是我们生活中的、

当下时空中零距离的上海。 身为上海作者， 有

幸把上海的故事真实地展现在屏幕上， 让更多
人了解当下上海普通百姓生存的状态， 这是让
我深感荣幸的事情。”

作家以真情实感塑造人物， 真实细致地展
现城市生活， 只有真诚投入的创作， 才能赢得
观众的共情和共鸣。 真实和真情是艺术作品的
生命， 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 中国电影家
协会副主席任仲伦提出， 我们的影视作品要真
实地体现五千年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基本品
格。 我们的艺术家、 创作者、 制作者要真正地
把握好， 向世界真实地展现中国人的自信和谦
逊， 要塑造可信、 可亲的中国形象， 可爱、 可
敬的中国人的形象， 我们要思考讲好中国故事
的方式， 提升中国电影的品质， 这是我们重要
的文化使命。

从小说到戏剧，原有的规则正在改变
———从近期上海舞台上多部自文学改编的话剧说起

杨扬

由春至夏， 不断回暖、 逐渐升温的上海话
剧市场陆续上演了一些引起较大关注度的作
品， 其中就有胡宗琪导演的 《尘埃落定》、 周
小倩导演的 《长恨歌 》 和波兰导演克里斯蒂
安·陆帕的 《狂人日记》， 这三部作品有个共同
特点 ： 从改编小说开始 。 小说改编戏剧 ， 对
戏剧而言并不是新鲜事。 李健吾先生曾指出，

小说改编成戏剧 ， 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成功一
定会带来戏剧的成功， 对照 2021 年的这三部
话剧， 有一些变化正在考验着我们原有的戏
剧规则。

《长恨歌》 《尘埃落定》 都是中规中矩的，

王安忆评价话剧 《长恨歌》， 认为包括影视剧
在内的所有改编中， “话剧最靠近我”。 而阿
来对话剧 《尘埃落定》 的评价， 认为小说原著
的精气神都在， “水乳交融， 天衣无缝”。

《长恨歌》 编剧赵耀民用三幕戏来表现王
琦瑶跨越四十年的情爱生活 ， 从戏剧结构来
说， 前后对称， 非常饱满。 但看着看着， 你会
觉得有一点不满足。 这种不满足源自于观众对
人物结局的某种期待。 好像王琦瑶最后有点游
离于她的性格， 变成了另一个有点风尘味的不
相干的女人。 一生从没有主动追求过别人的王
琦瑶， 到了生命的后半段， 突然改变了， 变得
有点盲目主动， 热衷于各种热闹和时尚。 目前
这样的剧情和结构安排， 是对应着第一幕的结
构， 第一幕是王琦瑶被别人追， 最后一幕是王
琦瑶追别人。 这让我想到黄佐临先生援引川剧
大师张德成的话———“不像不成戏， 太像不算
艺。” 一部戏剧作品编得太像戏了， 有时反倒
达不到最佳的戏剧效果。 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
不同， 不能走程式化的道路， 为结构而结构，

而是要破圈、 走新路。

话剧 《尘埃落定》 的探索， 主要集中在戏
剧的叙述语言和结构上。 作品讲述了阿坝藏区
土司家族最后的瓦解历史。 作品是借土司的二
儿子傻子的叙述来结构全篇。 这个傻子既是全
剧的叙述者， 又是贯穿作品始终的一个人物，

有时是清醒客观的旁观者， 有时又是懵懵懂懂
沉浸其中的当事人。 现代戏剧表演中所常见的
布莱希特的间隔手法， 在 《尘埃落定》 中非常
有节制地掌控着舞台的表演节奏。 话剧的结构
是从未知的过去走来， 最终走向灭亡的宿命。

舞台美术也十分出彩， 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美学
的自然呈现。

但一些观众认为 《尘埃落定 》 是一部朗
诵剧 ， 而不是话剧 。 编剧忠于原作 ， 导演忠
于剧本 ， 演员忠于剧作和导演意图 ， 但整个

舞台似乎没有充分活动开来 ， 是一个一个片
段在动 ， 而不是整出戏在展开 ， 达到像花一
样依次盛开绽放的惊艳效果 。 那么 ， 问题出
在哪里呢？

回到在上海戏剧界引发激烈讨论、 甚至出
现几乎完全相对立意见的陆帕的 《狂人日记》

上 ， 这位波兰导演的戏剧观念延续着后现代
的脉络， 特别是格洛托夫斯基的 “质朴戏剧”

的观念。 在 “质朴戏剧” 中， 强调戏剧的主体
是演员-观众， 所以， 那些反客为主、 影响戏
剧的因素 ， 包括与戏剧没有直接关系的文字
符号 ， 都要剥掉和去除 。 陆帕的 “做剧法 ”

极其简约 ， 他不要演员背诵台词 ， 而是情景
发挥。 没有预先设计好固定的台词， 这样做的
目的只有一个———让演员直面观众， 用表演点
燃观众。 编导、 舞美和演员， 在这一过程中要
成为最简单最积极的要素， 而不是相互牵扯的
力量。

在中国， 话剧艺术是舶来品， 根基浅， 积
累少， 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洋腔洋调， 流于
“话剧腔 ” 的形式主义泥潭 。 所以 ， 焦菊隐 、

黄佐临等艺术家们始终都在探索中国话剧的
民族化出路 ， 希望话剧能够真正融入中国人
的精神生活中去 。 他们在总结自己的话剧舞
台经验时， 都强调阅读文学作品的重要性， 要
求多看多读文学原著 ， 熟悉和了解文学作品
人物 ， 尊重文学作品的原貌 ， 领会作家作品
的精神。 他们同时又很注意话剧艺术自身的特
点 ， 强调将文学作品搬上舞台 ， 不是原封不
动、 照搬照抄， 而是要根据舞台艺术的表演特
点加以取舍。

曹禺 、 夏衍和老舍都是著名的剧作家 ，

他们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三种剧作模式 。

一种是严格的三一律戏剧 ， 像曹禺 《雷雨 》

的时空结构就是， 自成一体， 结实紧凑， 电光
雷鸣 ， 一气呵成 。 还有一种是时空切割 ， 分
割成多个碎片的戏剧结构 ， 像夏衍的 《上海
屋檐下 》， 五户人家 ， 五个小空间 ， 很家常 ，

很平淡 。 但这种平淡就像优秀的散文作品一
样， 有一种淡淡的诗意， 正如别林斯基盛赞的
“越是平淡无奇 ， 就越显出了作者过人的才

华”。 另外一种是 “图卷戏” 结构， 这是李健
吾先生对话剧 《茶馆》 的经典概括。 通过研读
这些剧作家的创作谈， 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大师之后， 很少有剧作家能够超越
他们？ 文学文化修养和经验积累其实就是一道
分水岭。

在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我的艺术生
涯》 （杨衍春译） 时我体会到， 戏剧理论的思
考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文学等艺术门类触类旁
通。 除了与演员、 剧团交往外， 斯坦尼与很多
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交往 ， 像列夫·托尔斯泰 、

契诃夫、 梅特林克、 高尔基等， 这些文学家加
深了他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思考。 而德国阐释学
家伽达默尔的回忆录 《哲学生涯： 我的回顾》

中， 记录了他与布莱希特以及小说家托马斯·
曼的密切交往情况。 中国的戏剧家似乎未见与
哲学家有过类似的密切交往关系， 但布莱希特
与哲学家之间的密切关系， 不仅使布莱希特的
戏剧理论思考获得了方法论上的帮助， 同时也
给包括伽达默尔在内的哲学家们以艺术创造的
灵感。 换句话说， 德国戏剧的理论突破， 不是
局限于戏剧领域 ， 而是与哲学 、 文学同步展
开 。 德国戏剧之所以能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
响， 其中原因之一是它总有一种不满足于现状
的理论冲动， 希望理论跑到戏剧实践前面， 给
戏剧探索提供某种观念上的支持。

再回看中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 经历了
上世纪五四时期及 80 年代两个重要时期的变
革， 才有我们今天现行的戏剧规则。 但这样的
规则是不是一劳永逸、 不可更改的？ 新世纪以
来 ， 这种潜在的改革呼唤 ， 似乎还在滋生滋
长 。 因此 ， 对于文学改编戏剧的关注焦点 ，

应该深入到当代戏剧变革的可能性和多样性
问题上。 哪怕是陆帕戏剧引来的争议， 也只是
一个方面， 它让人们看到当代戏剧扩展的边
际并没有划定 ， 需要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到
这一领域中来。 如此看来， 戏剧实验在今天还
是需要的。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 教授， 本
文系作者 2021 年上戏导演系导师大师班系列
讲座文稿节选， 全文刊发于文汇 App）

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毛尖

对当下的热播

剧十分赞赏 ，

“今年的电视

剧 《山海情 》

《觉醒年代》都

很好， 在基本

面上重启了少

年中国。《觉醒

年代》 重返历

史青春现场 ，

其中陈独秀 、

陈延年、 陈乔

年三人的父子

关系， 展现了

崭新的伦理亲

情 和 政 治 关

系， 陈独秀和

延年、 乔年的

辩论， 呈现了

两代人探寻真

理的风骨和格

局”。

王安忆评价话

剧 《长恨歌》， 认为

包括影视剧在内的

所有改编中， “话剧

最靠近我”。

编剧赵耀民用

三幕戏来表现王琦

瑶跨越四十年的情

爱生活 ， 从戏剧结

构来说， 前后对称，

非常饱满 。 但看着

看着 ， 你会觉得有

一点不满足 。 这种

不满足源自于观众

对人物结局的某种

期待。

图为上海话剧

中心 2021 版 《长恨

歌》 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