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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媒介融合的文化新景观
严锋

近年来，通过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

衍生出大量电视剧、网剧、网络电影、

动漫、动画、游戏、衍生品、主题乐园等

作品。 文字作为传统的艺术形式有着

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 而新的技术手

段让文字艺术以可知可感可观的形式

呈现，打通了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壁垒。

网络文学的 IP 改
编，是技术进步作用于
永恒人性的体现

当前整个文化产业呈现出了全新

的格局， 原来各自为政或者相对封闭

的各个部门和板块， 现在越来越多地

出现了越界、破壁、融合的趋势，在这

个过程当中又相互催化、相互推动、相

互结合出新的文化产品。 这背后有技

术进步的力量，比如数字影像、网络和

流媒体技术。 但新技术并不能离开传

统而发挥作用，包括人性和文化内在

的动力。 比如我们梦想美好的生活，

或者想要体验另类的生活，或者向往

成为另外一种身份的“我”，想要看看

别的世界，看看别人的人生，等等。 这

些心理需求是自古到今直至永恒的

人性。

永恒的人性在以往也有各种表现

形式和载体，比如文学、戏剧、绘画、音

乐、舞蹈等等。 在不同媒介当中，人性

的承载和表现方式都不一样， 而且每

种媒介都有其局限， 比如文字可以上

天入地，非常灵活，但文字不是形象的

直接呈现，不那么感性，不那么活色生

香。视觉艺术更有冲击力，但是比较难

表现人物的内心， 以及一些超现实的

场景。受到媒介的限制，在过去我们的

有些梦想只能通过想象、暗示、象征和

一些修辞手段来表达， 今天我们能够

以更感性、更具象化，甚至是可触摸和

可操控的方式来表现。更重要的是，原

来我们是文化产品的接收者， 而今天

的受众越来越活跃， 每个人都有不同

的需求， 这个时候就需要打破原来的

界限，需要一种文化的多样性。技术可

以让文化受众有更多的选择， 有更多

的参与和创造，也获得更多的沉浸感。

网络文学的 IP 改编有很大的开

拓空间。 现在一方面可以说网络文学

非常繁荣发达， 但另一方面它其实也

是非常封闭的。 网络文学的读者群体

相对比较局限， 网文读者之外的人对

之既不了解，也容易有误解，甚至还有

一些歧视。网络文学的 IP 转化可以打

破文化之间的壁垒， 传播到更大的受

众群体。 比如刘慈欣的作品原先在科

幻读者群体中很火， 但是大众对他的

名字和作品还不熟悉。通过电影《流浪

地球》后，才真正形成了一股“刘慈欣

热”。 以前文学作品的受众、影视作品

的受众， 通过 IP 转化形成了相互对

话、了解、融合。

用新技术的眼光去
看待传统文化艺术，会
有很多新的发现

网络文学的 IP 转化要考虑各种

不同的因素，既有内容的，还有媒介的

特点。比如戏剧非常讲究在场感，这就

对演员的表演、身段、台词、眼神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 戏剧是传统艺术当中

最接近“虚拟现实”，让人特别有身临

其境的感觉。我们都追求现场感，也是

跟我们天性当中对亲身体验的追求有

关系。 所以戏剧这个现场感是天然的

优势。上海有几十个剧场，很多演出都

非常火爆， 一票难求。 戏剧这么古老

了， 还这么火，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

象。 说明不是越传统的越会被淘汰出

去，这背后有非常人性的因素。

话剧有局限吗？当然有，就是它要

表现更大跨度的时空的时候， 可能就

不像电影那样可以上天入地， 在古今

未来之间随时切换。 当然戏剧也在进

行不断的改变，吸取了影视、多媒体和

游戏等其他媒介的因素， 让观众能够

有更多的参与， 特别是在视觉和音响

方面，追求各种特效叠加，造成奇观的

感觉， 这本身是戏剧艺术不断进化的

表现， 这种进化就受到了其他媒介的

积极的影响。

电影也有它的局限， 很多场景很

难可视化。 比如《三体》电影我们到现

在还没看到， 这又凸显了文字艺术的

优势。文字艺术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

文字的魅力和潜力远远没有被耗尽。

《三体》拍电影的话有些内容很难视觉

化，比如智子的展开，高维的存在，降

维打击，这些怎么表现？用文字就灵活

得多了。 所以文字艺术、声音艺术、影

像艺术都有各自的特点， 有它自身的

规律，可以相互补充和融合。

在 IP 转化的时候，要非常了解彼

此的媒介特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

说影视改编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像

《红楼梦》等四大名著、金庸的武侠，改

编成影视化以后都会有各种争议批

评，因为文字给你造成了既有的形象。

比如武松、曹操、林黛玉、贾宝玉，每个

人都有自己心目当中的形象， 在我们

心里面植根下来，积淀下来了，这就是

经典的魅力。但是技术带来的影像，在

改变传统的人物形象， 也在重新塑造

传统的产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一方面要非常尊

重各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各自的规律，

又要向传统和经典致敬。 要做到完全

忠实的改编是不可能的， 贾宝玉和林

黛玉的形象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

改变的。 艺术要创新，改编也要创新，

这种创新可以在技术的基础上， 结合

新一代人的审美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

说，每个版本的《红楼梦》都不一样，都是

可贵的探索。 比如新版《红楼梦》开场完

全是科幻场景，这并不离谱，因为《红楼

梦》原作里面就有各种科幻元素，比如通

灵宝玉、风月宝鉴等等。 如果用新媒体、

用 IP 转换、用技术甚至科幻的眼睛看古

往今来的人类文化艺术， 就会看到很多

新的东西。

科技元素与文学创作
融合，让游客走进活生生
的幻想世界

传统的艺术现在越来越多地走出原

有的圈子，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现

实，这种结合非常有意思。比如过去的游

乐园里有过山车、碰碰车、摩天轮这些纯

粹身体性的游戏活动， 现在乐园越来越

多地与各种经典 IP 结合在一起，融合了

文学、音乐、绘画、影视等等，让游客在乐

园里通过表演和参与产生沉浸感。

我去过迪士尼新建的“银河边缘”主

题乐园，就是以电影《星球大战》为背景。

游客在里面可以进入酒吧， 尝新里面的

各种食物和饮料， 也可以在工坊里自己

制作光剑，甚至驾驶传奇的千年隼飞船，

从原来被动的欣赏成了沉浸式体验。 这

是一个新的趋势， 也和现在很流行的元

宇宙概念有相通之处。

我们的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融

合，现实、虚拟、网络、生活、工作、教育、

娱乐越来越相互连接， 人类也在通过文

化、艺术和技术不断地连接和融合，走向

新的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是越来越

渴望一种体验， 这种体验来自现实而又

超越现实，既包含了想象，又需要现实的

逻辑，也需要结合各种感觉，成为我们可

以触摸、可以走入、可以操控的景观。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杜鹃坡”上革命史诗荡气回肠
雷佳、廖昌永深情演绎《党的女儿》

这部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昨晚亮相国家大剧院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
《党的女儿》 昨晚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亮
相。在指挥家李心草执棒下，女高音歌唱
家雷佳、 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等七位主
要演员与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 管弦
乐团、 合唱团及中央民族乐团的艺术家
们齐心协力，以这部震撼人心、壮丽恢弘
的革命史诗， 为在场观众上了一堂生动
难忘的艺术党课。

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 扣人心弦的
戏剧情节、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让观众
在真实可感的“杜鹃坡”，再次感悟共产
党人视死如归的豪迈情怀， 重温中国共
产党筚路蓝缕的峥嵘岁月。 雷佳扮演的
田玉梅英勇就义是全剧的最高潮，“笑看
这万里春色满家园”的宣言声中，英雄的
鲜血染红了满山的杜鹃花；伴随着 48 位
合唱团歌唱家的动情合唱， 革命人满怀
信仰、追逐光明的浩然正气感动了全场。

一个刚毅果敢的女共
产党员形象，经由雷佳的
演绎立起来了

经典民族歌剧 《党的女儿》 首演于

1991 年。 此次国家大剧院复排新制作的
版本，由 1991 年首演版导演之一、原总
政歌剧团导演汪俊执导。 曾在歌剧舞台
塑造了众多难忘角色的雷佳， 倾力演绎
一心向党的基层党员田玉梅。 这是一个
非常经典的人物形象，电影、歌剧、京剧
等艺术形式都有过精彩的诠释， 众多前
辈珠玉在前。 “新时代的舞台上，究竟要
有什么样的田玉梅？ ” 作为一名有着近

20 年党龄的新时代“党的女儿”，雷佳在
排练期间始终思考着这个问题。

在动人的序曲奏响后， 贯穿全剧的
主题曲《杜鹃花》悠然响起，大幕在雷电

交加中开启。舞台上，由雷佳饰演的田
玉梅与七位共产党员即将被行刑，戏
剧张力极强， 一曲高亢有力的咏叹调
《血里火里又还魂》， 将田玉梅生命不
止、 战斗不息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淋漓
尽致。 一位泼辣、刚毅、果敢的女共产
党员的形象， 经由雷佳的演绎屹立于
舞台。

在雷佳的心中， 田玉梅并不是一个
以“高大全”的完美形象被载入史册的英
雄人物， 而是一个非常丰满的普通女性
人物。 “她是温情又严厉的母亲，是支持
丈夫事业的妻子， 更是信仰无比坚定的
党员， 我希望从不同的侧面来丰富这个
角色。 ”在全剧戏剧冲突最强的第六场，

面对桂英牺牲、掩送战友、带女儿英勇就

义等不同冲突，雷佳刻画了玉梅对闺蜜、

对女儿、对爱人、对党的不同情感，层次
分明、饱满贴切。“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
化于形，内心要信，表演才真。 ”雷佳说。

与雷佳同台的领衔主演是男中音歌
唱家廖昌永。 廖昌永饰演的采药老人七
叔公以 《忠奸自古两难全》《天大的重任
我来挑》等唱段唱出了他机智、粗犷、慈

爱、正直的可亲形象，为观众呈现了一位
铁肩担道义的硬朗先辈。值得一提的是，

《党的女儿》 也是廖昌永演绎的第一部
“纯粹”的板腔体民族歌剧。廖昌永说，在
唱腔上，“我们不能把它唱成戏曲， 但又
要保留很多戏曲的风格特点”；而在肢体
语言上，“我们要参考戏曲的一些手势和
动作，融汇到歌剧的表演体系中”。 而这

些， 都需要习惯了西洋唱法的歌唱家花
时间去调整和研究，重新找到平衡点。

3D光影带领观众走
进革命山区，打造全新沉
浸式观剧体验

在昨晚的演出中， 观众不仅欣赏到
了精彩的演唱和表演， 引人入胜的舞美
呈现也是全场不可忽视的亮点之一。“在

1991 年创排之初，阎肃老师已在文本中
凝练出杜鹃花的意象， 这是本次舞台呈
现的重要元素之一。 这个故事发生在江
西的山区，因此，赣南的建筑元素也将是
舞台呈现的一个要点。”此次复排新制作
版《党的女儿》舞美设计刘科栋说。

开场随幕而起的巍巍群山乌云压顶
烟雾缭绕， 一时间把观众拉回 20 世纪

30 年代江西山区抗战白热化时期 ， 绵
延雄山预示着危机四伏、 惊心动魄的敌
后抗日旋即展开。 青石板、 马头墙、 木
板青瓦， 都是一派赣南建筑风貌。 剧中
马家辉家中依照当地房屋布局设计陈
列。 “我们在采风时发现赣南、 江西地
区常有二层的房屋结构， 同时这也符合
他剧里的人设。 在这个空间结构里， 隐
藏了一些冰屏， 在灯光的配合下， 会让
舞台有纵深的表达。” “抓叛徒” “筹
咸菜” 等惊心动魄的场景在沉浸式舞台
环境中更加鲜活立体。

在玉梅和桂英回忆往昔点滴时，舞
台上的前后投影与冰屏的叠加， 甚至可
以出现裸眼 3D 的效果， 将观众一同带
回她们曾经的美好岁月。 而悬吊舞台的

200 根竹子营造出了深山竹林的逼真效
果，让观众为寻找到游击队深深捏把汗。

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 《党的
女儿》 演出将持续至 7 月 18 日， 吴静、

王鹤翔 、 王泽南 、 蒋宁 、 扣京 、 田觅
蜜、 梁羽丰将继续为观众呈现这部民族
歌剧瑰宝。

元宇宙，为游戏产业开启“宇航时代”
晚上八点， 闲来无事的你戴上虚拟

现实头盔，用你创建的虚拟人物在一个数
字世界中生活、聊天、游玩、冒险……这
个电影 《头号玩家》 中的场景也许将在
不久后成为现实， 人类每天不再打开电
脑， 而是通过虚拟头盔等设备进入元宇
宙的虚拟世界。 近日， 拥有元宇宙概念
的 Roblox 的市值突破 500 亿美元 ， 距
离上市前估值 295 亿美元增幅超过

60%。 Roblox 只用了 3 个月时间， 让元
宇宙概念再度成为各大财经和科技媒体
的焦点。

元宇宙这个词今年席卷了互联网，

是指一个平行于现实、 但又能映射现实
的在线虚拟世界。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元宇宙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受是沉浸式互
联网体验。 曾多次获中国科幻小说银河
奖、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等奖项的作家
陈楸帆认为， 元宇宙意味着自由探索，

“人类通过元宇宙的方式能够抵达任何
宇宙飞船或超光速飞行所无法抵达的更
深远、更本质、更恢弘的宇宙，迎来文明
的全新阶段”。

未来人们戴上头盔进
入虚拟世界，就和现在每
天登录微信一样

元宇宙不难理解 。 电影 《黑客帝
国》 中主角脑后插入电线就可以进入一
个数字世界； 《头号玩家》 中人手一个
的游戏头盔可以让人立即拥有一个全新
的游戏身份； 电影 《阿凡达》 中的人类
躺在座舱里接入人造的纳威人后也可以
理解为进入另一个世界……简单来说，

元宇宙就是一个虚拟现实的世界， 而未
来人们主要的社交、 娱乐和工作都将转
移到那个世界里。 把人类生活从真实世
界向虚拟世界的转移需要克服技术上的
难题和心理上的适应， 但是没关系， 游
戏被互联网业界认为是元宇宙最快的落
地形式。 腾讯游戏设备平台部杨彦哲表
示， 把一个高度拟真的超 3A 游戏引入
更多生产生活元素， 建立经济、 系统管
理体系， 最后就可能推动整个社会进入
全真互联网时代。

不仅是游戏， 元宇宙将进一步改变
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 基于虚拟现
实 、 增强现实 、 5G、 区块链等技术手
段， 未来的人们可以在元宇宙的虚拟世
界里开展各种娱乐和生活。 比如， 今天
的人们通过电脑屏幕看一场演唱会， 但
在元宇宙里观众可以通过自己虚拟人物
的视角， “近距离” 观赏表演； 在元宇
宙里如果你画了一幅画， 不仅可以收取
别人的使用费， 还可以把这幅画拍卖、

转赠或写进遗产继承； 如今已经出现的
在线办公， 在元宇宙里将是常态， 对于
脑力工作而言让虚拟人物面对面交谈，

和真人面对面沟通的效果是一样的。 元

宇宙可对传统的生命概念 、 时空概
念、 族群概念、 经济概念甚至价值观
都产生巨大冲击。

游戏业巨头提早布
局元宇宙，抢占“后人类
社会”先机

从很小就开始 “触网 ”的 Z 世代
通常被称为“互联网原住民”，但是对
元宇宙概念来说， 恐怕年龄更小的用

户才是原住民 。 例如 Roblox 被戏称为
“小学生的精神家园”，因为其 16 岁以下
青少年群体占比高达 67%。 元宇宙不仅
代表着互联网的未来， 甚至也是人类的
未来， 时尚品牌 Gucci 也迫不及待地与

Roblox 开展合作，就是为了“成为那一代
世界的一部分”。

想“成为那一代世界的一部分”说明
了元宇宙不仅仅是互联网领域的概念，

也将是人类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对于元
宇宙里的人们而言，虚拟身份、虚拟资产
和现实中的身份、资产同样重要。 文学、

影视、动漫、音乐、收藏品、艺术品、游戏
等等数字文化的内容， 今后都会在元宇
宙里发行和销售， 而元宇宙的货币也将
与真实世界的货币形成兑换机制 。

Roblox 的总裁大卫·巴斯祖奇曾说过，元
宇宙“要有完整的经济系统”。

数字资产研究院的朱嘉明在为 “波
浪 2021·区块链行业影响力峰会” 撰写
的文章中指出了元宇宙为人类社会实现
最终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路径， 并与
“后人类社会”发生全方位的交集，是一
个“具有可以与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时

代、 宇航时代同样历史意义的新时代”。

正因为元宇宙具有这种跨时代意义，许
多公司早早开始布局 。 如游戏开发商

Epic 为布局元宇宙融资了 10 亿美元 ；

MetaApp 于今年 3 月宣布完成 1 亿美元

C 轮融资， 也是国内该行业内最大的单
笔融资；Facebook 宣布收购游戏工作室

Unit 2 Games，苹果收购了 NextVR Inc.

以增强苹果在娱乐和体育领域的 VR 实
力 ；Google 在 VR 方面的布局重点在软
件和服务上，如 Youtube VR。 国内的腾
讯不仅是 Roblox 的国内代理，也早已经

在 Epic 入股，近日又提出“全真互联网”

的概念，投资了 VR 设备公司等；米哈游
资助瑞金医院研究脑机接口技术的开发
和临床应用， 也有着投入元宇宙技术的
考虑。

虽然目前来看， 支持实现元宇宙的
硬件设备发展速度还比较慢， 但是谁也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出现技术上的爆
发式突破。 国内对元宇宙应当早关注早
了解， 毕竟一个全新的互联网世界很可
能意味着对现有一切行业格局的颠覆，

提前准备以应对未来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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