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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银器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古代

社会风俗史。不过，比起在博物馆中更常见的

书画、金石、玉器、瓷器等，学者扬之水直言“金

银器可谓一俗到骨”——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

着被人贪恋和追逐的角色，研究金银器也要对

时代风气和世俗潮流有着很深理解。

倾力二十载，走访全国各地文博机构，观金

银器数千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扬

之水结合文学和图像进行考据定名，重续古典

传统中“文”与“物”与“史”之间断裂的脉络，撰

写了五卷本新著《中国金银器》，近日由生活 ·读

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套书全景式展现了

古代金银器的制作工艺、纹样设计，以及其中蕴

含的丰富社会文化史。

面对沉默无言的出土文物，要做到一一引

证有据、名实相符，此中艰难甘苦自知，按扬之

水的话来说，只为朴实初衷：“它们就在那里，只

等我叫出名字。”书中展列近四千件金银器作，

回溯自商代至清代的金银器之史，分别收录先

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两宋金元、明、

清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相关金银器文物，一

方面揭示古人器物制作流程和使用场景，一方

面探究古人的说法，即在“诗”“物”间架设桥梁。

五卷分为五色，取中国传统五行的代表色，

每卷选择一件器物烫印在护封上，都有这一卷

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卷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

的金银器，当时受域外特别是北方欧亚草原影

响较大，封面一对金饰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

墓葬出土，是全书年代最早的器物之一，历经四

千年色泽如新，这类饰品在同期的北方草原分

布广泛，说明这一带曾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书中大大小小的金银日用器皿、首饰物件，

曾经伴随古人日常生活，后历经漫长岁月，在发

掘之后重现于今日世界。撰序的李旻教授如是

评价：“这部研究巨作是一次文化史意义上的考

古发掘——从尘封多年的出土金银器中发掘关

于设计、制作、使用、传承的信息，进而考察它们

的发展脉络。书中构成叙事的器物图四千余，

绚烂如宋人青绿山水长卷。”

正如书中导言所写：在中国古代士人的世

界中，重“金石”而很少提及“金银”，这两个词虽

一字之差，但相去甚远。士人对金石（主要指钟

鼎碑碣）往往世代守护，撰写各式学术笔记、文

献目录，对金银的态度则是重在当下。盛世的

时候，金银首饰和器皿作为富家之物，不断推陈

出新，通过销熔再造以追求时髦的样式；到了乱

世，这些东西都可以拿出来变卖，成为保命的本

钱。金银器是艺术，也是财富，不论盛世、乱世，

古人都不太在意对金银器的保存。宋代以来，传

世的金银器物并不算多，更没有一部金银器史。

撰写《中国金银器》既需要对古代金银工艺

了然于胸，熟悉各个时期造型、纹样的特点，又

要从历代文献中搜寻物件出没的痕迹，结合文

献记述以观察实物。器皿之外，金银首饰于全

书占重要地位，因其所具展示性而成为生活时

尚不可忽略的风向标——工艺品的流行题材大

都出现在金银首饰上，虽方寸之地，却是一时代

流行纹样之聚珍。

除了风尚，金银器里也有“文学”。长沙窑器上的唐诗，磁州窑器

上的宋词，还有宋元墓室以诗歌饰壁，见出时代风气，也显示工匠造

诣。从诗词与绘画的意境中汲取设计灵感，创造新的造型与纹样，文

学是器皿首饰设计的重要蓝本，形成从容自在、意趣盎然的本土美

学。扬之水通过融“物”入“文”入“史”的书写，赋予金银器生命的气息。

前不久，扬之水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线上分享时

谈到，当今强调“跨学科”大背景，文史自古以来不分家，诗之所谓

“言志”与“载道”，都是对社会史生活史的书写。对“物”的认知，也

处处有故事。“历史研究可以利用文本讲出有声有色的故事，而名

物研究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细节，包括实物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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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元看《醒 · 狮》”“2元看《不眠之

夜》”成为今夏线上演出的火爆话题，

“云演唱会”“云剧场”频频“出圈”，越来

越多的观众愿意为此买单。近日，停演

近5个月的沉浸式剧场——上海版《不

眠之夜》开启网络直播，喊出“2元看《不

眠之夜》”口号的直播间被热情网友挤

爆，最终观看人数定格在近100万人

次。此前，原创舞剧《醒 ·狮》以1元公益

票价线上放送，吸引340多万人次挤进

直播间观看，观众群体覆盖全国30多个

省区市。

站上“新风口”的线上演出能否为

行业打开更广阔的空间？“剧场演出捕

捉并聚拢艺术家与观众的情感共鸣，这

种特殊‘能量场’是冷冰冰的屏幕无法

替代的。但‘云演艺’可以尝试推出定

制化服务，让受众沉浸在艺术的交互与

共情之中，从而诞生另一种奇妙的观演

体验。”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

院教授代晓蓉说。值得注意的是，网络

直播凸显了强社交属性，观众可以通过

弹幕发表观点、点赞打赏。据不完全统

计，《不眠之夜》直播间“云喝彩”次数达

36.2万，近3000名观众热情打赏。业内

人士建议，“云舞台”不仅能为不同消费

群体定制互动“体验版”，还能为线下演

出大幅“引流”，以更大“带客量”开拓全

新艺术市场。

试水“定制版直播”，
电影般运镜吸引百万网友
围观点赞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演出行业以科

技手段、良心票价和跨越地域的演出方

式，盘活一度遭遇重挫的演艺市场，并

催生出生机勃勃的线上新赛道。在上

海文广演艺集团的众多内容IP中，沉浸

式戏剧《不眠之夜》一直独领风骚。观

众和业界最关心的是，实时直播是否会

有线下演出的浸入感和震撼感，抑或会

化学反应出其他的独特体验？8月16

日 ，《不 眠 之 夜》“TIME TO WAKE

UP——我们想开了”开启实验，试水沉

浸式演艺的直播模式和付费方式。两

个多小时的直播热度居高不下，在抖音

和微信视频号双平台均冲上了实时热

搜榜。

不同于一般戏剧，《不眠之夜》的多

线剧情和沉浸式属性，令其保持着浓郁

的神秘感。如果单纯把《不眠之夜》原

样照搬到网上，势必剧透故事情节、瓦

解剧场氛围感。为此，《不眠之夜》上海

制作团队和打造出多个综艺爆款的幻

维数码，围绕原本的故事线和角色设计

了全新的番外故事，并借助5G高清和

多视角实时传输技术，为观众打造了另

一种延续戏剧梦的定制版本。

直播间里，在10余位演员的带领

下，观众作为闯入者和探索者，步入探

寻上海最神秘的剧场。昏黄冗长的走

廊、光怪陆离的灯光、竹林中缠绵的双

人舞、病床上痛苦的挣扎……颇具冲击

力的镜头让观众迅速融入原剧的支线

情节。配以剧场版所没有的画外音旁

白，他们或重温演出片段和场景，或解

锁之前尚留悬念的剧情，或探秘未曾到

访的秘密房间。老观众纷纷表示，直播

版《不眠之夜》增添了太多“惊喜”；新人

们则认为，“云剧场”打破了对舞台演出

的固有想象。

影像跟戏剧的结合，不仅要表现实

时记录的功能，更要进行艺术语汇的转

化。《不眠之夜》摄影师主视角镜头表达

充满沉浸感，被观众一致点赞，“如同电

影一般的运镜，每个切换都如此自然”

“一镜到底的同时还保证了清晰度，比

眼睛还会抓重点”。可见，现场艺术的

线上化需要深耕探索，积极调动主创

演员、拍摄团队、技术人员等各方合

作，充分运用灯光舞美、舞台装置、剧

场空间等多种因素，以最贴合、最准确

的影视语言，着力表达舞台演出中最精

髓的部分，呈现出“在线即在场”的演出

效果。

“实时+直播+沉浸式+付费”，《不眠

之夜》又一次带动了业界对在线演艺的

关注和讨论。专家认为，直播定制版

《不眠之夜》探索“实时影像戏剧”的新

样式，并由此诞生一系列新名称、新概

念，或将对艺术传播带来新的影响和嬗

变。“与线下剧场相比，《不眠之夜》沉浸

式直播所面对的受众呈几何级增长，获

得了很多观众观剧习惯和偏好的信息

数据。”在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晨

骋看来，内容与数字界面怎样磨合碰

撞，新的可持续商业模式如何搭建，都

需要不断尝试和摸索。“今后，《不眠之

夜》将持续试水沉浸式的演艺直播模

式，为后续探索提供参考支撑。”

培育大众“云赏剧”，
不仅仅为演出市场“变现”
提速

“疫情当下，每一部作品，每一个文

艺院团都举步维艰。每一部作品的演

出，凝聚的都是院团和主创团队的心

血，这些并不能用钱来衡量。希望所有

人是因为对舞剧艺术的欣赏而非同

情。感谢每一位关心大狮子的观众，感

谢每一位愿意走进剧场观看舞剧的观

众。今晚七点半，大狮子云上见。”7月

21日，舞剧总编导钱鑫转发《醒 ·狮》“1

元直播”海报，并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

一段话。在他看来，舞剧是现场的艺

术，离不开演员和观众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共时、共地、共鸣的沉浸体验。“无论

东西方的任何舞台剧种，都在剧场构建

出一种现场感、仪式感和沉浸感。”

然而，疫情以来，转战线上却成为

“不得已而为之”的新赛道。7月20日

至21日，《醒 ·狮》原计划在四川大剧院

连演两场，却因当地突发疫情演出被临

时取消。当时已经搭台完毕的《醒 ·狮》

决定当晚空场演出，并以1元公益票价

线上放送。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传播，

一度成为微博热门话题。面对空旷剧

场仍奋力演出的《醒 · 狮》舞者，在“云

端”收获了观众的掌声与感动。最终，

超过340万人次挤进直播间观看《醒 ·

狮》，其中四川观众占了近一半，广州占

比近15%，上海、重庆、西安等8座城市

的观众都超10万人次，还有海外观众慕

名而来。

历经演出取消、转战线上、意外出

圈等戏剧性情节，《醒 ·狮》成为直播“爆

款”虽有其特殊性，但剧场演出走向“云

端”已渐成趋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

院70周年线上“经典剧目放送及导赏”

活动，观众超过两亿人次；仅6月12日

晚，就有5000万人次进入直播间观看

8K技术录制的经典话剧《茶馆》。7月

30日，大型经典舞剧《丝路花雨》在新甘

肃客户端视频号进行全球网络首播，吸

引20多万人在线观看。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认为，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传播路径，主要有共

享艺术增加受众面、培养受众的审美趣

味、培育未来的营销市场等三大功能。

“培育受众云上看剧、欣赏剧，培育受众

的观看习惯，将来才可能在产业市场打

开一个新窗口。”

《不眠之夜》《醒 ·狮》付费直播成为线上演出新热点

定制服务锁定细分市场，“云舞台”能否为演出行业提升“钞能力”

谁都没想到“续集”成了暑期荧屏最具

争议的话题。

《少年派2》收官，据中国视听大数据，

最后三天的收视率竟是全剧最低的三天，

完全不匹配大结局应有的热度，也比不上

该剧定档时的一片欢腾。《欢乐颂3》属于出

师不利，开播时热度不低，连登热搜，只是

负面的声量完全淹没了正面评价。《民国大

侦探》虽不算大IP续作，但比起系列第一部

《民国奇探》，这部新作没能如愿获得原剧

粉的好评。相对而言，并不完美的《二十不

惑2》成了暑期档唯一在口碑上能比肩第一

部的续集。

且不论《欢乐颂3》《少年派2》的初代都

曾引爆收视与话题，单是“剧一代”收官后

观众对续集的催更热情便叫人记忆犹新。

从被催更到被挑剔甚至被冷落，“剧N代”

经历了什么，“续集难工”真的是国产剧创

作挣脱不了的宿命吗？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

长、教授杨乘虎认为，公允地看，包括《欢乐

颂3》《少年派2》在内，这批续集就剧作本身

而言，水准都在国产剧的中上范围，但它们

的完成度不如观众成长的速度、期待的高

度，也是事实。在他看来：“续集并不存在

创作的天然屏障。但如何把握好存量观众

与新增观众的关系，如何精准找到续集应

当延续什么样的内容，确实是创作者需要

审慎思考的命题。”

对于续集，观众期待的
不仅仅是人物的命运

期待续集时，观众在期待什么？网友

的观点大多分为两种：对原班人马再续前

缘的念想，对剧中人命运走向修补“意难

平”的期待。《少年派2》和《欢乐颂3》正好提

供了两个典型样本。前者保留了原班人马

的绝大部分，讲述林妙妙他们步入社会的

故事；后者借着“欢乐颂”的IP对角色和演

员进行了大换血，让“新五美”实现新的女

性理想。但从播出效果来看，原班人马和

新故事，都没奏效。哪里出错了？

杨乘虎说，续集的创作者必须得把观

众的期待前置考量。“最理想的续集，应当

满足观众面对续作时‘温故而知新’的普遍

心理预期，既要原班人马带来的熟悉感、亲

近感，也要在新故事里体现出新的创意。

如此，才可能在留住存量观众的同时，开拓

增量受众。”

照此标准，《欢乐颂3》从官宣阵容起，

就已丢失了“温故”。没有了安迪、樊胜美、

曲筱绡那几个活色生香的角色，还能称之

为“欢乐颂”吗——类似叩问，遍布各大社

交平台。没能成全原班人马，《欢乐颂3》非

但没享受到前两部的情怀红利，反而让前

作成了续集的“强大对手”。在专家看来，

就是因为从演员到角色悉数改头换面，丢

失了剧作与观众之间的情感链接，极大的

不确定性和陌生感取而代之。这对创作者

而言，无疑是自制门槛。

但这也不意味着，凑齐了原班人马，续

集就定能拿到更高的起评分。《少年派2》

的阵容对观众很是友好，主角团里仅仅更

换了邓小琪一个角色，观众希望看到的

“一秒”CP不仅有了美好结局，过程也足

够甜蜜。可下滑的收视曲线做不了假，心

心念念的人物命运有了续章，观众却走着

走着就散了。叙事重心的偏移，也许是最

大因由。如果说《少年派》的成功源自林

妙妙与父母的代际话题、高考奋战那一年

的青葱岁月，它吸引的受众包括来看家庭

教育的父母、来追忆高考人生的年轻人，

那么《少年派2》展开的故事多少有些脱

离了前作的受众群。剧本从林妙妙大学

毕业后切入，前作里贡献过高光故事的

代际关系退位，年轻人的职场、友情、爱

情占了绝对上风，其间还夹杂抑郁症、创

业等社会话题，令叙事逻辑和框架都发生

了转移。

“续集并非简单地以角色生命的轨迹

来延续，而是要审慎判断好观众对原作、

原来角色、人物关系、叙事逻辑的认同度

产生的最大情感共鸣点是什么，在此基础

上充分尊重、适度修正和拓宽。”杨乘虎

以《小欢喜》《小别离》举例，剧中的角

色命运并不能一一对应、延续，但剧本对

代际关系、家庭教育的探讨命题是一以贯

之的，由此回应了目标受众的期待；他又

以经典的《上海一家人》与《若男和她的

儿女们》为例，“人物在剧中成长了，时

移世易的命运感也有了，而应当与他们命

运同步变迁的人生所承载的宏阔社会容

量，剧作也呈现出来了，这就是一部优秀

续集成功的关键”。

从1到“N”，递迁的不只
是观众审美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副主任闫

伟指出了互联网时代拍续集的“双高”挑

战。“前作珠玉在前，观众常常抱着曾经

沧海的心态看待续集，无形间制造了评价

的高门槛；萧规曹随，意味着题材框架既

定，要在旧模式里讲出新故事，尤其是要

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创造新的观感，

难度又是一高。”

《欢乐颂》面世于2016年，在彼时许

多电视剧还沉迷“雌竞”的大环境里，22

楼五美互帮互助的故事一亮相，便引发无

数好评，也从此卷起女性群像剧的风潮。

六年过去，女性群像、女性叙事、女性话

题肉眼可见地拥有流量高地。一边是同质

化作品井喷，一边是社交网络上对于女性

命题的关注与探讨，乃至社会事件屡屡刷

新大众对相关议题的认知。其间涌现的理

念也好、对社会伦理形成的冲撞也罢，已

领先于绝大多数剧作的闭环式创作。这样

的大环境下，《欢乐颂3》仍然沿用六年前

五位陌生女性略显生硬的相识相知相亲相

爱的叙事框架，难免败给了时间差。很典

型的例子就是，观众对《欢乐颂3》五美

的结识过程充满了无法理解，却似乎忘记

当年安迪、曲筱绡、樊胜美、小蚯蚓、关

关能成为朋友，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对比舆论环境与观众审美的递迁，

《少年派2》同样略显陈旧。当我们在这两

年已经看过了悬疑女性叙事如 《江照黎

明》，当我们为承载了历史感的 《人世

间》 女性故事动容，当我们见识过 《安

家》《理想之城》 对职场女性的深刻描

摹，再来审视《少年派2》，它所叙述的职

场生活、情感观照，面临着创新度不够、

对待社会发展现实的承载力不足。因此，

要想复制前作辉煌，总是力有不逮了。

《欢乐颂3》《少年派2》等热门剧集续集的播出不及预期

从被催更到被挑剔，剧N代经历了什么

《醒 · 狮》

原计划在四川

大剧院连演两

场，却因当地

突发疫情演出

被临时取消。

面对空旷剧场

仍奋力演出的

《醒 ·狮》舞者，

在“云端”收获

了观众的掌声

与感动。

■本报记者 宣晶

■本报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许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