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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蒙蒙中，一人撑一把雨伞，撒贝

宁、陈数等四位嘉宾缓缓走过台州葭沚

老街一座有着800余年历史的小桥，探

访起街区集聚的浙江多个非遗项目；在

扬州百年老字号富春茶社，单霁翔、杨澜

等嘉宾以一场充满烟火气的“过早”，开

启淮扬菜非遗技艺体验，让人惊呼“这顿

饭文化含量太高了”……

近期走红的《非遗里的中国》《新生

万物》《艺览吾“遗”》等综艺，以中国古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角，激起了大众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致，以

及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这批节目创新了

集访谈、体验、秀演、文创设计等环节于

一体的多元传播方式，深度挖掘非遗中

的历史底蕴、中国智慧、东方美学、民族

韵味，其中两大“吸粉”“出圈”密码尤为

引人关注：一是回到非遗所根植的文化

语境，让观众在生活场景中感受到古老

的非遗依旧亲切地“活”在我们身边，不

再被视为尴尬的“遗产”；一是呈现非遗

的“焕新”可能，非遗随时代而变的种种

当代表达、创新应用，让观众深信它们还

将更好地为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赋能。

强化体验，营造具有共情
力的鲜活观感

非遗与综艺的牵手，并非新鲜事。

近期播出的《非遗里的中国》《新生万物》

《艺览吾“遗”》等非遗综艺的独特之处是

不约而同选择在非遗的生发原境开启探

访，揭示任何一种非遗都根植于特定的

文化土壤，并且呈现的探访嘉宾之于非

遗手艺人的关系，不仅是围观、仰望，亦

有体验、交流、碰撞的温度。显然，这些

节目并不想简单为非遗记录或存档，更

意欲让观众在烟火气升腾的生活场景

中，沉浸式感知非遗的魅力。

穿过著名的茶马古道，《新生万物》

的一众嘉宾来到“民族扎染之乡”——大

理周城，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白族扎染

正诞生于此。坐在白族民居的合院里，

抬眼瞥见上方晾晒的一匹匹蓝白相间的

扎染布料，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蓦

然发觉，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可不

就像苍山洱海之间的蓝天白云。这让他

感叹道，非遗正是地域环境下，当地一代

代人真实生活的体现；非遗的传承，也一

定要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地域的文化。

而在《艺览吾“遗”》中，当李佳明等非遗

寻访人走进天寒地冻的吉林松原，人们

也真切感受到传统冰灯、冰雕制作技艺

为何出自这片土地。

距今4200多年的辑里湖丝被认为

是全球蚕丝界“顶流”，它的硬度有多

强？以同等重量的辑里湖丝对钢丝，非

遗体验团在《非遗里的中国》上演起一场

特别的拔河比赛，深切感受了一把辑里

湖丝的硬度。只见四位嘉宾使出牛劲奋

力拉扯，钢丝断了，辑里湖丝却依然坚

挺。煮茧，用稻草芯粘起蚕丝，先绕再

钩，再绕到丝车上，体验团在体验辑里湖

丝手工制作技艺过程中，索性比拼起谁

拉出来的蚕丝最长。换上厨师装束，步

入富春茶社后厨，《新生万物》的嘉宾们

拜师学艺，学做起淮扬名菜烫干丝。只

见在师傅手中，一块方干片能被横劈成

匀称的30片，而体验嘉宾发挥最佳者也

只能劈成19片，并且厚薄不一。对比之

下，观众更能体味为什么说淮扬菜厨师

“一刀走天下”。

面向未来，打开活态传承
的可期图景

相比以往非遗综艺侧重于聚焦非遗

背后的制作门道，揭示技艺凝结的超凡

匠心，时下的此类节目将关注点更多地

对准非遗的活态传承，让观众看到古老

的技艺怎样优雅新生，何以随时代的发

展而不断变化，甚至激活未来无限的创

造性。

满树桑葚洒下一园绛红，将台绣

“抽”“拉”“雕”等技艺演绎得淋漓尽致。

《非遗里的中国》中，当作为非遗体验团

成员的陈数从这扇名为《紫椹》的台绣

屏风后款款走过，画面美得让人挪不开

眼睛。这件作品是台绣传承人林霞受邀

为G20杭州峰会设计制作的。她在节目

中坦言，有两个人对自己的艺术产生了

深远影响。一位是师父陈克，这位老先

生为台绣编写了一本“武林秘籍”，以

图文并茂的针谱记录了200多种针法的

使用时间、线量等信息。另一位则是女

儿王沁，这位有着时尚设计专业背景的

姑娘将台绣元素巧妙融入手提包、蓝牙

音响、车载香薰、家具、茶盘、口罩等一

系列文创。

这样一种传承，在《艺览吾“遗”》同

样有迹可循。大棉袄、阔棉裤、靰鞡鞋、

东北三大怪……关东泥人张第三代传承

人张金东的作品，定格了一些渐渐远去

的东北民俗和童趣。而在其外孙吴驯博

手中，关东泥人潮起来，打手机、玩电脑，

呈现出鲜明的代际审美变化。难怪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发出感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你看不见的技艺，传

承之后才能有艺术的创新。”

非遗在新时代更多跨界延伸的可

能，是最近一批非遗综艺给人的另一大

惊喜。由7万片龙泉青瓷组成的屏扇门

亮相杭州国家版本馆，就是《非遗里的

中国》呈现的一例。从日常器皿到宏大

建筑，从生活场景到传世工程，可谓千

年龙泉青瓷在新时代的华丽转身。一字

排开的屏扇门前，只见中国歌剧舞剧院

的舞者翩翩起舞，用飘逸灵动的舞姿，

演绎出龙泉青瓷独特的韵味，如是“非

遗创新秀演”又何尝不是非遗生命力的

另一种延续。

“非遗焕新时刻”是每期《新生万物》

的“点睛”之笔，杨澜、单霁翔带领两队年

轻设计师，通过实地体验式学习非遗文

化，将所感所得与年轻态审美相结合，

“上新”文创产品。颇有电影质感的“非

遗小剧场”也不时在节目中穿插，以艺术

手段带来故事之美，解码非遗文化的历

史基因。

《非遗里的中国》《新生万物》《艺览吾“遗”》等一批颇具创新意识的非遗综艺引关注

升腾的烟火气，让非遗“活”在当下

“豫剧+电音的配乐，搭配主演们在深

宅大院那狭窄幽深的胡同中‘暴走’的画

面，太霸气、太上头！”春节档票房冠

军、张艺谋执导电影《满江红》配乐登上

微博热搜。有年轻观众留言“因为电影配

乐喜欢上了豫剧”，也有人逐帧分析配乐

与画面的契合点，还有很多观众沉浸于

BGM无法自拔，在抖音模仿片中人急促的

走路方式……从网友的反馈中，不难发现

传统戏曲与电音的“混搭”，激荡出了

“带感”的火花。

都说音乐是电影的灵魂，一部成功的

电影离不开“声”入人心的音乐，《满江

红》 配乐何以如此“带感”，又为何会选

用豫剧？导演张艺谋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说，因为岳家军大部分是河南人，首先想

到的就是豫剧。给《满江红》配乐的著名

歌手韩红是首次担任电影配乐作曲，她邀

请了河南洛阳豫剧院首席板胡琴师李洪超

和洛阳知名乐队斑马森林联袂制作。据主

创介绍，片中有很多演员疾行的片段推动

了剧情进展，豫剧的风格是谐谑、絮叨

的，夹杂着生动的、扑面而来的泥土气

息。《满江红》 中一众“凡人”英雄，多

是来自市井但心中坚持大义的小人物，使

用豫剧是与片中人物的状态相匹配的。

电影里节奏激烈、声音高亢的豫剧唱

段，由河南戏曲名家、中原第一“女丑”

张晓英演唱。张晓英出生于梨园世家，擅

长豫剧、曲剧、越调、小品等，从黑头成

功转型为彩旦，现属于河南省曲剧团演

员。《包公辞朝》《包龙图坐监》《探阴

山》《打銮驾》《五世请缨》《穆桂英挂

帅》《铡美案》 ……热爱戏曲的网友统计

了《满江红》电影配乐中出现的豫剧经典

唱段的出处。相比传统唱腔，片中的豫剧

演唱去掉了原有的拖腔，节奏感更强、更

铿锵有力，随着人物心情变化多端，烘托

了紧张肃杀的氛围。随着《满江红》电影

配乐的火爆出圈，也刷新了豫剧在年轻人

群中的认知。

如果说戏曲名家的助阵，把河南豫剧

带到了更多观众的面前，那么配乐团队的

精心打磨，则让电影音乐的幕后创作引发

了更多网友的好奇。“不同于一些保守的

‘甲方’，张艺谋导演和作曲韩红给了我很

多空间，让我可以打破束缚，去尝试之前不

敢玩儿的音乐。”参与《满江红》配乐的沪上

音乐人田汨告诉记者，在“感性而不走寻常

路”的导演张艺谋鼓励下，主创团队对戏曲

和当代音乐元素进行天马行空的碰撞，创

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电影配乐。

是中外乐器的交织与对话，赋予了

《满江红》 配乐丰沛的层次感。豫剧的演

唱澎湃而来，让人马不停蹄的镗锣、梆鼓

敲击人心，还有京胡、板胡、高胡带来的

“最炫民族风”；失真吉他制造的酷炫音

色，配上镜头里逼仄的胡同、演员沉郁

的表情……混搭起来，形成一波又一波

的视听冲击。配乐工作的难点在于要把

所有看似“不搭”的音乐元素采样以

后，再修剪、重组成为平衡状态的整体。

毕竟豫剧和电音的结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拼

贴，多一分可能太新潮，少一分则失了戏

曲的韵味。“音乐跟着画面跑一遍，你就

知道协不协调了。”田汨说，为了让音乐

节奏能准确地贴合电影、渲染故事氛围，

“配乐团队对画面和音乐的把关甚至细致

到了每一帧”。

《满江红》 电影配乐所掀起的热度，

让更多业内人士深入思考音乐应该如何更

好地为电影服务。有不少音乐人在从业初

期，往往更注重音乐本身，与电影画面结

合时就显得喧宾夺主。“电影配乐，是所有

声音加上画面、台词、音效‘合力’塑造下的

结果，无论使用的音乐风格是传统的还是

前卫的，都不能游离出电影本身。”有着多

年电影配乐工作经验的田汨表示，音乐人

在为电影配乐时，要从单纯的音乐创作中

“抬起头来”，“知道音乐什么时候是主角，

什么时候是配角，才会创作出更优质的电

影音乐”。

传统戏曲与当代音乐创意“混搭”，网友留言“因为电影配乐爱上豫剧”

豫剧+电音，《满江红》配乐何以如此“带感”

（上接第一版）一些市面上较难买到的珍藏本、绝版书甚至孤本，

也将陆续上架。此前在孤岛书店就有读者淘到日本推理小说家

麻耶雄嵩《鸦》的孤本，如获至宝，也让书店在特定用户群中圈了

一波忠粉。

在记者探店视频的评论区里，不少外地读者纷纷留言：“今

年一定要去一次”“期待去上海打卡”……还有热心推理迷出谋

划策：“建议老板为剧本杀创作者还有推理小说爱好者提供交流

场所”“建议开会员制租借，月费分级、会籍分期”“鼓励捐书，可

兑换相应的租借额度”……简直为书店“操碎了心”。据店主透

露，未来他计划和出版社合办更多线下讲座，邀请作家、编剧、编

辑分享交流，助推本土原创力量壮大；策划小型展览，让谜芸馆

成为硬核主题书店，而不只是拍照打卡点。扎根伟德路大学路

街区，也是看中这里年轻人、潮人聚集，文化艺术氛围更浓。

“高颜值”之外，深耕垂直、聚集同好、差异经营，都是不少细

分书店的“圈粉密码”。上海不缺综合性书店，独特定位和垂直

运营，能让圈层群体找到同好，让书店变身“同道中人欢聚现

场”。同样，上海首家女性书店馨巢书屋，几乎网罗了最齐全的

海内外女性作家书单，粉色调空间透着温馨。“书好不好，够不够

专业水准，考验书店的眼光；能不能把好书推介出去，对运营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馨巢书屋创办人王霞告诉记者，书店和所在

八号桥创意园区以及街道妇联展开合作，通过激活社区力量，努

力为两性友好和谐社会添一笔暖色。

“新鲜期”过后，书店如何持续“保鲜”

相对“窄众”的个性化书店，面临“新鲜期”后如何持续“保

鲜”的挑战。有资深编辑观察到，书店要具有源源不断的吸引

力，需为服务铺上“用户思维+场景消费”底色，重塑阅读价值，

拓宽经营理念，在升级转型的同时焕发“自我造血”活力。

而一家主题书店，既让专业同好有归属感，又不拘泥于“圈

内圈外”，这种追求本身也能帮助书店找到不可取代的立身之

本，赢得更多读者。以长乐路上的朵云书院 ·戏剧店为例，除了

不定期举办小型舞台剧、音乐剧、脱口秀等演出，还在线下策划

“剧场人书单”特色书架专区，邀请YOUNG剧场等机构的制作

人、艺术总监、舞监们，分享《剧作家与戏剧》《青春戏剧档案》《百

年芭蕾：足尖上的艺术》等枕边读物。“舞台艺术指引我们扩大阅

读，而阅读则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感受舞台艺术，窥探其奥妙，近

距离‘呼吸’沪上剧场人的生活。”恰如书店负责人所说，实体书

店和剧场一样，是深度交流的空间，不管打开一本书还是看一场

演出，都在和作者对话，与未知相遇。

眼下，上海古籍书店“百年岁月 ·文人风骨”民国文学类老期

刊精品展，展出近30种1932至1943年创刊于上海的老期刊创

刊号，包括《燎原》《中流》《人间》《热风》《蜜蜂》《萧萧》《丽芒湖

上》《文艺新潮》《文艺春秋》《时代文艺》等，它们曾传播进步思

想，见证民族精神，反映了当时政治、文化、历史侧影，体现中国

传统与西方文明的交流碰撞。艺术书坊春节期间举办的“艺术

之桥”外版艺术图书展，云集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英国ACC

艺术图书出版集团、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等多家精品，覆盖建

筑、设计、绘画、艺术史、摄影、古董收藏等门类200余种外版好

书。三楼画廊“又见东坡——金大鹏、钱建忠、徐兵书画印三人

展”别具一格，以书法、藏书票和篆刻合体形式同题创作“苏东坡

赏心十六乐事”，新奇有趣，吸引不少爱好艺术的市民驻足。

个性化书店涌现，
多个“首家”汇聚上海

“我未忘海誓山盟定终身，玉簪玉坠留

宝贝。你不知别后风雨打春蕾，自护芬芳

留宝贝……”昨天一早，上海越剧院的排练

厅就热闹起来，红楼团正在为新春演出季

的重头演出之一《玉簪记》进行联排。

继春节假日期间尹袁版 《红楼梦》、

袁范版 《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西安亮相，

古戏楼版《红楼梦》在豫园海上梨园登台

后，越剧 《碧玉簪》《玉簪记》《李娃传》

今起在天蟾逸夫舞台、宛平剧院连续上

演，《迎元宵——越剧折子戏专场》也将在2

月4日、5日登陆大世界。这样的热闹与忙

碌将是上海越剧院今年的主基调，院团的

演出日历已写得满满当当，名家新秀将陆

续带着看家剧目前往北京、福建等多地演

出，与全国越剧迷们共享佳作。

“时隔七年重新拾起这部戏，虽然有

压力，但经过这些年在舞台上的历练，如

今对角色的理解也更饱满了。”徐派小生

名家杨婷娜对记者说道。连续排完《偷词

定情》《逼侄赴试》 两场重头戏，杨婷娜

已是满头大汗，双颊通红。这两折演出几

乎占到全场的一半，杨婷娜将一气呵成，

连演近60分钟。与昆剧《玉簪记》不同，

越剧中 《逼侄赴试》 一折的分量大大增

加，其中的“五拜”唱段还是戏迷间传唱

的经典。

《玉簪记》 原为明朝高濂所作的传

奇，亦是京昆的传统剧目。1996年，越剧

表演艺术家钱惠丽和陈颖首次在越剧舞

台上精彩演绎了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

正冲破封建礼教的爱情故事，其中王公

子、王姑等全新人物也使戏剧故事更加生

动有趣。

此番再度排演该剧，老师钱惠丽全程

为杨婷娜的表演把关，细抠动作和表演。

把握好潘必正的书卷气和对爱情的理解是

杨婷娜演出的重点，“潘必正是个可爱的角

色，不能演得老气横秋，他与道姑又是第一

次恋爱，要把那份朦胧感刻画好”。暌违许

久与老搭档再度合作《玉簪记》，陈妙常的

扮演者傅派花旦盛舒扬坦言：“一上台，熟

悉感和默契感就都回来了。”

在杨婷娜看来，《玉簪记》是一出有观

众缘的戏，“这部剧基调喜庆欢乐，每每

演出台下都是笑声一片，非常适合在新春

期间表演”。这些年，也常常有戏迷在微

博下给她留言，询问什么时候能再次看到

该剧，“有浙江的戏迷知道这次演出后，

早早就计划好了要来上海看”。盛舒扬亦

有同感：“越剧中正剧、悲剧偏多，作为

一部轻喜剧，《玉簪记》贴近生活，越剧观

众喜闻乐见。”

今年，上海越剧院将步履不停地前往

各地演出。2月12日，《玉簪记》将在太仓大

剧院举行公益惠民演出；3月，久演不衰的

《红楼梦》与《梁山伯和祝英台》将亮相厦

门，新编连台本戏《甄嬛》则将登陆泉州；4

月，《红楼梦》与《西厢记》将与北大学子见

面。越剧发源于浙江，兴盛于上海，异彩纷

呈的宗师流派更是上海戏曲界的宝贵财

富。去年，上海越剧院举行了纪念越剧改

革80周年暨袁雪芬诞辰100周年主题晚

会、纪念越剧宗师王文娟专场演出，吸引了

全国越剧同行和观众的参与。接下来，上

越计划将越剧宗师金采风与傅全香的纪念

演出推广至长三角，把流派的魅力传递给

更多戏迷。

上海越剧院新春演出季进行时，今年还将前往北京福建等多地演出

这一年，袅袅越音将唱响全国

古戏楼版《红楼梦》剧照。 （上海越剧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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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走红的
《非遗里的中国》
《新生万物》《艺览
吾“遗”》等综艺，以
中国古老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主角，
创新了集访谈、体
验、秀演、文创设计
等环节于一体的多
元传播方式，深度
挖掘非遗中的历史
底蕴、中国智慧、东
方美学、民族韵味

①《新生万物》剧照。

②《非遗里的中国》剧照。

③《艺览吾“遗”》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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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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