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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戏曲界有两件事刷屏了：一是有

着“活红娘”之称的83岁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教育家孙毓敏在京逝世；二是苹果

CEO库克到沪，专程做客京剧名角王珮瑜

开设的瑜音社“京剧小科班”。相隔不到

15小时发生的两件事，一悲一喜，看似不

太相关，却激起行业人的讨论和思索——

得到流派大师亲传的老艺术家一位位远

去，高度依赖“口传心授”的戏曲行业，如何

借由科技赋能，既抢救老艺术家身上的“玩

意儿”、挖掘濒临失传的“老戏”；也引领戏

曲在传承与教学、呈现与弘扬上迎来前所

未有的创新发展？

当前，从涵盖各个剧种与名家代表作

的“像音像”工程，到游戏虚拟人物演绎京

剧经典唱段，再到晚会里真人表演搭载全

息背景的视觉震撼；“戏曲+科技”已有各

种有益尝试。然而这还不够，要想真正实

现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不但要以科技为手段，也要以科技思

维拓宽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可能性。中国

戏剧家协会原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伟与

王珮瑜就不约而同地提到——建立戏曲艺

术的全方位数据库，希望通过数字化、数据

化的方式，全方位整合文字、曲谱、音视频

资源。这就意味着，数据库不但留存艺术

家最好的表演和剧目完整的舞台呈现，同

时也可以对流派唱腔、程式、音乐等一系列

表演方式加以分类、整合与分析，成为后人

在学术研究、传承发展上的有效参考。

戏曲从不“滞后”，主动拥抱
科技变革

回溯历史，传统戏曲面对科技发展带

来的社会变革，非但没有排斥拒绝，反而主

动拥抱、甚至引领潮流。崔伟说：“科技使

得包括戏曲在内的任何艺术发展，都得以

更有表现力和想象力。从舞台到唱片、到

电影、再到电视，戏曲艺术每一次借力科技

发展，都扩大了观众群。”

确实，论紧跟时代程度，距离电影被

发明不过17年，《定军山》就作为中国第

一部电影诞生。论应用普及范围，因为有

了电灯的普及应用，夜场戏在大众场所越

来越普及，戏迷干脆称之为“灯晚戏”。

在崔伟看来，科技既有可能丰富戏曲舞台

呈现——比如海派京剧对于机关布景的应

用；也有利于传承——正是因为唱片录

制，后辈可以利用唱盘的变速功能，放慢

演唱来仔细捕捉大师名角儿演唱中的气

口、颤音、装饰音等各种细节，从而不断

完善提升自己的表演。

一百多年过去，戏曲人继续紧跟时

代。比如戏曲影像记录发展中，在“音配

像”“像音像”工程基础上，《霸王别姬》

《曹操与杨修》《捉放曹》 等一批搭载了

3D、4K甚至8K等最新技术的戏曲电影问

世。而在“云演出”已经成为演艺常态的

当下，戏曲人甚至把《龙凤呈祥》这样的

老戏进一步搬到了“元宇宙”中。教学方

面，就拿库克到访瑜音社这一次来说，一

群五岁的萌娃学员用平板电脑与触控笔，

描摹着京剧脸谱的绚丽色彩。

纸笔也能完成的内容，为什么要应用

电子设备？作为课程设计的主导者，王珮

瑜解释，这不仅是为了趣味性——在手眼

身法步的传统教学之余给孩子们“换换脑

子”，同时也是用他们更熟悉、更喜爱的

形式，令传统文化可以时尚、鲜活起来。

而这一答案，也道出戏曲人对于技术应用

的“不满足”——比起通过技术应用来达

到适应时代、亲近新世代的目的，我们是

否能够看到更深层次的赋能，不仅为戏曲

传播“锦上添花”，更为其艺术生命的更

好延续“雪中送炭”。

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赋能
的想象力可以更广阔

因而，如何推动建立全面系统的数字

戏曲资料库，成为业界专家与从业者呼吁

的一大方向。

王珮瑜感慨：“几百年来，戏曲传承

高度依赖口传心授，如果不及时抢救，老

艺术家一走，身上的‘玩意儿’就都带走

了。”这背后是她的切肤之痛。她所宗

“余派”，梨园有着“十八张半（唱片）”

的说法。这是说，对比其他流派创始人所

留下更为丰富的资料，后世要想深入研习

余叔岩的表演唱腔艺术风格，能够参考的

仅有这仅存的三十余段音频资料，从头至

尾听完也不到两小时。可想而知，要基于

这些唱段进一步恢复整台“骨子老戏”，

难上加难！

因而，传承成了一件“与时间赛跑

的事”。这些年，忙碌的京剧推广普及之

余，王珮瑜也没忘了辗转各地求教。

2021年去世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朱秉谦，

甚至曾被她请到上海常驻一个月，也只

恢复一出《兴汉图》。由于年事已高，这

批老艺术家纵有心倾囊相授，体力精力

不允许，一年“捏”一两出戏已是不

易。像朱秉谦和孙毓敏这样的京剧老

人，是最后一批得马连良、荀慧生等流

派宗师亲传的弟子学生，他们的离世带

走了无数传承上的遗憾。

与时间的赛跑，科技能否成为“加速

器”？崔伟提出，不同于既有的文字影像

音频资料保存，真正的数据库，应是整合

以上所有内容并细化至气息、音色、锣鼓

经等等。更进一步，戏曲人可以借助人工

智能，将数据库以多种方式分类、组合，

甚至提供进一步分析、归纳，供以学术研

究以及舞台应用。他说：“中国戏曲一个

最重要特点，就是多剧种化、多流派化，

现在戏曲教学多从流派起步，哪怕老师留

存于世的所有戏都看过，但演员的归纳总

结能力有限。因而模仿传承老戏尚能亦步

亦趋，但在演出新戏时，运用调动手段的

能力不足。面对于此，数据库也可以成为

艺术创作手段的资料库，令传承者充分参

照，触类旁通。这才真的是思维变革带来

的‘赋能’，而不是技术应用新场景层面

的‘复能’。”

必须承认，一百多年前，传统戏曲之

所以能够第一时间“尝鲜”新技术，与当

时传统戏曲作为大众艺术的绝对地位有着

直接关系。当前，尽管传统文化在新一代

迎来了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热潮，但要重

现百年前的“风光无限”，仍是任重道

远。2010年，硅谷投资人收购NBA勇士

队，仅用五年时间就令这支“垫底球队”

一跃成为蝉联多年的总冠军。这背后，离

不开科技人引入的“大数据思维”——通

过球员追踪设备获取全方位数据，结合大

数据处理和智能决策系统，从而获得实战

“最优解”。

当然，科技不是用来迷信和依赖

的。竞技体育里，起到决定性因素的、

具有无可取代魅力的，是一个个鲜活的

人。对于文化艺术，亦复如是。对于从

业者来说，与其坐等科技赋能的“垂

青”，抑或是沉浸在被新技术取代的抱怨

与焦虑中，不如主动出击，或许就能找

到和谐共处、彼此成就的答案。

苹果   库克拜访京剧名角王珮瑜后，引发新话题——

科技如何深度赋能传统戏曲

携手知名海外文博机构，上海将再迎

重磅海外艺术大展。记者昨天获悉，由上

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浦东美术

馆和马德里提森-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

（以下简称“提森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六

百年之巨匠：来自提森-博内米萨国立博

物馆的杰作”将于6月登陆浦东美术馆，为

申城观众创造与西方艺术史上“六百年之

巨匠”跨世纪会面的难得契机。其中，马奈

《女骑士》、鲁本斯《维纳斯与丘比特》都可

谓提森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作为西班牙马德里“艺术黄金三角”之

一的提森博物馆，此次是第一次携镇馆之

宝来到中国，同时也是其自建馆以来的首

次大型国际展览。这意味着亲临该展览的

观众将有幸成为首批在西班牙境外观赏到

提森博物馆大规模绘画杰作的国际观众。

本次大展精选提森博物馆馆藏中跨越

六个世纪的绘画珍品，最古老的展品是由

比利时画家罗希尔 ·范德魏登创作于1464

年前后的《男子肖像》，距今最近的展品则

是旅美俄罗斯艺术家拉斐尔 ·索耶1980年

绘制的《自画像》。自文艺复兴直至战后欧

洲和美国艺术的西方艺术画卷由此展开，

引领观众通过名家杰作了解西方世界生活

方式和社会风貌在过去六百年间的变迁。

拉斐尔、彼得 ·德 ·霍赫、鲁本斯、卡纳

莱托、马奈、梵高、夏加尔、康定斯基、欧姬

芙……共计70幅宝贵真迹，来自近70位欧

美艺术巨匠，很多名字都在西方艺术史上

熠熠生辉。展览俨然打开一部来自提森博

物馆的“西方艺术百科全书”，只见文艺复

兴肖像、荷兰黄金时代、威尼斯城市景观、

法国现实主义与印象派、表现主义和立体

主义、俄罗斯先锋派、抽象艺术、波普艺术、

美国现实主义等不同时代的丰富绘画风格

渐次登场，涵盖肖像、风景、静物、风俗等丰

富的绘画题材。

其中，拉斐尔带来用细腻笔触描绘的

《年轻男子肖像》，只见画中人——一位身

着粉衣的少年，为柔和的光线所笼罩，现出

红润的面色、清澈的神情。凭借华丽的技

法和高超的明暗把握，鲁本斯的作品演绎

的是现已失传的提香名作《维纳斯与丘比

特》。作为“世界风景”绘画风格的创立者，

帕蒂尼尔的《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憩与风景》

尽管为圣经主题，却具有全景式的开放风

景，将其高视角的创作风格一展无遗。卡

纳莱托的《从威尼斯圣维奥眺望大运河》展

示了风靡一时的威尼斯城市景观画最为迷

人的特质，作为18世纪威尼斯最伟大的风

景画家，他的作品在当时的欧洲被竞相争

逐。《阿尔勒的装卸工》呈现出梵高不多见

的绘画面貌，以类似剪影的写意形式攫取

装卸工人某个动作的瞬间，又以大胆肆意

的色彩绘制出他们身后宏伟绚烂的景色。

马奈的《女骑士》是最能体现其风格的代表

作之一，画作中黑色所创造出的光芒正是

其绘画的标志特征。

提森博物馆1992年正式对外开放，拥

有13世纪末至20世纪完整的西方绘画收

藏，如同一部厚重生动的西方艺术史。该

馆的收藏始于奥古斯特 ·提森向雕塑大师

罗丹定制的大理石雕塑，经其继承者——

两代提森-博内米萨男爵的苦心经营，因

汇集西方绘画史中出自最杰出艺术家手笔

的800多幅精品而享誉世界。这家博物馆

与普拉多博物馆相对而望，和索菲亚皇后

现代艺术中心遥相呼应，共同构成马德里

博物馆的“艺术黄金三角”。

打开跨越   年“西方艺术百科全书”，展示拉斐尔鲁本斯
梵高马奈等近  位欧美艺术巨匠真迹

建馆以来首次国际大展选上海
提森博物馆将携镇馆之宝来华

“南湖集合，分开走，红船上有我们的

同志接应！”跟随讲解员的引导，换上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服饰的嘉宾们登上“红船”，

沉浸式地见证“党的诞生”。昨天在上影旗

下上海影视乐园举行的“重走红色光影路

暨红船开船仪式”活动，宣告新景点“红船”

正式落成。上影围绕“沉浸式影视乐园”推

出的系列创新探索，正在为上海城市文旅

的消费升级注入新活力。

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代表们从上海

前往嘉兴，登上南湖的一艘红船，开启了中

国革命的新纪元。百年之后，上海影视乐园

在湖山区内复制了一艘“红船”，从里到外

还原当年开会时的场景。与传统的旁观式

游览不同，通过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演绎一大

会议由上海转移至嘉兴南湖召开的历史场

景、鲜活体验，带给人们更深刻的感受。上海

影视乐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作为影视乐园

3.0版“初心号”党史教育课堂的重要一站，

“红船”计划于5月中旬正式投入运营。

据悉，此次新增“红船”项目，是上海影

视乐园打造“沉浸式影视乐园”的又一步重

要举措。自2021年以来，上海影视乐园推

出了“初心号”党史教育课堂，将《望道》

《1921》《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众多红色

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转化为“初心号”红色

巴士的沿线站点，学员可乘上“初心号”，通

过打卡红色光影路线，沉浸式体验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历程。启动两年来，“初心号”

收获高口碑，前来参观学习、举行党建活动

的团队络绎不绝。在2023年，“初心号”迎

来了全新升级的3.0版，不仅以电影级水准

布景的影视实景让学员穿越时空，新增了

出人意料的随机互动“抓捕”环节，还能够

让学员从“一大会址”转移到新增的“红船”

场景，更完整、更真实地体验到早年共产党

员为革命事业经历的漫漫征程。

日前，上海影视乐园还开启了第一届

“篷友节”，让游客体验露营与乐园里经典

的影视元素相结合的双重乐趣。此外，上

海影视乐园以“森罗万象 · JIN兴游园”为主

题，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设计了一系列

春季限定沉浸式活动。其中，老爷车巡游

深受喜爱“复古风”的游客们期待。上海影

视乐园内有70余辆道具老爷车，里面有极

高收藏价值的原装车，也有上影的能工巧

匠们根据历史资料精心仿制的车辆。此外，届时还将有高跷艺术团

演绎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自创剧目《红气球和蓝气球》、游客在影

视乐园复古建筑组成的背景下“华服巡游”等活动。

沉
浸
式
文
旅
项
目
连
发
，助
阵
上
海
﹃
迎
春
消
费
季
﹄

上
海
影
视
乐
园
新
景
点
﹃
红
船
﹄
启
航

■本报记者 卫中

古代书画的研究鉴赏，离不开作品本身。然而存世作品数量有

限，且真伪杂糅，即使是较为可信的作品，也存在割配、改添、挂名等

复杂情况。在书画鉴定时，具有可靠性的文献往往记录了古书画鉴

藏、传递、品评等信息，为书画研究提供了第一手依据。其中，稿钞本

因私密、未经刊刻、复本较少，保存至今极为不易。

昨天，《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新书在上海师范大学首发并

举行研讨会。丛刊已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21-

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第一批重点出版项目。业内评价，将稿

钞本集合出版，不但可为书画研究提供更多原始的文献依据，对珍稀

文献的保护与传播也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由著名美术史学者范景中教授、上

海师范大学陆蓓容副研究员担任主编，以最新的古籍普查成果为基

础，通过文献寓目、版本梳理、解题撰写等研究，以原貌影印的方式分

辑陆续出版。

《丛刊》初编一函六册，甄选十种书画稿钞文献入编，选目所涉甚

广，涵盖明清重要私人藏家及内府藏目，包括清朝重臣曹文埴、曹振

镛及翁心存、翁同龢，明清私人藏家、鉴赏家宋荦、法式善、金黼廷、沈

铨、张丑等人的书画目录，反映明清时期书画收藏面貌。精选的稀见

钞稿本，或为首次影印出版，或可补现有通行本的缺失，于书画史、收

藏史、社会史均有极高文献史料价值。尤其是未经刊刻的稿钞本，或

复本较少、流传不广，或孤存天壤，不易得见，成为亟待整理开掘的宝

库。此次原貌影印保留文献原有批校、题跋、印鉴等全部细节信息，

充分展现稿钞本文献的历史文物性和艺术代表性。

《丛刊》收录的书目，有不少是从前未经大规模披露的私家内

容。如《乾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续入字画》为清内府钞本，首页钤“长

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北京图书馆藏”两方印，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

馆，未有大规模流传。《丛刊》书目中对书画藏品的细致著录，为读者

提供了丰富可靠的书画流传材料，是书画收藏的重要工具书。如《书

画目录》（曹文埴家藏目）记载了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王仲玉《陶渊明

像》，传世不止一本的管道昇《紫竹庵图》，以及陆治《天池石壁》等。

《丛刊》初编的编纂出版历时五年，二编即将于今年底出版。“目

录是学问的门径之一。它以分类的方法编列每一领域中的著作。如

有解题，还会绍述各书内容、传承与版本优劣，以考镜源流的功夫，作

辨章学术的事业。一个进入新领域的探索者，本来像在云深而路滑

的山林中跋涉。借助目录，也许就得到了定位系统，拥有了牢固的登

山杖。”范景中说。

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艺术类古籍整理出

版仍相对薄弱，不仅与学术研究现状不相适应，更与国家对艺术美育

的要求有一定差距。沪上出版界与学界积极合作，《丛刊》列入上海

师范大学文科特色研究平台艺术学理论项目。近年来，上海师范大

学美术学院史论教研室在中国书画文献研究以及书画学术史研究方

面形成了一定规模，外国美术史理论文献研究方面也有所积累。未

来，上海书画出版社将携手更多专家学者和馆藏单位，深入加强艺术

古籍文献系统性整理出版规划的力度，为古籍出版事业和艺术专业

学科建设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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