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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2022年央视春晚的舞蹈类节目再

度火爆“出圈”,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

段、创意舞蹈《金面》以及创意音舞诗画

《忆江南》等掀起了一股艺术“活化”文

物的热潮。《只此青绿》以北宋名画“千

里江山图”为蓝本，用写意、移情的艺术

手法将青绿山水的意象幻化，画中青峰

叠嶂，绿水隐现；舞者眉眼端庄，绛唇高

髻；真可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

我应如是。”宋画之美、中国古典之美在

舞台上众仕女的步态中，三星堆的神秘

和青铜文化、金面的传奇故事，富春山

居图的江南烟波浩渺和文人诗词中那

种宁静淡泊、超脱自然的精神状态，都

步入了观众的心灵……

当舞蹈遇到文物时，跨越了考古文

字的历史鸿沟，营造出舞蹈这种独具时

空魅力的艺术情境，将历史与文化感“浸

透”于春晚现场，让传统“活跃”在当下。

中华文明是中国舞
蹈创作的沃土、根
基和宝藏

中国有大量的文物与舞蹈息息相

关，如汉画像砖、敦煌壁画、乐舞俑等

均有表现舞蹈场面、动作的静态形

象。在中国古代舞蹈的发展中，舞蹈

逐渐融入戏曲艺术中，因此在1950年

中国古典舞建构初期，欧阳予倩先生

最早提出了“中国古典舞”，专指京剧、

昆曲中的舞蹈。中国古典舞从无到

有，在多年的发展与探索中，形成了一

套中华民族特有的中国古典舞教学体

系。作为民族舞蹈文化建设平台的中

国古典舞，是带有“复兴意义”的当代

人的阐释与传承。

在中国古典舞的学科建设与剧目

创作中，除了挖掘传统戏曲文化，也深

入挖掘历史文物。1979年首演的经典

舞剧《丝路花雨》使“敦煌舞”从“复活敦

煌壁画”的方式中创生，创造了一种“民

族舞蹈语言”，开创了敦煌舞的先河。

北京舞蹈学院的孙颖先生在中华传统

文化中探索出汉唐舞风，创作了《炎黄

祭》《铜雀伎》等经典舞蹈剧目，尤其是

舞蹈《戍卒乐》以一种当代人的视角，赋

予秦始皇兵马俑鲜活生动的“人味”，在

轻松诙谐的舞蹈韵律中回味千年前的

文化积淀。

孙颖先生的这一编导理念在多年

后由他的学生陈琳，在舞蹈《唐宫夜

宴》中发挥得炉火纯青，在2021年河

南卫视春晚中刷爆网络。由黄豆豆主

演的舞蹈《秦俑魂》开始将目光聚焦于

古今穿越而共通的民族精神；《唐印》

《唐宫夜宴》以及田湉的舞蹈剧场《俑》

系列舞作都关注到古代乐舞俑的人物

形象、性格特点和时代审美；2021年

首演的舞剧《五星出东方》以“五星出

东方利中国”的汉代织锦护臂为切入

点，虚构了千年前发生在西域的传奇

故事。可以说，在中国舞蹈的创作中，

对历史文物的题材偏好经久不衰，源

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和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是中国舞蹈创作的沃土、根

基和宝藏。

文舞相融，匠心独
具：打造千里江山
连绵迤逦

在2022春晚舞台大放异彩的舞蹈

《只此青绿》，源于2021年8月首演的舞

蹈诗剧《只此青绿》之舞蹈选段“青绿”，

该作由著名编导周莉亚、韩真共同执

导，她们充分运用了视觉艺术的共通之

处，在舞蹈编排上独具匠心、精雕细琢。

《千里江山图》的构图同时汇集了

平远、高远、深远“三远法”的取景构图

法则，使得画面跌宕起伏，富有强烈的

韵律感。编导深受启发，舞蹈开场即采

用了平远的构图，舞台前端的水波造

境，凭借纵深的空间距离呈现辽远开阔

的画面。从前景的三位女舞者拧倾的

姿态，透过中景主演“青绿”侧身垂袖凝

望，远景三四组错落有致的层峦造像，

层次分明地呈现出千里江山连绵迤逦

的气象。

在舞者汇聚呈三角形的舞段中，

缓慢而迸发力度的转身，舞者伸出左

脚轻点地面的重心移动，气息韵律的

顿挫间离形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的意象，这种视觉构图与

绘画“高远”法则异曲同工。古语有

云：“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高

远是描绘崇山峻岭最为合适的方法，

其视平线往往处于画面的下端，视觉

效果突出高大雄伟、气势磅礴。因而，

这一舞段的动作也随之强化节奏和力

度，与此前的虚静和行云流水形成对

比，突出了奇峰峻峭、高崖万丈的青绿

冷艳。

在文人山水画中，“深远”是最难

表达的，古语有云：“自山前而窥山后，

谓之深远。”但在《只此青绿》中，编导

用单袖掩面、后仰拖地行走的舞台调

度完成了“深远”的视觉构图，“青绿

腰”在视觉中心的聚焦，“群山”聚集后

迅速分散，台后方“女分身”的动作重

复，形成了山前山后青绿“倒影”的视

觉效果，也达到了编导想要表达的“青

绿”内心幻化的“心物同构”，充分实现

了移情的艺术表达。

舞蹈“破界”“出
圈”，是科技推动
多媒体观演空间
的创新

当河南卫视系列“奇妙夜”舞蹈节

目的“出圈”，以及文化剧情舞蹈节目

《舞千年》的频上热搜，引领了晚会舞蹈

影像的创作模式。舞蹈影像的叙事与

传统舞蹈的叙事截然不同，舞蹈影像让

观众通过镜头看舞蹈，体会“身在舞中

游，心在镜中观”的微妙互动。2022年

央视春晚也借鉴了舞蹈影像与科技的

融合，在创意舞蹈《金面》中使用裸眼

3D和全息影像等高科技，特邀著名舞

蹈家杨丽萍创作了一段跨越古今的双

人舞，一位当代女孩在博物馆触摸历

史，通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像，将

文物“复活”，穿越回千年前的古蜀文

明，跨越千年的爱恋在神树的见证下，

在神秘金面的封存下，一舞千年、一梦

千年。舞者半蹲、双手三道弯交折的动

作造型，独具西南民族的舞蹈特点，舞

蹈没有一味追求西方芭蕾双人舞的托

举技巧，而是突出中国舞蹈的形神合

一、朴实浪漫的审美趣味，也看得出编

导杨丽萍的艺术风格和独具匠心，“学

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展现了亘古不

变的爱之主题。

创意音舞诗画《忆江南》运用XR

（人机交互的虚拟环境技术）、CG（计算

机动画）等前沿特技手段在摄影棚里

拍摄了一周，又剪辑了20天，最终呈现

了一幅三维动态的《富春山居图》，作

品以数名手持油纸伞的江南女子翩迁

起舞“入画”，通过江南女子的视角在

徐徐展开的江南烟雨山水中，逐渐相

遇“渔樵耕读”不同的人物形象，在诗

词歌舞中展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表现了“人在画中舞，画随景而动”的

诗意江南图景。

传统舞蹈的观演空间是舞台、剧

场，而舞蹈影像的观演空间已从电视

媒介扩展至舞台剧场与电视媒介等多

媒体的融合。舞蹈影像既有舞蹈与电

视艺术在镜头语言中的碰撞，也有舞

蹈与信息技术在数字化舞蹈影像中

的融合，如今舞蹈影像已经逐渐从舞

台 的 技 术 手 段 超 越 成 为 独 立 的 作

品。观演空间的创新，使观众打破历

史的界限，透过舞蹈艺术将现实与历

史传统对接，通过物看到人，通过文

物，感受蕴含的人文精神，因此在观

演空间不断创新的当下，舞蹈与文物

的连接顺势而为，带来非同一般的观

感体验。

“国潮风”“诗词热”
的背后是国力提升
和文化自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从

“诗词热”“汉服热”“文博热”到“国潮

风”“古典兴”等，无不是“传统文化热”

的一种表现。在移动互联网连接全球

的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

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

之遗韵’”，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是最容易

符合中国人民审美习惯的。

“传统文化热”的原因归根结底是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彰显。只有把艺

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

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

起来，才能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文博热”的掀起，从《鉴宝》《我在故宫

修文物》《国家宝藏》，到《博物馆奇妙

夜》《如果国宝会说话》等，通过多档节

目的合力，电视节目的不断创新，一改

往日博物馆文物严肃静穆的形象，引

入诸多生动的综艺化的呈现方式，成

功引起当代观众，特别是Z世代观众对

博物馆、文物中延伸出来的传统文化

的关注。“传统文化热”折射着中华民

族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强烈的民族认

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也是一个国家生命力、创造力和凝

聚力的重要源泉。

从2021年河南卫视“出圈”的《唐宫

夜宴》，再到2022年央视春晚的舞蹈《只

此青绿》等惊叹刷屏，当下中国的舞蹈

创作并不缺少传统文化的题材以及喜

爱传统文化、欣赏传统艺术的观众，所

以更需要创作者独具匠心、潜心钻研传

统的文化宝库，结合科技创新手法，提

升当代观众的审美水平。“传统文化热”

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中华文明

秉承着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传

统，在当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不断展现“中国风格”和“中国气

派”，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的

生机。

（作者为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院
副研究员）

京剧演员王珮瑜曾经说过一句流
传颇广的“豪言”：“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喜欢京剧的人，和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
的人。”

最近的两个破圈案例，可成为这句
话的最新印证：爆款游戏《原神》中的新
角色云堇上线，为京剧圈了一波全球粉，
到目前为止，云堇唱段《神女劈观》在B

站播放量超过1700万，在YouTube上
的观看数超过460万；上海戏剧学院京
剧表演专业的五名00后女生，以京剧唱
腔演绎古风歌曲迅速成为网红，仅《探
窗》一首的短视频播放量就超过5000

万，网友留言“老祖宗的快乐我懂了！”
而如果把“京剧”换成“戏曲”，则还

可以加上B站晚会上广东粤剧院院长曾
小敏和流行歌手梁汉文合作粤剧电影
《白蛇传 ·情》的推广曲《待你归来》，天南
地北的网友在弹幕中留言“一秒入坑”
“爱上了粤剧”。

然而，这些案例的出现，在推动戏曲
破圈的同时也往往伴以圈内“不够戏曲”
甚至“毁戏曲”的批评，这就非常耐人寻
味了。近年来，如何推动戏曲抵达那些
还不知道自己喜欢戏曲的人，是戏曲界
津津乐道的话题，但“不够戏曲”也好，
“毁戏曲”也罢，其本质是一种从自我出
发的判断，而破圈所需要的，恰恰是从对
方出发的视角，是要以圈外感兴趣的方
式将圈内的东西推出去。从这个角度来
看，戏曲要更好破圈，首要一条或许是：
破业界陈见。

比如，是不是一定要连须带尾原汁
原味地呈现？

对于一些破圈案例引发的争议，中
国戏曲学院副教授胡娜提出了“本体传
播”和“要素传播”这样一对概念。所谓
“本体传播”，具体到戏曲的语境中，就是
目前戏曲界主流所秉持的，认为无论通
过什么媒介，戏曲都应该以完整的形态

呈现于大众面前，不仅要唱念做打齐全，
服装道具也要规范；而目前出圈的几个
案例，则更多是一种“要素传播”，即本着
尊重戏曲的大前提，提取戏曲的唱腔或
者表演形态，将其融入到另一种文化样
式中，比如京剧大师裘盛戎之孙裘继戎
的《惊 ·鸿》，以一支呈现梦境的现代舞串
起了昆剧、秦腔、评剧、川剧、河北梆子和
京剧六个剧种的经典剧目片段，玩出了
“戏曲串烧”的新花样。

尽管屡屡受到来自业界的质疑，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推动戏曲出
圈这件事上，“要素传播”的能效更高。
笔者观察到这样一条很有意思的传播
链：很多网友被《待你归来》“安利”了电
影《白蛇传 ·情》，而电影《白蛇传 ·情》又
让同样由曾小敏主演的同名粤剧在全国
不少城市巡演时都一票难求——其中有
一些还是粤剧此前未曾涉足之地。

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对新一代文

化受众而言，要跨过欣赏门槛直接进入
完整的戏曲审美系统内部并不容易（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往往因为无法
接受戏曲的锣鼓点而对其望而生畏），更
在于随着表演场所从曾经的勾栏瓦肆广
场市井转移到后来的茶楼戏园再到今天
的现代剧场，戏曲其实已经离日常非常
遥远，必须为它找到一种新的应用场景，
使其重回日常生活场域，重建与日常生
活的关联。只有这样，戏曲才能够重新
被看见，或者说被发现。而“要素传播”
之所以有效，正在于此。

也许有人会问：被看见之后呢？
这里就要引出关于戏曲破圈的第二

个陈见：是否只有将圈外人引向剧场成
为戏曲观众，才是成功的破圈？

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尽管近年来
戏曲与游戏的联姻并不少见，但主动的
一方往往是游戏公司。一家戏曲院团的
掌门人告诉笔者，他们曾经邀请一些up

主到剧场看戏并制作短视频，但并没有
为演出带来更多的年轻观众，这多多少
少打击了他们进一步尝试的积极性。

院团积极性受挫背后，需要思考的
问题是：戏曲破圈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在笔者看来，弹幕上齐刷刷的“DNA

动了”就是答案之一。它提醒我们，戏曲
除了是一种具体的文艺样式之外，还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一种象
征。当它通过“要素传播”的方式在今天
的大众文化场域被重新看见和发现，是可
以激活镌刻在受众基因中的文化记忆并
由此真正扩大传统文化辐射半径的——
而这无疑将成为戏曲未来发展最为坚实
的土壤。

而答案之二，恐怕就像中国社科院
文学所研究员陶庆梅所说的，任何一种
传统艺术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实现与自己
所处时代的对话，然而戏曲在漫长历史
中所形成的强大的完整性，使得今天很

难对它进行一步到位地整体性创新，反
倒是通过破圈过程中与其他文化类型发
生的碰撞、融合、叠加，有可能使得戏曲
一点点在局部甚至细节处呈现出新的形
态，生长出新的枝丫，绽放出新的花蕾。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王珮瑜。几年
前，针对这名京剧坤生因频频跨界出现在
各种和京剧乃至戏曲关系不大的节目中
而引发质疑的状况，戏曲评论家傅谨曾经
在《文汇报》撰文，提出扩大戏曲的朋友
圈，“需要张火丁也需要王珮瑜”。今天，
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个判断再往前推进一
些——对于戏曲这样一门综合性很强的
艺术，原汁原味的传承和展现当然重要，
将其进行要素分解之后，与其他样式和媒
介进行融合实现跨界传播同样重要。

破圈是破壁垒，更是破陈见，只有营
造包容开放创新的生态，让圈内圈外产
生积极正向的碰撞交流，戏曲才能更好
地破圈。

戏曲如何破圈？先从破陈见开始
邵岭

在央视春晚上
看舞蹈与科技相拥的“中国式浪漫”

唐白晶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创意舞蹈《金面》和音舞诗画《忆江南》何以刷屏？

 舞蹈诗剧

《只此青绿》中，编

导用单袖掩面、后

仰拖地行走的舞台

调度完成了“深远”

的视觉构图，“青绿

腰”在视觉中心的

聚焦，“群山”聚集

后迅速分散，台后

方“女分身”的动作

重复，形成了山前

山后青绿“倒影”的

视觉效果，也达到

了编导想要表达的

“青绿”内心幻化的

“心物同构”，充分

实现了移情的艺术

表达。

 创 意 音 舞 诗

画《忆江南》运用XR

（人机交互的虚拟环

境技术）、CG（计算机

动画）等前沿特技手

段，表现了“人在画中

舞，画随景而动”的诗

意江南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