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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日，百老汇沉浸式音乐剧《娜塔莎、皮

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以下简称《大彗星》）

将在前滩31演艺中心首演，随后开启亚洲巡

演，以全英文形式连续演出51场。这次的演出

版本由中国制作团队和百老汇版主创联合打

造，开辟了本土音乐剧制作的新模式。百老汇

版本的《大彗星》以感染力十足的歌曲和创新的

沉浸式舞台效果而著称，即将亮相的上海版以

百老汇的创意为核心，对演出规模和表演形态

作了本土化的升级，包括舞美、灯光、音响和服

装在内的各制作环节都有提升，以科技和审美

的融合为亮点。

把    年的莫斯科隆冬搬到
今天的上海

过去的一周里，2500座的前滩31演艺中心

大剧场变成一个大工地，剧场前七排的400多

个位置被拆除，改造成四个圆形观众池座和一

大一小两个圆形表演区域，空间格局类似19世

纪初的俄罗斯宫廷舞会现场。观众池座和表演

区域组成的星环图形构成了独特的沉浸式表演

空间，观众坐在池座中，圆形池座相邻的区域里

分散着乐队，演员们活动区域并不限于两个圆

形舞台，而是要在环绕池座的“轨道”上满场飞

奔，还会进入池座区域邀请观众参与剧情中的

舞会互动。

《大彗星》首演于纽约外外百老汇的小微剧

场，这个作品的创意来自编剧戴夫 ·马洛伊在俄

罗斯采风时频繁光临的小酒馆，从最初的小剧

场版到之后别出心裁的帐篷剧场，以及2016年

的百老汇版本，它的演出空间都是酒馆式布

置。上海版的改变和升级在于，韩国舞美设计

师吴弼泳联系剧情中“1812年的彗星”，从彗星

运行的轨迹中得到灵感，把整个舞台空间从上

而下地设计成圆环围绕的“星系”。

到昨天，前滩31演艺中心的这个“彗星宇

宙”已现峥嵘，重达12吨的5个圆形装饰悬起在

舞台上方，与观众池座和圆形舞台互为呼应，灯

光亮起，整个剧场宛如群星运行的星系。随着

五盏重达1吨的水晶吊灯被升起、点亮，在重重

织金的红色帷幔环绕中，托尔斯泰所描绘的

1812年的莫斯科社交现场被搬到了今天的上

海。在这个被红丝绒包裹的内景世界之外，制作

团队通过灯光制造了景深，渲染出冰封大地的外

景，呼应着剧中唱词“外部世界正经历战争和寒

意”，与靡靡奢华的社交场所形成强烈对比。

在上海版的全新舞台空间里，最直观的感

受是这次的《大彗星》比百老汇版更“大”了。百

老汇版仍然以小酒馆的布置强调亲密的观演体

验，上海版更侧重于渲染俄罗斯文化所特有的

宏阔感。这也使得《大彗星》在制作层面成为本

土音乐剧中所罕见的“重工业”产品。以道具为

例，全剧共计用到2000余件道具，运送装台的

货车达到30辆。为了强化与音乐呼应的戏剧

效果，整台演出对灯光设计的要求极高，灯光设

计师直言：“这次的工作量比百老汇大太多了。”

以女主角娜塔莎的重要唱段《别无他人》为例：首

先用整体昏暗的灯光烘托浪漫的氛围，随着演员

在不同的舞台区域出现，需用灯光引导观众聚焦

于演员，同时利用高光烘托音乐和演唱的情绪。

音响同理。由于观众池座紧挨着乐队和表演区

域，要兼顾观众的沉浸式倾听需求和演员在表演

中的返听，是技术上的大难题。据音响设计透露：

“我们利用声音跟踪系统，让池座中的观众产生被歌

声包围的沉浸感。同时对常规席位上的观众，音响

设计侧重于拉近他们和表演者的距离。最终，剧

场里的每个观众都能获得很好的观看体验。”

上海版《大彗星》的创制过程中，中方团队不

再是以往的“剧目搬运工”，而是借鉴百老汇的创

作流程，组建一支敢于创新的国际团队，在排演中

提升作品的规模和体验感，意在给本土观众创造

新的观看体验——大量使用舞台高科技，期待观

众能跟作品表达的情感更贴近。

在音乐层面进行极致探索

元旦假期中，《大彗星》在九棵树未来艺术中

心预演四场，当时很多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当下的

音乐剧舞台上很少见的作品，其一是因为整个演

出的规模和舞台技术呈现都刷新了中国音乐剧制

作的上限，其二就是这部作品的音乐风格是很具

有前沿性的，担任《大彗星》音乐总监的赵继昀直

言：这部作品掀起了音乐剧领域的新浪潮。

赵继昀在2019年时听过《大彗星》的部分曲

目，当时他的感觉还只是“很主流的音乐，可听性

强。”但是去年，当他参与到《大彗星》的制作中，着

手于完整地研究全剧音乐时，他说：“我至今记得，

我在高速路上开着车，完整地听完这张专辑，感受

到极大的冲击力，不同曲目之间的音乐风格差异

明显，跳脱到不像是在同一部剧里。”这是一部从

头唱到尾的“唱剧”，歌曲之间没有对白过场，人物

的情感表达全靠音乐语言完成，编剧兼词曲作者

戴夫的才能，体现在他突破了常规音乐剧中的音

乐走向，他的谱曲总是制造出让人捉摸不透的惊

喜。戴夫借鉴了俄罗斯民歌的风格，加入电子音

乐、嘻哈、摇滚等，抓住小说中的人物情感节拍，创

作出融合了各种音乐流派又能服务于故事的“大

杂烩”，本剧的音乐监督奥尔 ·马蒂亚斯形容“这是

真正的音乐自助餐”。

《大彗星》的这种音乐风格，和它开放的、渐进

式的创作过程相关，这是一部处于持续生长中的

作品。剧中最经典的唱段、娜塔莎的主题曲《别无

他人》，在最初的小剧场版中并不存在，是到了外百

老汇版排练过程中才创作的。在《别无他人》之后，

戴夫继续写作了另一首至关重要的《尘土与灰烬》，

在舞台上，皮埃尔要自弹自唱，这个迷茫的男主角

起初只是在钢琴上弹出两个简单的和弦，之后他

在逐渐流出的音符中明确了生命的方向。在上海

版的排练过程中，赵继昀和演员们特别喜欢的是

全剧最后一首歌《1812年的大彗星》，因为它“质

朴，有重量感，是全剧的升华”。赵继昀认为，《大彗

星》在音乐层面的探索是极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它

是能给中国音乐剧打开创作思路的作品，对中国的

创作人而言，就像是接到了音乐剧突破的接力棒。

《大彗星》本周日将在前滩  演艺中心首演，“彗星宇宙”已现峥嵘

这是给中国音乐剧创作打开思路的作品

镂金错彩，璀璨古今。昨天，米哈游旗下游戏《原神》发布了系列非遗纪录片

《流光拾遗之旅》的最新一期——金银细工。片中，非遗传承人沈国兴巧用黄金原

料复刻游戏场景“群玉阁”，向观众展示了这项上海非遗的魅力。

《流光拾遗之旅》是《原神》于2023年初推出的长期非遗项目，邀请全国各地的

非遗传承人用手艺还原游戏元素并记录过程，介绍各式各样精美的非遗作品。该

系列纪录片制作了15种语言字幕版本，在全球社交平台上发布；迄今已播出7期，

海内外播放量约3000万次。“一句‘无他，惟手熟尔’，背后是无数手艺人前赴后继

的坚守。”有网友表示，自己在《原神》中认识了非遗，也被传承人的精神深深感动。

万次敲打与錾刻呈现东方工艺精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细工制作技艺最早可追溯至商周时代，至今已有

数千年历史。浇铸、焊接、打磨、錾刻……朴实无华的动作重复多次，却能让黄金

变成独具东方意蕴的艺术品。“手工器物中，有温度，有灵魂。”沈国兴说。

经历高温试炼后，耀眼的黄金原料变成了初具雏形的亭台楼阁。而金属表面

的肌理效果只能靠手工细细琢磨，作品最终完成仍需上万次的敲打与錾刻。金属

錾子敲击的声音在工作室中反复不歇，线条的轻重起落逐渐生动清晰，黄金“群玉

阁”就这样在沈国兴的手中成型。“通过哑金与亮面的切换，更能体现中国古代建

筑的特点。”据他介绍，黄金“群玉阁”的细节处理颇有讲究，线条在立体与平滑之

间转折，其特有的光影效果被运用到极致。

沈国兴师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现任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馆长张心一，精雕

细刻30余年。如今，包括他在内的匠人并未囿于传统，而是随时代积极发展更新

技艺，3D建模技术就被引入其中，作为提效与创新的工具。创新，正是非遗文化

与《原神》合作的契机之一。

飞阁流丹，瑰丽夺目，万家灯火，盛世久昌。《原神》中的标志性建筑“群玉阁”

位于以古代中国为原型的璃月地区。游戏角色凝光耗费昂贵珍稀材料，精心打造

出悬浮于空中的华美宫殿，却在璃月遇到危机时义无反顾地将其砸毁，只为守护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总有些珍贵之物熠熠夺目，正如精巧的金器、悬空的

琼宇，以及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气魄。”短片中如此描述。非遗技艺的魅力在于匠心

与传承，倾注情感的作品犹如艺术品，历经时光洗练仍焕发光彩。

“有趣的传统技艺，真的太酷了！”

记者了解到，《流光拾遗之旅》由上海市文旅局非遗处指导，目前发布的7期分

别介绍了木版年画、内画、龙泉青瓷、顾绣、麦秆画、蛋雕及金银细工，在国内外玩

家群体中收获了良好的口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展示龙泉青瓷的篇目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推荐转发，被网友称为“梦幻联动”。有海外网友在《流光拾遗之旅》评

论区留言：“与世界其他地方分享那么多有趣的传统技艺，真的太酷了！”

“金银细工”短视频发布当天，《流光拾遗之旅》特别回顾篇在《原神》社交媒体

平台上线。在回顾网页中，木版年画的工具、内画特制的勾笔、青瓷的土坯等非遗

技艺元素被一一提取展现。这不仅是一场玩家的“非遗之旅”，也体现出米哈游对

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表达。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所呈现的非遗作品参加了第六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中国馆第三篇“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

机遇”中亮相，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近期，《原神》在非遗的传承传播上做过许多尝试。2023年，米哈游联合上海

市文化和旅游局、东方网发起非遗新体验国潮文创大赛，与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推出《流光拾遗之旅》交通卡。玩家创作群体热情参与，在社交平台

上分享自己的作品，让非遗走入年轻人的生活中。

新春之时，打开《原神》过“海灯节”，已经成了全球玩家心照不宣的美好约

定。“用非遗技艺还原游戏元素是一件颇有挑战的事情，很高兴玩家能喜欢。”米哈

游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我们将着眼全球性与年轻化视野，寻找更多灵感，发挥

游戏作为文化载体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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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又有一档文化节目出

圈了，几乎一有动态就被送上热搜。

昨天，《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节目上线

了一首MV。画面中，明月清风，江河入我怀；

歌词里唱“文眼穿越千年，皆付真心与河山”，

音画同构、见证苏轼名篇诞生瞬间。相关话题

里，年轻网友用他们带着浪漫修辞的赞美向

历史深处致敬，“这样的场景宛如梦里相见”。

此前，从《韩愈篇》《柳宗元篇》《欧阳修篇》到

《苏轼苏辙篇》（上），节目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了七期，网友们不厌其烦催了一周又一周，

如今央视频在B站的官方账号下，最多的评

论词是“苦等”。而在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

推出的2023“中国视频节目年度掌声 ·嘘声”

发布暨论坛中，《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更一

举收获“年度掌声”，是大众心目中能增长知

识、陶冶情操、治愈心灵的“电子营养液”。

这档节目缘何能吸引年轻人穿越古今，

追更唐宋“最强文化天团”？

以精神立根基，召唤今天
“我”之认同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顾名思义，主角

便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

王安石和曾巩。节目以八位文学宗师的人生

故事为线索，穿越千年，寻访他们的文章与事

功，既领略文人风骨、探究历史真相，更梳理

我们刻在文脉基因里的中国精神。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韩愈研究会副会长谷曙光看来，节目

从选题起就立住了精神的根基，给后世以滋

养，召唤今天每一个“我”之认同。他表示，作

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文化矩阵，“八位巨匠

既是千古文章之宗师，又是士人安身立命之楷

模，更是精忠报国之良臣。他们厚德载物、文以

载道，树立了垂范后世的文采、风骨与思想”。

以首期《韩愈篇》为例，他是公认的八大

家之首、“百代文宗”，不仅由于其在中国文化

史上的地位和成就，更在于他以天下为念的

情怀。他“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的精神力量，有着极为深刻的启迪意义，泽被

千年。节目组选取了韩愈人生中若干最值得展

现的横截面，譬如他在京城的苦斗、与十二郎

的叔侄深情、协助裴度平淮西、宣抚镇州等，加

以浓墨重彩地勾勒，塑造出“大唐孤勇者”韩

愈的鲜活形象，扣人心弦之余，展现他“君子

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

明其道”的剀切名言，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而在《苏轼苏辙篇》，节目将兄弟二人处

在不同人生节点的如一信念娓娓道来。经由

演员们具有临场感的表演，“夜雨对床”、中秋

重逢等历史名场面得以还原，文坛“双子星”

“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

同天下之忧”的忧国丹心被刻画得入情入心。

回到历史“现场”，见证千古
名篇诞生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文化的代表者和集

大成者，他们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

新，被视为中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

物。韩愈的《马说》《师说》，柳宗元的《江雪》、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等，都

是几代人语文书本里的背诵内容。

但对不少观众而言，宗师们经历了怎样

的人生境遇，在什么心境下完成创作，往往不

甚了解，所谓“当时不懂句中意，读懂已是句

中人”。《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的节目形式

独特新颖，自出机杼。每期由主持人撒贝宁

与另外两位文史专家组成探访团，集结于虚

拟空间，然后穿越千年，沉浸式探索，回到鲜

活的历史“现场”，见证千古名篇的诞生。

第七期《苏轼苏辙篇》（上）开篇，以《潇湘

竹石图》《黄州寒食帖》两件文物为索引，探访

团继而在XR（扩展现实）空间里“遇见”苏轼

26岁初次为官、46岁被贬黄州、62岁被贬儋

州的三个重要人生节点。在1061年的怀远

驿，探访团见证兄弟二人名动朝野的高光时

刻，目睹兄弟分离时“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离

愁与慰勉；在1066年，探访团望着兄弟二人

坐船扶柩归宁的悲恸背影；又去1075年的密

州，融入一场军中“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

射天狼”的篝火夜歌行……如节目主创的阐

述，是在对人们耳熟能详的知识点进行“再唤

醒、再挖掘、再认知、再补充”，以引导观众结

合人生经历去体悟、共情。

重返历史“现场”，宗师们不再是史书上

的单列名字，而是有温度的人。节目中，宗师

的“亲友团”“关系网”被呈现得异常丰满。《韩

愈篇》的挚友孟郊、赵德，《柳宗元篇》的母亲

卢氏、挚友刘禹锡，《欧阳修篇》的忘年之交范

仲淹等，探访团从“关系网”着手，逐步完成宗

师的人生经历和人物画像，最终得见宗师本

人，接近宗师精神的核心，观众也得以看到一

个全面、立体的宗师形象。

构建历史“现场”，宗师和他们的朋友圈

以外，节目细致观照的更有彼时的社会风貌、

人们的衣食住行。《韩愈篇》里，节目对唐代科

举、官制、休闲、美食、住房等，都有涉猎，趣味

盎然。《苏轼苏辙篇》里，北宋的“急脚递”、当

时徐州作为自古军事必争之地的彪悍民风

等，在故事中输出新知。

正因细节感见品质，节目实现长效传

播。《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在央视综合频

道、央视频App持续热播的同时，不少观众也

在通过看重播、点播回看等方式，重温已播的

篇章。“第一遍看情节，第二遍看细节。”正如

一位微博网友评论：“品一杯香茗，执一笔，阅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移步千年，观古人

风采，兴起时，记录名句，心情舒畅，精神愉

悦！与古人来一次神交，惬意美哉！”

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在年轻人中火了

古今“穿越”里，追更文化天团

《宗师列传 ·唐宋八大家》以八位文学宗师的人生故事为线索，穿越千年，寻访他们的文章与事功。图为《苏轼苏辙篇》海报。

《娜塔莎、皮埃尔和

1812年的大彗星》九棵树

未来艺术中心预演现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张继

《流光拾遗之旅》最新一期中，非遗传承人沈国兴巧用黄金原料复刻游戏场景“群玉阁”。图为该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