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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介场域中，
为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大众形态

热依扎：用生活的灵魂“熬炖”表演的热汤
独孤岛主

李雨轩

凭借在《山海情》中饰演的李水花，

热依扎成为飞天奖史上第一位获得优秀

女演员奖的85后演员。站在领奖台上，

热依扎的数度哽咽，或可被视为她与历

经磨难而终于获得女性在此时代应有荣

光的李水花在荧屏上下、表演内外达成

高度同构的缩影。

这样一种同构，在国产电视剧表演

中，尤其在近年来创作力有井喷式提升的

一些主旋律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哈

萨克族的北京女孩热依扎，在十数年来的

努力中，身体力行地将偶然入行的机遇，

一步步走成了用心用命、以极端精微的卓

凡毅力完成表演的优秀演员之路。在曾

经喧嚣的“流量时代”某种程度消逝的今

日，这样的姿态尤为可贵。

身为85后的年轻演员，入行前后的

热依扎正正撞上中国影视业产业化加速

的开端，高中时代因为老师的推荐而进

入模特行业，在十五岁的年纪与杨幂一

同成为《瑞丽》杂志的模特，获得该杂志

的“最上镜头奖”。其时娱乐眼光将其对

标张柏芝及桥本丽香，成名之路以这样

的方式开启，塑就热依扎较同龄人更早

接触到娱乐行业的种种景况，尽管多年

来她并不是当红的一线女星，但从她交

出的表演答卷来看，早期的这段经历，除

了直接将她引入娱乐业，亦奠定了其步

向真正的“表演”的坚定基石。

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热依扎在

银幕处女作《摊开你的地图》中略带青涩

但亦不失青春少女“本色”的演出，开启

了她的电影表演之路。在2000年代的

时代氛围下，热依扎在影片中的表演可

以说极尽自然，呈现出相当可观的专业

素养。由于种种原因，与她青少年时期

的同伴杨幂星路迥异，热依扎演完这部

电影之后，电影未上映，她的演艺之路也

举步维艰，甚至转行卖了两年服装。

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位演员的时候，

往往容易陷入一种思维陷阱，即是直接将

已出道的演员放进默认相对顺利的行业

环境中，推时间线分析其表演技术的进

阶。然而在中国影视表演领域，事实上能

够以这样的模式分析的，通常是所谓“头

部”演员，绝大部分的表演主体，首先无法

出现在公共视野。初出茅庐的热依扎，境

遇颇令人想起演完《垂帘听政》之后的梁

家辉，但两者面对的时空环境截然不同，

热依扎的例子比较接近中国电影表演的

当代视角。

从热依扎后来的演出表现来看，卖服

装的经历显然给了她不少洞察人间的机

会。热依扎不是大众最喜闻乐见的甜萌女

星，她在影视剧中塑造的角色，往往予人极

强的“遗世独立”感觉，这种形容并非直接

指向角色本身的境遇，而是角色身为不同

时代女性，对于剧作设定的环境自觉自发

的应对。在2010年路阳执导的电影《盲人

电影院》中，热依扎饰演盲人影院创办者老

高的邻居小鸥，以明眸皓齿的姿态与误打

误撞闯进盲人影院的主人公陈语相识，为

了接近对方，不惜扮演成盲人观众。这是

在2010年代开启之际，中国银幕上姿态相

当灵活的小成本文艺电影的一些机巧构

思，小鸥在陈语与女友复合的结局中呈现

出黯然的状态，但全片中她是呈现主动性

的角色。热依扎外形自有飒爽一面，在影

片中亦呈现兼具顽皮与坚定的形象。片中

小鸥试图扮成盲人，拖着陈语的手臂去影

院找东西，拄着盲杖眼睛直视前方，作出双

重假定的表演，比较自如地表现少女的机

心与窃喜，随后陈语突然转身试探，尽管小

鸥在摄影机前被挡住，但短暂沉默之后，她

仍巍然不惧地转出陈语的肩膀。这一系列

过程，表现出小鸥为了追男仔而义无反顾

的状态，对身为演员的热依扎而言，需要跨

过“戏中戏”的反应障碍。

假如说《盲人电影院》只是热依扎以

配角姿态重新杀入电影表演领域的初试

牛刀，其后参与的《后宫 ·甄嬛传》为其带

来了表演生涯第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角

色。因应这部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剧史上

的里程碑地位，热依扎饰演的叶澜依，在

多年之后依然是观众热衷于讨论的角

色。叶澜依的出身是驯马女，因此，如同

在出演《盲人电影院》的时候，蒙眼两天

体验角色一样，热依扎在拍摄这个她自

称“终于有较多台词”的角色时，也在京

郊学了一个月马术，拍摄过程中亦不乏

坠马经历。这个角色在剧中的后宫群芳

中是特立独行的存在，在广义上的表演

层面，热依扎在剧中呈现出的是以姿态

细节呈现人物状态的方法，包括跷二郎

腿以及行礼姿态的收敛与言语的锋芒，

而驯马设定及与之相伴的对演员身体的

规训过程，某种程度上与角色本身置身

复杂环境中“出淤泥而不染”式的抗斗同

构。通过饰演这个角色，热依扎不仅令

自己的演员身份得到商业性意义上的确

认，亦通过自己的表演反哺角色，形成了

荧屏上下女性主体性的高度统一。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出现在《长安十

二时辰》中的檀棋为何如此令人印象深

刻。这个以婢女身份介入剧情的角色，

或可被视为是《后宫 ·甄嬛传》叶澜依精

神主体性的延续。在塑造角色过程中，

热依扎落力发挥了角色外形与气质高度

统一的飒爽面向。剧中有一场戏，表现

檀棋边在碳火板上跳舞边用口述陈情，

动作上的利落与表情上的肃穆，同其口

述的内容一起，构成肃杀场景中凝重的

表演场域。热依扎的表演层次鲜明，在

此剧相对快刀斩乱麻的剪辑手法中，依

旧可以表现出明确的表演质感。在“流

量明星”风潮高峰过去之后，热依扎与

《长安十二时辰》的存在，共同见证了国

产电视剧创作的“逆流”阶段，即优秀的

创作者与作品从传统意义上比较容易涌

现的电影领域转移到电视领域。

2021年的《山海情》无疑是在中国当

下时代语境下，这种特征的集中展现。

由于疫情及种种原因，中国电影市场处

于断续摇摆的阵痛阶段，而如《山海情》

这样高口碑的电视剧，成为近两年来中

国影视剧行业的现象级作品。尽管是一

部聚焦“脱贫攻坚”的泛主旋律作品，但

《山海情》显然并未停留在说教层面。与

《觉醒年代》一样，《山海情》将具体的主

题贯穿于普罗大众的生命行旅之中，创

作者与观众通过具体的角色，达成共情，

这既是新主旋律作品中优秀案例的共

性，也是这部剧集继承正午阳光的“良心

主义”创作传统的具体表现。

热依扎在片中饰演的李水花，首先

面对的是要以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背景

融入到西部农村的情境，同样经历了一番

入戏的准备，比如方言，比如对农村女性

姿态的精准把握。热依扎自己评价处理

这个角色的经验时也非常强调“日常生

活”对自己的帮助，而不是所谓“表演经

验”。事实上，从在剧中的表现来看，她也

是身体力行做到了这一点，剧中几乎每一

场戏的笑容强度、举止动机甚至细化到每

一次仰头，热依扎都有铭入灵魂的体验与

几乎成为“肌肉记忆”的表演沉浸。片中

有一场戏表现记者来采访水花种蘑菇，她

给角色设计了一个拿镜子的动作。在艰

苦环境中不忘爱美的水花面对镜头却仍

然是羞涩的，一张一弛之间，这位女性的

天性与个性完美交融。

另外诸如“当了妈妈才知道女性哪

里汗多”的擦汗动作设计，都是热依扎在

进阶到某些人生阶段后，自然获得的体

验，将这种体验圆融地放到角色上，令李

水花的形象鲜活、立体，更重要的是，不

露痕迹。影视剧中多见的现象是演员在

银幕/荧屏上展示自己的“表演”过程，热

依扎在《山海情》中，采用的是截然相反

的方法，用生活的灵魂“熬炖”表演的热

汤，达到最终香气满溢的效果。

观众对《山海情》中热依扎的哭戏恐

怕讨论最多，顺应剧集本身扎实的剧作，

呈现在镜头下的热依扎真正以“有灵魂”

的演员定位展现在公众面前，但不可忽

略的是在剧集中的细部，在不那么催动

情感的桥段中，热依扎依然发挥了如上

确切的演出。这一尊飞天奖，对热依扎

来说，不啻是对《山海情》表演设计的肯

定，同时也是对戏外，越来越不受冷暖人

间影响，坚定地将表演的本质琢磨下去

的热依扎本人的肯定。看上去她用了很

多年的等待，但何尝不是时时刻刻在营

造、准备，最终达成一个演员自我修养的

必然结果呢?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影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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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正以强大
势头迎来复兴。其中，传统的电视媒体
和新兴的网络平台都在传统文化传播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央视的《中国诗
词大会》《拿手好戏》、河南卫视的系列
节目（《唐宫夜宴》《元宵奇妙夜》《中秋
奇妙游》等）、北京卫视的《上新了 · 故
宫》等节目各有精彩；而抖音、快手、B站
等网络平台亦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
呈现了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文化现场。
一份最新发布的《网络直播文艺生态报
告》显示，2021年，仅抖音传统文化类
直播同比增长就超过100万场。两相
对照，电视媒体与网络平台在传统文化
传播方面形成“争奇斗艳”之势，它们正
构成传统文化传播的两极，不仅相互补
足，而且相互渗透，为传统文化赋予了
新的大众形态，从而有效推动了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新媒体兴起之前，电视节目也发
挥着传播、普及传统文化的功能，如《百
家讲坛》《开心学国学》等。这些节目往
往直击传统文化中的精粹，有着明确
的目标、专业的团队、完整的流程、精
良的制作，具有模范性。但从根本上
说，电视节目依托着一个自上而下的整
体结构，强调对观众的单向浸染、熏陶
以及观众相应的被动性观看。即便在
当下，电视媒体受新媒体的影响已经发
生了变化，这一根本结构也仍是存在
的。而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的结晶，现
代社会与传统文化本身构成了一种张
力，如果只是一厢情愿地回溯、追忆和展
示，却不能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受众之间
建立有机的关联，它就有脱离日常生活
而沦为纯粹符号和空洞装饰的危险。
电视自上而下的结构既容易剥夺观众
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也容易激发观众对

“询唤”本身的拒绝，这两方面均限制了
观众与传统文化的内在链接，因而客观
上可能限制传统文化传播的效果。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网络平台为传
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方式。仔细分
析可以发现，网络平台的传统文化传播
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电视的新特点：

相较于传统电视节目的宏大叙事，
网络平台更能体现微小叙事的优势，具
有更强的草根性、民间性特点。B站UP

主“碰碰彭碰彭”(本名彭静旋)毕业于
武汉音乐学院古筝专业，目前在法国留
学。她用一系列的视频记录了自己在

法国街头着汉服弹古筝的场景，没有宏
大的话语，只是作为一个个体自发、坦
然地弹奏。而令人动容的也正是这个
微观视角——在异国的学子对祖国传
统文化的热爱、精通和自豪。凭借这些
她吸引着异国观众和中国网友，目前在
全网已有超过一千万的粉丝。传统文
化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既因文化精英的
淬炼而得到彰显，又因微观视角的参与
和介入真正焕发生机和活力；

相较于传统电视节目的受众不足，
网络平台以其与年轻人（如Z世代）天然
的亲缘性，能够获得更广泛的青年受众

并对其产生辐射影响。B站发布的
《bilibili年度国风数据报告》显示，
B站的国风爱好者已超1.77亿，其中
18—30岁的占比七成；

相较于传统电视节目的单向观看，
网络平台尤其是直播形式具有更强的
现场感、对话感、参与感。观众不仅与
主播之间产生了现场对话之感，甚至能
够在直播中向主播表达诉求，而他们一
旦获得回应便更容易被“圈粉”。同时，
主播和观众之间还形成了一种“共同生
活”的亲密关系，通过交流和对话，观众
能够了解传统文化台前幕后的故事，从

而获得一种具身性的深度体验；
相较于传统电视节目的固定收益

模式，网络平台通过打赏、广告等为文
化主体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收益模
式。抖音发布的《戏曲直播数据报告》
显示，过去一年里戏曲类主播收入同比
增长232%。这种多元化的收益模式使
文化传承获得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也激
发了文化主体的积极性。

媒介理论一般认为，“新”媒介往往是
对“旧”媒介的兼容、发展和完善，比如洛根
在《理解新媒介》一书中提出，一种新媒介
的内容是某种旧媒介的延伸。但这并不意
味着传统的电视媒体就失去了生存的土
壤；相反，新媒体的文化生态亦在不断倒逼
电视节目本身的创新。比如河南卫视的
“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便打破了传统晚会的
节目形态和模式，在节目中融入了故事叙
述，《端午奇妙游》即是以四个“唐小妹”的
游览为主线，又在每个单元内采用网络综
艺的模式。从节目生产的角度看，这体现
了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渗透。而从节目传
播的角度看，河南卫视还充分利用了融媒
体的宣发优势，构建了全媒体的传播矩
阵，实现大小屏联动；同时又能结合不同
平台的特点，在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截取最
为“吸睛”的部分，而在B站则放置完整版
本。这样一来，电视媒体与网络平台在传
统文化传播方面就形成了既相对分立、相
互补足又彼此渗透的复杂格局。

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互补的传播格
局产生了何种效果？

首先，两者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
传统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合流是当下的重
要现象，而电视台对人力物力强大的调
配和整合能力，电视节目的典范性、精美
性，能充分展现传统文化中神妙绝伦、精
微奥赜、宏伟壮阔的面向，有利于从顶层

设计方面推进对中国故事的讲述和对中
国形象的塑造。然而，传统文化的身份
是多维多面的，在今天传承与推广传统
文化，需要使其作为一种有机的活态文
化进入社会生活及人们的精神世界中，
成为一种内生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网
络平台对于彰显、传播这类在地性的、活
生生的文化具有很强的优势。

其次，网络平台及网络化的电视节
目拥有广大年轻受众，使得传统文化的
“破圈”成为常态，提升了传播的力度、
效度和深度。以戏曲为例，在网络平台
进行戏曲表演的既有淮剧名家陈澄、粤
剧名家曾小敏，又有“95后”京剧新人郭
雨昂等，他们既声情并茂地演唱，又讲
解戏曲的背景知识，不但使大批年轻人
浸润于戏曲的魅力之中，还引导其中一
部分走入剧场。相较于一些浮光掠影
的展示，年轻人在此对传统文化达到了
一种深度体验和内在认同。传统文化
的复兴需要各年龄段的人共同致力，但
行动力强的年轻人会自发地形成某种
共同体，并能通过超话、打榜等新形式
助推传统文化实现现象级“破圈”，使传
统文化的传播获得巨大的社会反响乃
至世界影响。当传统文化与粉丝文化、
青年文化等结合起来时，它便获得了强
大动力和重要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在那种既分立又渗透
的关系之外，电视媒体与网络平台之间还
保持着紧密的联通关系。一旦文化主体通
过网络平台展现了自己的才能，获得了流
量加持后，便能够获得参与录制电视节目
的入场券，从而走上主流化、经典化的道
路，比如央视的《拿手好戏》中就有通过网
络节目广为人知的明星。这种联通关系的
基底逻辑正是文化的大众化，而这也是当
下传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根本依托。

电视媒体与网络平台正构成传播的两极，不仅相互补足，而且相互渗透，使得破圈成为常态

电视媒体与网络平台在传统文化传播方面不仅各有特

色，而且相互补充渗透。图均为央视节目《拿手好戏》，其中

下图为凭借网络综艺出圈的歌手李斯丹妮在节目中

精致高效的现实哈哈镜
和社会融合剂

怀旧综艺的情怀，
要由与其匹配的价值输出点燃

上海高校里的“国保”建筑：
历史人文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