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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我竟然通过二次元游戏了

解中国民间文化呢！”艾玛 ·罗德里格斯在

YouTube评论区留言，“令人惊叹的作品，

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和传统守护者。”让

艾玛那样的海外玩家赞叹不已的是游戏

《原神》推出的中国年系列活动——以春

节和元宵为参考设计的“海灯节”成为全

球玩家的节日，以皮影戏为灵感创作的解

谜玩法“纸映戏”也在游戏里上演。大年

初三发布非遗纪录片《流光拾遗之旅》，

展现“杨家埠木版年画”非遗传承人杨乃

东以《原神》游戏中的“五夜叉”为题材，

刻印年画作品的过程。今天，《流光拾遗

之旅》又将镜头对准“衡水内画”，非遗传

承人王自勇用精妙绝伦的技艺还原了游

戏里璃月地区的标志性景观。

《流光拾遗之旅》首期发布仅三天，

全网播放量就已超过400万。据悉，这

是《原神》推出的一项长期项目，在超过

20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制作了15种语

言字幕的版本，向全球玩家展现中国非

遗的魅力。米哈游创始人、总裁刘伟表

示：“将传统文化巧妙地通过现代化的方

式进行展现，让游戏成为文化传承、文化

自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让更多的人能

够接受传统文化，喜爱中国文化。”

巧心思让非遗技艺走入
年轻人生活

22块精心雕刻的木板，将爆款游戏

《原神》中璃月地区“五夜叉”的画面刻印

成了飘逸动感的年画作品。传统神话中

的神荼郁垒是经典年画题材，寄托着人

们消灾免祸、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在

《原神》所创作的幻想世界里，“五夜叉”

与神荼郁垒，同样承载着守护之意。《流

光拾遗之旅》发布后，海外网友们纷纷点

赞评论：“木版年画上嵌入了数量如此惊

人的细节，而且都是手工完成的！中国

匠人经过数十年训练出精湛技艺，我必

须为他鼓掌。”“米哈游利用游戏的影响

力来促进和保护中国文化，并与世界其

他地方分享，这真是太酷了！”

创作者杨乃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杨家埠木版

年画省级传承人。通常年画作品只有三到六种颜色，但这幅五夜叉

年画使用了22种颜色，每种颜色都需要单独雕刻色版，总共需印刷

22次才能完成一幅作品。“做木版年画，是一辈子的事情。我要把手

里的活做好，代代相传下去。”杨乃东说。

“方寸之内显日月，股掌之上惹人怜。”《流光拾遗之旅》第二期寻

访的非遗传承人是“衡水内画”代表性人物王自勇。《原神》中的璃月

地区，既有藏在奇峰峭壁之间的仙人洞府，也有繁华街市与闲逸乡野

构成的烟火尘世。这些充满东方韵味的幻想场景通过艺术家的巧

手，在鼻烟壶里一一再现。“内画技法大多沿袭自国画，以中国山水为

灵感源泉的原神场景与内画结合，相得益彰。”王自勇认为，想要将内

画艺术发扬光大，必须与当代生活相结合，不断创新。

游戏生命力来自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张贴木版年画，是过年期间的传统习俗，在《原神》幻想世界之

内，还有一场盛大的节庆热闹正酣。

在璃月地区，每年第一个月圆之夜为“海灯节”。相约海灯节，在

这里体会传统文化魅力，已逐渐成为《原神》玩家群体每年的期盼和习

惯。在去年海灯节期间，玩家可以“熔炼烟花”、解谜“灯中妙影”，并探

寻背后的渊源。当时推出的戏曲元素新角色云堇，以及由云堇带来的

的“璃月戏”《神女劈观》人气居高不下。《神女劈观》是由上海京剧院青

年演员杨扬演绎，在中外互联网上不仅引发玩家热议，更有粤剧、昆

曲、黄梅戏等数十种戏曲表演艺术家自发翻唱。

今年海灯节的“纸映戏”灵感就来自中国传统皮影戏。在游戏中，

“纸映戏”为“璃月”的一项传统技术，由纸制成的演员和幕布构成，在

“手艺人”操作下可上演精彩好戏。玩家可以通过“移动纸幕”，调整

“演员”行动路径，绕开“陷阱”走向指定目标，从而完成“演出”。这实

际上是一种解谜类型的小游戏玩法，乐趣十足又颇有皮影戏韵味。

游戏产品的生命力来自研发团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从《神女劈观》、“纸映戏”，到新春短片《鱼灯》及纪录片《流光拾遗之

旅》等，米哈游正持续努力让中华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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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讯 （记者王彦）“电影+爆米花+

可乐”的新年俗又回来了。大年初一到初

六，上海电影市场拿下票房、场次、人次三

项全国城市第一。

受优质影片供给充足、电影票价同比

下降等多重利好因素的带动，春节期间的

上海影院人头攒动。许多黄金时段的场

次100%爆满，一票难求，成为近年来极少

见的现象，疫情三年累积的观影需求得到

较为集中释放。2023年春节档见证，上海

电影春节档票房创历史新高、现实强劲复

苏势头，沪上电影院再次成为市民节日文

化消费的主要场所、带动周边人流与消费

的重要引擎。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月27日

（初六）24时，兔年上海春节票房累计2.6

亿元，全市影院春节期间共放映7.5万余

场，约388万人次观众走进影院，这三项

数据均列全国城市第一。值得一提的是，

总放映场次与人次均大大超过了其他一线

城市，并高于去年上海自身的数据。与此

同时，影院卖品部有序恢复开放后，不仅

久违的“爆米花香”引观众频频晒照打

卡，观影行为也带动了周边商厦、简餐的

消费人流。与2019年疫情前同期相比，

上海万达院线、百丽宫院线的周边文创和

餐食等卖品销售额恢复到117%，联合院

线、大光明院线恢复到90%，成为影院发

展的重要经济来源。充足的场次与人次、

迅速恢复的销售量，种种迹象表明，在三

年疫情后，上海影院仍能维护好巨大的市

场、服务好观众。

强力复苏的市场极大提振了行业信

心、鼓舞了士气，这背后离不开多项长短

期结合、综合施策的指导与市场调控。疫

情期间，上海先后出台《全力抗疫情助企

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上海市加快

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等，着力帮助

影院缓解经营困难和压力；去年6月，中

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电影局又发布

《关于促进本市影院行业平稳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八项纾困

政策，多措并举，为影院生存发展提供了

强力支撑，稳住了上海电影市场的基本

盘；今年伊始，为稳步推进市场复苏，

“上海观影惠民季”启动，2000万元投入

让利于民，让观众享受每张票立减20元

的优惠；临近春节，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

行业协会引导沪上影院在各片时长增长的

情况下主动降低市场票价，通过增加场

次、牺牲部分票房、让利观众来吸引人

流。综合施策成果喜人，上海今年春节档

的平均票价为67元，低于2022年的70

元，得到观众认可。

可贵的是，市场、观众、内容也正在上

海形成良性循环。春节档全国排名前三的

影片分别是《满江红》《流浪地球2》《熊出

没 ·伴我“熊芯”》。而上海地区的票房冠军

由《流浪地球2》占据，显示上海观众对展

现中国电影工业高水准的科幻大片更为青

睐。此外，《无名》在上海市场取得了超

3100万元票房成绩，稳居第三。除影片在

上海拍摄、具有浓重的上海元素外，也体现

了上海观众对于艺术电影较高的欣赏能力

和审美旨趣。此外，上海出品的《无名》《交

换人生》两部影片表现不俗。截至1月27

日24时，这两部“上海出品”累计贡献票房

超过八亿元，助力全国电影市场复苏。

春节六天票房2.6亿元，总场次7.5万场，观影人次约388万

上海电影市场三数据全国城市第一

■春节档看大片

兔年新春，申城众多博物馆、美术

馆推出的高品质文博艺术美展多达142

项，形成丰盛的“文化艺术宴席”，总计

吸引73万人次乐享，点“靓”假日文旅

市场。

其中，凭借“从波提切利到梵高——

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展”这一重磅中外

文化交流展，上海博物馆成为当之无愧

的“顶流”，累计接待游客4.7万人次，

同比增长81%，被戏称为“最强劲的流

量对手可能是虹桥高铁站”。“打包”了

八大艺术大展、16场新春限定活动的中

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将传统玩出新

意、将众美聚于一堂，累计接待游客2.7

万人次。

长假期间，上海文化和艺术场馆协同

发力汇聚的超强人气，具有风向标意义。

这不仅意味着春节看大展、艺术过大年，

已经成为颇具上海特色的新年俗，同时也

为正在全面复苏和加快重振的申城文旅行

业，书下有力注脚。

高品质的文化艺术宴席，
最大程度激发观展热情

大年初四，申城气温几近冰点，从

南京来上海旅游的陈女士一家三口却在

申城各大文化艺术展馆里，感受到盎然的

春意。她向记者坦言：“来上海不知道多

少次了，这次的主题就是看展。”这一

天，陈女士为家人规划的观展地图以人民

广场为中心，包括上海博物馆、上海历史

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博物馆重

磅推出的“从波提切利到梵高——英国

国家美术馆珍藏展”和“玉兔精灵”兔

年迎春特别展览均备受瞩目，预约名额

需要提前数日拼手速，前者集聚世界大

家之作，完整呈现从文艺复兴至19世纪

后印象派的欧洲绘画史，后者生动展现

从西周到清代人类对兔子的长久观察和

喜爱。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开的“沪上

新年美好生活”展，汇聚82组馆藏年俗

文物，浸润着浓浓的海派年味，让人心

向往之。上海当代艺术馆正在举办的第

8届动漫美学双年展以“你好，米菲！”

为主题，与兔年格外契合，成为孩子的

心头好。

春节假日，申城开放的72家博物馆

共举办临展38场，接待游客50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62%。除了稳居人气C位的上

海博物馆，其他博物馆各有特色的展览也

形成一道道别样的风景。例如，上海自然

博物馆推出原创展览“玉兔东升”生肖

展，解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上海

鲁迅纪念馆迎来“上海，你好——版画中

的申城历史景观”，以版画刻录申城风貌

的渐进变迁；“舆图之鉴：地图里的金山

特展”登陆金山区博物馆，展示脚下热土

过往的沧桑变迁。

上海开放的39家美术馆推出展览86

项，接待游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3%。

中华艺术宫的“艺术百年 · 光风霁月——

上海近现代美术作品展”、浦东美术馆的

“绝美之境：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珍

藏展”、刘海粟美术馆的“慕琴生涯”

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手艺再兴”

展、西岸美术馆的“她们与抽象”展、上

海外滩美术馆的“暗游”等展览，从海派

到国际，从传统到当代，为市民游客提供

多元化文化艺术“餐点”。

全城众多各美其美的高品质文博艺术

美展，让市民游客在驻足观赏的过程中触

碰艺术、感悟历史、神游世界，既丰富了

假日生活，又陶冶了自我情操。

丰富多彩的年俗活动，让
艺术过大年年味十足

博物馆、美术馆是城市的文化载体，

不仅展示着丰富的艺术瑰宝，传承着深厚

的中华文化，也承载着欢乐的节庆记忆。

兔年新春，申城众多博物馆、美术馆在展

览之外，齐齐“上新”一连串形式多样、

内涵丰富的年俗活动，形成年味十足的

“加餐”，构筑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体验

品质民俗活动项目和传递社会正能量的文

化艺术共享空间。

中华艺术宫九米平台铺满红色“福

字”地贴，与其中国红的建筑本身相得益

彰，极富中国气派。观众拾阶而上，能够

感受满满的“福气”萦绕四周。九米层玻

璃房里也焕然一新，一幅幅寓意美好、造

型各异、质朴与风雅的宝山蔡氏剪纸作品

以“窗花”的样式贴满大厅，一派喜庆祥

和。围绕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习俗、深挖

“福字”的文化密码，中华艺术宫一连开

展16场“万福迎春 艺术胜地”主题活

动。馆长陈翔偕市文联副主席、市书协主

席丁申阳等7位知名书法艺术家现场挥

毫，为观众送上一百份颇具文化气息的新

年祝福。上海中国画院的青年艺术家庞

飞、孔繁轩则与小朋友们相约在“吉祥年

画兔写兔”活动。许多小朋友是第一次接

触水墨画，但经过艺术家的指导，纷纷跃

跃欲试，把一只只小兔子画得生动又可

爱，收获满满。

DIY兔年版画、剪纸丝网体验、迎财

神橡皮章木刻水印制作……刘海粟美术馆

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非遗体验活动，让市

民游客将亲手创作的“小兔子”“财神

爷”带回家，开启红红火火的一年。捏出

萌趣十足的十二生肖黏土作品，闵行博物

馆邀请知名超轻黏土手艺匠人徐时欢推出

新春限定活动，现场教授观众。寻找展厅

里的萌兔，感受“投壶”这一历史悠久的

传统民俗游戏，奉贤博物馆开展的“兔年

寻兔”“趣味投壶”等活动颇受欢迎。

形形色色的年俗活动，让博物馆、美

术馆里的艺术过大年更具“迎新”的沉浸

感与仪式感。

兔年新春申城众多博物馆美术馆总计吸引73万人次参观

春节看大展、艺术过大年，已成申城新年俗
■本报记者 范昕

兔年新春，众多市民游客在上海博物馆参观“玉兔精灵”兔年迎春特别展览。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内画技艺还原的《原神》标志性景观。

（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前辈仍在不断开掘自己蓬

勃的创作生命力，一批尚未抵达“导演的

黄金创作年龄”的“后生”，已然成长为中

国电影的成熟力量乃至中坚力量。

不过，倘若仅仅用导演的年龄来定

义“新力量”，显然过于狭隘。在学者

和业内人士看来，真正的“新力量”更

显影在每部影片末尾长长的字幕里。策

划、制片、编剧、演员以及视效、制作

所需要的科技人才……是这批中国电影

工业、产业发展各个层面的人才，能为

中国电影在不确定的全球产业变迁里赢

得未来。

《流浪地球 2》 便是颇为典型的

“新力量”彰显。片方发布的制作特辑

里，影片台前幕后工作人员逾两万名。

庞大的队伍让中国科幻电影以往诸多

“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一一兑现，比如

用生物技术结合人工智能使得演员能

“时光倒流”地演绎自己的青年时代，

比如将生产一个精准镜头的能力迭代为

批量产出1000个的能力。凡此种种，

都呈现出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最新标

准。视效一流的《深海》亦有异曲同工

之处，影片首创的“粒子水墨”在评论

家们看来拥有了中国动画走向世界的通

行证。

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消费
需求仍在，只要好内容一直在

早在春节档开票前，一批海内外新

片纷纷官宣定档，传递着后春节档的利

好消息。对此，尹鸿保持审慎的乐观：

“市场复苏并非一蹴而就，取决于充沛

的产品供给，取决于观众。”观众，恰

是所有学者、从业者认同的关键项。

饶曙光说，曾经，人才不离场、

资本不离场、观众不离场是撑起中国

成为全球第二大票仓的“铁三角”。历

经三年疫情带来的行业寒冬，不可否

认，其间有热钱退场，有一部分观众

生疏了进影院观影的习惯。“如果说这

个春节档我们能确定N件事，那么观众

就是变数。”

赢回观众，归根结底靠优质的内

容。今年春节档的几部新片折射着创作者

适应观众需求、引领观众审美的多元路径。

在尹鸿看来，《满江红》是张艺谋对

拓宽“观影人口”的有效尝试，“一部遵

守了三一律的作品，一部黏合了悬疑和喜

剧类型的商业片，紧凑易懂又富于激情，

对低频次观影人群、尤其是一年只在春节

看一次电影的人群更友好”。

程耳强烈的作者风格为《无名》带来

了一定的观赏门槛。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

川评价：“《无名》并不以故事线的峰回

路转、跌宕起伏取胜，而是长于传递言外

之意，以及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细

节和某些需要细细把玩、反复回味的弦外

之音。”他和几位评论家一致认同，“中国

电影市场需要这样的《无名》，也需要坚

持个人风格的作者，以培育不同审美旨趣

的观众”。

《熊出没 · 伴我“熊芯”》出现在春

节档新片票房第三位，堪称意料之外又情

理之中。这部由电视动画衍生而来的系列

动画大电影自2013年至今以每个春节档

交出一部新作的频率，与小观众们不见不

散，相对固定的受众基本盘已逼近十亿

元。一部低幼IP收获“稳稳的幸福”，不

只是瞅准了特定受众这一招鲜。尹鸿说：

“同一IP在多媒介的互文与共同创造，IP

本身在不变中改变的自我创新能力，找准

科幻、亲情等适应社会情绪的主题，以及

在三维动画制作上的技术提升等，都能为

中国电影创作者提供启示。”饶曙光则看

到了系列电影的生命力：“我们怎样强调

原创都不为过，但在电影工业、电影产业

的构成中，系列电影、品牌电影应该能成

为未来发展的重要一支。”

有人曾预测：Z世代观众将告别影

院。专家们的回答是：“未来一代观众的

培养需要作为战略性任务投入长期的努

力，只要好内容在，观众就会在。今年春

节档证明，只要类型足够丰富、故事足够

好、内容足够硬核、情感足够燃，观众就

愿意走进影院，无关年龄。”

中国电影再出发，在确定的信心中启程
（上接第一版）浦江游览接待游客7.24

万人次，同比增长239%。

年轻人参与红色旅游热情高涨。

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等红

色场馆举行的升旗仪式，吸引了大量市

民游客。全市推出各类文博展览142

项，开放的72家博物馆举办临展38场，

接 待 游 客 50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1.86%。上海39家美术馆推出展览86

项，接待游客23万人次，同比增长3%。

上海迪士尼乐园、上海野生动物

园、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上海欢乐谷

分别推出各类沉浸式主题体验和亲

子互动活动，邀请游客共度欢乐奇幻

的兔年春节。久事集团会同黄浦江

沿岸各区推出的“新春团圆饭”“迎新

自助餐”“龙船”醒狮贺岁等贺新春项

目，让黄浦江游览假期接待游客达

7.24万人次。

上海旅游住宿行业也得到明显提

振。万豪国际上海地区的53家酒店

整体平均出租率达到50%；希尔顿酒

店假期平均出租率保持在50%左右，

环比上月增长约20个百分点；绿地酒

店出租率达到70%以上；锦江国际集

团上海地区8家高档酒店出租率达

60.28%。沪上乡村民宿入住率约为

70%，其中“上海五星级乡村民宿”入

住率超过95%。

“兔年春节上海迎来1000万人次

游客，上海成为都市旅游首选城市之

一。”市文化旅游局局长方世忠表示，

“建筑可阅读”、“一江一河”游览、沪郊

休闲度假、“观展赏灯夜购”等吸引了

大量市民游客，这充分印证，只有突出

上海文旅“都市型、综合性、国际化”特

点，注重文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

大内需科学统筹，奋力推进文旅深度

融合高质量发展，才能加快上海文旅

行业的全面复苏和重振，更好构建起

文旅领域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

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上海跻身全国都市旅游首选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