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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上映的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

在暑期档的表现备受瞩目，首周末票房已过亿

元——市场表现和之前《白蛇：缘起》《青蛇

劫起》《新神榜：哪吒重生》是持平的，很有

可能最终票房在4亿至5亿元的区间。这一系

列影片的制作方追光动画，意图串联起中国传

统神魔志怪小说里的人物，以废土朋克的美学

构建故事新编的国漫“封神宇宙”，但目前完

成的四部作品声势够大而市场认可勉强，除非

《新神榜：杨戬》发生票房陡增的奇迹，否则

这四部电影的票房总和可能还不及《哪吒之魔

童降世》的一半。

在《白蛇》《青蛇》里，创作者尝试在美

漫日漫的美学情境中重述中国故事，虽然这些

故事在漫长的民间流传过程中早已去中心化，

是开放的文本，但作品的实际完成度证明，编

导的再创作能力似不足以应对经典的挑战。

《杨戬》的创作思路有所调整，剧作沿袭了劈

山救母的传说，熟悉的情节和细节被安置在一

个混合了宫崎骏风格和废土美学的视觉空间

里，随即而来的问题在于这个庞杂的拼贴世界

是不够自洽的。甚至，被抛掷在种种奇怪境遇

里的主角杨戬，成了被动的、丧失行动力的

人，是被命运和“神明”意志摆弄的工具——

故事新编竟回到了前现代的套路里。

剧情和人物让位于视觉趣味

“封神宇宙”的产生，与年轻观众追随传

统文化的热情是不可分的，但艺术的再造不

是、也不应该是简单的文化复古，回归古典的

题材和跨文化的风格碰撞是一体两面，要怎样

发明“1+1＞2”的新传统，这对不够成功的

“封神宇宙”而言，是值得思考的。

《杨戬》延续了追光动画的特点，视觉概

念强于戏剧和人物。《白蛇》和《青蛇》立足

于女性观众本位的感受，突破了传统叙事的视

角。《白蛇》尽管本质仍是对“报恩”前情的

扩写，但毕竟颠覆性地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弱

者爱人”。《青蛇》悬置男主角，在女性角色之

间营造了彻底排他的话语空间。这两部影片确

立了大胆且叛逆的性别意识，遗憾在于好的立

意没有衍生为好的戏剧，人物和剧作的完成度

让位给更直观也更吸引观众的美术风格。《哪

吒》直接陷入“3000年宿命轮回”的窠臼，在

后现代的科幻场景里重演戏曲舞台上的《哪吒

闹海》，用陈旧的内核支撑起一堆新的场景和

空间概念。到了《杨戬》，观众甚至默默接受

了这样的共识：极致的视觉趣味支撑着这个团

队的动画。

那些来自神话传说的熟悉角色，穿梭在神

界和人间，他们所经之处，架空年代感的古风

宫殿和市井、写意的东方山水、修罗地狱般的

战场、有如末世的废土、赛博朋克的幽闭城

市，各种平行并置的景观成了造型奇观秀。这

种视觉趣味，能溯源太多“珠玉在前”的作

品，宫崎骏和雷德利 · 斯科特，蝙蝠侠的哥

特城和机甲动漫，以及武侠大片和魔幻系列

电影。从持续的杂糅和拼贴中确立自己的风

格辨识度，这倒也不失为有效学习之后的创

作路径。

后现代美学包装下的前现代叙事

“劈山救母”是《杨戬》全片的线索，但

严格说来，杨戬或沉香的劈山救母都没有作为

主线出现。沉香确实自始至终以强烈的意志力

在行动，但他只是诸多副线里的一条。出现在

片名里的杨戬，是绝对的主角，可他的劈山救

母是早已翻篇的过去式。他出场时，是一个背

负了秘密，身体和内心都遭受过巨大创伤的

人，大隐于市。编剧制造了一个自我放逐的、

放弃了行动力的主角。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配

角，都被强烈的个体意志支配着：沉香要救

母，巫山神女要救姐妹，申公豹要释放颠覆秩

序的力量，金霞洞的老神仙要以人间为代价维

持神界太平。唯独主角杨戬，既没有主动的想

法，也没有因想法而产生的主动行为。他被动

地卷入冲突，被不同的外人和外力推到一个又

一个情境中，仿佛命运的隐形大手推着他到应

许之地。

这成了黑格尔形容的中世纪东方戏剧：

“东方人相信有毫不留情的力量统治着一切人

物，戏剧不写自由个体的动作实现，只是把动

人的事迹和情感结合在具体的情境，把这个过

程展现出来。”杨戬无欲无求，他以道德无瑕

的金身照单全收了神界伦理施加给他的使命。

而当“救救孩子（沉香）”的情理和维护神界

秩序的伦理发生正面冲突时，他不用挣扎就能

有如天启一般醒悟，选择的困境或者心灵变化

的过程，在他的身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为着

偏执的信念，做着偏执的决断，只有杨戬是无

辜的，也是无瑕的，看起来他成为至善的化

身，其实道德实用主义侵占了他的人性，让他

样板化了。

《杨戬》制造的观感，就像是用当代的视

听风格包装的“传统戏”。“传统戏”不是贬义

词，尤其是在京剧和地方戏曲频繁出圈的当

下。只是，吸引年轻观众的究竟是传统戏所特

有的舞台和表演审美资源，还是单纯、强烈、

脸谱化的人物和中古的伦理秩序呢？答案应该

是前者。《杨戬》 在多大程度上重蹈 《哪吒》

覆辙，大张旗鼓地用二次元的后现代美学重复

前现代观念的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有

点本末倒置。

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首周末票房已过亿元

落在新旧夹缝中的国漫“封神宇宙”

“杨超越要发新歌了”——报道这个消息的

不是文娱类媒体，而是科技类媒体。虚拟偶像超

越AI的新曲《元宇宙》将于本周上线，而这已经

是超越AI的第二首单曲；此前，由方文山作词的

《唐潮》已经在酷狗和抖音发布。

尽管有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国内虚拟

数字人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2700亿元，其中身

份型虚拟人（虚拟偶像、虚拟IP等）的市场规模

预计达到1750亿元。可惜现实很残酷，科技公

司原创的虚拟偶像鲜有成功先例。在这种背景

下，观察人士认为，真人艺人的虚拟偶像能否激

发文化娱乐产品的更多表现形式，实现虚拟偶像

产业的“破冰”，值得观察。

原创虚拟偶像纷纷起步，真人
粉丝成为“基本盘”

凭空爱上一个网络上的虚拟人物，对大部分

人来说简直不可能。但如果是自己喜爱的艺人

的虚拟偶像，那爱屋及乌就顺理成章了。不久

前，在一档综艺节目里，杨超越坦言：“我对自己

有自知之明，唱歌跳舞是我再努力也达不到的高

度。”尽管艺人说“我不行”，但科技说“你可以

的”，通过采集杨超越的声音，酷狗音乐平台用

AI技术让杨超越去“翻唱”各首歌曲，甚至连粤

语歌也能“翻唱”。目前，超越AI在酷狗上翻唱

的歌曲已经超过百首，粉丝纷纷点赞：“真的是杨

超越的声音。”跳舞也同样让杨超越本人发愁，但

虚拟偶像可以完全“拿捏”舞蹈动作。在《唐潮》

MV中，根据杨超越五官和身材建模的超越AI身

着国风服装，伴随着方文山的作词翩翩起舞。与

科技公司打造的虚拟偶像相比，真人艺人无论是

唱跳、演戏还是直播，都不断有内容输出，让自己

的虚拟偶像具备了更丰富的技能和特质，甚至与

粉丝之间建立更“完美”的情感联系。

据国外科技媒体统计，2021年里全球几乎

每天都会诞生一个虚拟人，它们在各个网络平台

当主播、唱歌、跳舞、带货、晒穿搭……但绝大多

数都难逃因无人问津后很快沉寂的命运。国内

也推出了众多虚拟偶像，但目前运营比较成功的

只有A-soul。虚拟偶像难以“吸粉”成为发展道

路上的现实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广大粉

丝基础的真人艺人推出虚拟偶像，就具备一定的

先天优势。长期在全国各地小剧场表演的中国

女子偶像团体SNH48GROUP，其运营公司丝芭

传媒不久之前也宣布将推出虚拟偶像团体，不仅

为了规避疫情对线下演出的影响、开辟更多演出

和合作的形式，也有将现有喜爱线下演出的粉丝

向线上转化的考量。业内观察人士表示：“目前

虚拟偶像的最底层逻辑仍然是粉丝经济。”

科技含量仅为起跑线，虚拟偶
像还需人文“温暖”

粉丝经济只是提供了起步时的“托底”，远

非真人艺人虚拟偶像的发展“上限”。作为文化

娱乐与科技产业相结合的产物，虚拟偶像与游

戏、二次元等数字文化娱乐产品的结合更自

然、具备更多可能性。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

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发布的《中国虚拟数字

人影响力指数报告》认为，虚拟数字人有助于

重构内容生产模式，极大提升数字内容生产效

率和质量；其也可能重新定义粉丝经济，助力

品牌传播快速出圈。

如果是真人出现在游戏、动漫场景中，总会

让人产生一种“违和感”，但真人的虚拟偶像就可

以完全融入。国外流行的射击生存类游戏

PUBG，此前在游戏中举办名为TheVirtual的演

唱会，由当红的女子演唱团体BlackPink的虚拟

偶像进行舞台表演，玩家可以操作自己的角色去

和BlackPink虚拟偶像合影。另一支同样火遍全

球的女子演唱组合aespa，早在2020年出道时其

经纪公司就同步推出了她们的虚拟偶像。前不

久，aespa以“元宇宙组合”的身份走上了联合国

“2022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进行演讲。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认为，作为科技

创新与文化创意深度融合的产物，虚拟人是新

的文化业态和新模式。真人艺人的虚拟偶像在

这个领域的探索和表现，尤为受到业内观察人

士的期待。

虚拟偶像想要破冰元宇宙
靠科技还是靠粉丝？

激荡着国乐之魂的海派民乐，与绚烂的光

影一起赋予上海演艺大世界崭新的活力——在

经历了5个月的延期之后，上海民族乐团国风

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日前回归凯迪拉克 ·上

海音乐厅，开启新一轮驻演。8月19日-9月2

日，这一国乐、光影与建筑相得益彰的驻场演

出，将在更多新生代民乐演奏家的加入下，带领

观众感受千年国乐的文化魅力与当代美学。

由大剧院艺术中心旗下上海民族乐团和凯

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联合出品的驻场演出《海上

生民乐》去年首轮驻演获得极大成功，如今在克

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开启新一轮驻演，主创们心

潮澎湃。“天涯共此时，唯音乐有这样的感染力，

穿越时空、鼓荡心灵，将我们笼罩在一起。当观

众朋友们再次走进音乐厅，观看演出、聆听作品

时，我相信我们可以在音乐中一同完成跨越，重

拾往日美好的时光。”坐在观众席中重排《海上

生民乐》的总导演马俊丰，心中百感交集。

此次，上海民族乐团为《海上生民乐》的九

首曲目，配备了多个不同的排练梯队。这不仅

挖掘了团内更多青年演奏家们的潜力，也为他

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展示平台，将业务训练与

演出实践相融合。《蜂飞》中，乐团演奏家应怡

婷、凌檬、李晨晓、蒋元卿和李春旭，都是首次登

台演绎这首高难度作品。而在乐团打击乐声

部，打击乐演奏家蒋元卿、杨阳、窦强等人除了

打磨自己的声部，还新加入到了其他乐曲的排

练中。乐团唢呐演奏家闫晋龙与姜峰，都是第

一次登上《海上生民乐》的舞台，本次驻演他们

轮流担任《穿越》中亚美尼亚管与唢呐的独奏部

分，二位新成员的演奏各具特色。

在艺术创作上，上海民族乐团始终坚守融

合创新、开放包容的专业理念，发掘当代民族音

乐更多的可能性。新一轮驻演中，一些新组合

首次亮相，赋予作品新的生命力。去年，《酒歌》

演绎了霸王项羽的英雄豪情；今年，乐团新推出

的《虞兮》转化了人物视角，琵琶演奏家朱天津、

李胜男、刘雪娴化身虞姬，所联袂的京剧也相应

由青衣改为花脸，刚柔并济间讲述红颜长歌、至

死不渝的千古绝恋。

驻场版的《海上生民乐》将国乐、光影、建筑

进行现代化的融合呈现，这不仅对台上的艺术

家们有很高的要求，更需幕后各个技术工种之

间的完美配合。演出前，音乐统筹兼排练指挥

姚申申说：“我们仔细总结了首轮23场演出的

宝贵经验，为新一轮驻演进行了更为精细化的

复排，对各个曲目的艺术处理，甚至是轻响上的

细节都进行了更加精心的雕琢。虽然是再次复

演，但我们将始终抱以首轮时的心态，将最优质

的视听体验呈现给现场观众们。”

为了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上海文旅地标的国

风图景，在驻演期间，上海音乐厅“国潮范

儿”氛围感满满：国风背景打卡点、“海上生

民乐”限定衍生品礼袋……凯迪拉克 · 上海音

乐厅总经理方靓介绍，今年新一轮驻演期间，

音乐厅布置了国风背景板供观众拍照，并在去

年文创产品的基础上，推出三款“海上生民

乐”限定礼袋供观众选购。其中，“海上生民

乐”限定礼袋包含上海音乐厅设计的国风mu 

sic口罩、国风贴纸，以及上海民族乐团设计

的“海上生民乐”帆布包等。

新一轮驻演8月19日-9月2日举行，上海民族乐团
原创品牌回归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

《海上生民乐》“点燃”上海演艺大世界

BlackPink女团在游戏PUBG举办的虚拟偶像演唱会海报。

上海民族乐团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8月19日-9月2日回归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开启新一轮驻演。

凯 迪 拉

克 ·上海音乐

厅“国潮范儿”

氛围感满满，

国 风 背 景 打

卡 点 前 吸 引

游客拍照。

（均上海民族
乐团供图）

制图：李洁动画电影《新神榜：杨戬》首周末票房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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