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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上海豫园，九曲桥

畔，游人如织。万里之外的法国巴

黎，在距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城市公

园“巴黎风情园”内，一场“法国豫

园灯会”亦盛大举行。日前，“吉祥

龙”灯组在巴黎首次亮起，庆祝中法

文化旅游年活动正式启幕。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豫园灯会首次“出海”

之旅，“魔都”与“花都”梦幻联

动，同频共振。此次灯会以“山海有

灵”为主题，与“山海友邻”谐音，

寓意中法两国即使相隔山海，始终友

谊长存。

值得关注的是，法国豫园灯会融

合数字科技与东方美学文化，为参观

者展现了一幅幅如梦似幻的上古东方

画卷。灯会对东方生活美学的生动诠

释，通过“文化出海”的全新形式，

在潜移默化中让世界聆听中国故事，

感知东方文化之美。

重现“神话”旖旎景致，
尽展中华文化极致魅力

红色锦鲤腾空跃出水面，演绎

“鱼跃龙门”的奇景；七彩龙马与神兽

白鹿优雅站立，梦幻感十足的飘带随

风起舞；山峦与祥云之间，旋转飞腾

着金色巨鲲……“神话世界”陡然降

临“巴黎风情园”，让这座始建于19

世纪的园林充满了奇幻光影。为庆祝

中法建交60周年，自2023年12月15

日起，来自中国上海豫园灯会的60架

大型灯组、2000余盏华灯落地法兰

西，向海外游客呈现一个璀璨炫目的

中国奇幻世界。

“生肖龙”是法国豫园灯会的主

角之一，带有龙元素的雕塑、绘画、

服饰随处可见，中国新年的喜庆与年

味浓郁地升腾起来。“龙灯光彩夺

目，太壮观了！”当地参观者刚走进

灯会入口，就被巨大的双龙灯组震

撼。园中以龙为主题的大型灯组尤为

抢眼，神龙腾空而起，遨游于天际，

“登者化龙”将美好祝福洒向参观者。

法国豫园灯会不仅展示了大家耳

熟能详的中国元素符号，还深度提炼

了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典籍 《山海

经》。鲲、应龙、文鳐鱼、青丝鱼等

神兽为灯会增添奇幻色彩，神兽“朏

朏”在数字科技的加持下跳起热舞，

将中华神话的灵动底蕴传递给世界。

“我一直对中国的古代神话很感兴

趣，在巴黎看到那么多惟妙惟肖的神

兽彩灯，实在太棒啦！”法国人路易

带着一家四口来到灯会，“看完灯

展，我很想到中国旅游，真正了解广

博的中国文化。”

与东方物灵美妙邂逅，
用创新形式唤醒传统文化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莫问今

夕是何年。在夜晚的巴黎，游人经历

着与中国美好文化物灵的美妙邂逅。

在流光溢彩的灯组中，由新媒体

艺术家林俊廷创作的《鎏莹》吸引了

不少参观者驻足。运用数字技术，创

作者让“九鱼图”与中国灯笼 （竹

龙）共同嬉戏在埃菲尔铁塔上空，营

造既古典轻盈、又悠远超然的美学意

境。“数字金鱼”灵动游弋着，翩翩多

姿、锦鳞闪烁的样态十分讨喜，“金

玉”谐音的吉祥名字更寄寓着人们的

美好祈愿。

投身“前沿艺术”20多年，林

俊廷冀望用创新形式唤醒并守护中国

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科技和艺术

是笔与画的关系，新媒体艺术创作不

是为了炫技。”林俊廷认为，创作者

必须打破对科技的“迷信”，深耕自

身文化内涵，存蓄作品创作的养分，

增加作品创作的深度和厚度。“技法应

服务于想法，是为了更好地呈现艺术作

品的高度、维度和广度。”

林俊廷探寻艺术的脚步横跨东西

南北，最终选择把家和工作室落脚在

上海，海派文化与国际视野让他的作

品更具辨识度。在此次法国豫园灯会

中，他还受邀创作了自己的首件AICG

作品——在豫园意象的背景中，中式塔

楼与埃菲尔铁塔进行着样态转换。“今

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60年为‘一甲子’，是很重要的

年份。”林俊廷介绍说，这件作品既展

现中法融合的友好情谊，亦体现两国的

文化厚度。“我们用创新科技与艺术设

计的手法，诠释不同文化的丰富内涵，

让观者自然而然产生美好联想。”

科技催生文化新表达，新
技术与花灯交相辉映

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在豫园赏

灯，感受年味，其实就是感受这座城市

的丰富历史积淀、底蕴深厚的文脉。如

今，法国豫园灯会点亮巴黎之夜，以绚

丽光影奏响新春序曲，成为传播中华文

化、传承东方美学的重要载体。灯会通

过裸眼3D数字巨屏、AR技术、H5导

览等技术手段与装置设计，为参观者展

现了超越时空的东方图卷。

多家数字内容合作伙伴积极携手法

国豫园灯会，共同创作一系列数字演绎

作品，让“传统文化+虚拟科技+数字

艺术”同台演绎。“裸眼3D特效”数字

巨屏化身为《奇幻之书》，让观展者透

过现代化、数字化的中国风貌，沉浸式

体验华夏神话的奇幻世界。游客扫描现

场的二维码，就能看到游弋的神兽，并

可与它们合影。

除了AR灯组演绎之外，参观者还

可以通过H5导览，跟随着在线地图，

跃入另一个奇幻的“山海世界”。龙

马、白鹿、青鸾等奇异“神兽”跨越书

卷，生动展现在人们眼前。H5导览程序

提供了图文版的灯组介绍，并搭配中英

法三种语言，让参观者轻松纵览“东方

上古神话世界”的光怪陆离，体验华夏

神话的极致魅力。

文化与科技的共荣共生，无疑将催生

数字文化新表达。法国豫园灯会向世界

呈现了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同时让海外民

众更直观地感受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

融合数字科技与东方美学，助力传统文化出海

山海有灵，豫园灯会点亮两座时尚之都
■本报记者 宣晶

疾驰一夜、天光放亮，众人才发觉，

六匹马上只剩了五人。弃暗投明的路

上，那个冒牌王毛、真名狗剩的年轻人又

跑了。对他而言，理想信念暂时抵不过

攒钱、盖房、娶杏儿的人生目标。

没有大规模宣传，也没有大场面叙

事，拿着网络剧发行许可证的《狗剩快

跑》在央视八套和视频平台播出了。假

如说，它的初始看点不外乎主演里包含

一批喜剧网综里为观众熟识的面孔，那

么助力这部抗战剧出圈、决定其口碑的

关键恰也在“喜剧”二字。

中国人民14年抗战艰苦卓绝。长

久以来，相关题材是国产剧创作的重要

一支，也是经受观众挑剔最多的一类。

清历史本源、正文艺视听，同时还能以

精工的制作、广泛的共情引导人们勿忘

历史——对于沉重严肃的大题材，观众

的若干品评标准里，“幽默”从来不是必

选项。正因此，当剧中又一次旭日东

升，小人物狗剩第一个在新四军某连的

操场上站得笔直，弹幕里飘过“革命的

种子开始发芽”，那一刻，观众可以确

认：民族大义正一点一滴渗透进诙谐的

表层，这部抗战剧审慎地守住了“喜剧”

边界。

平民悲喜剧的手法刻画
小人物成长

《狗剩快跑》改编自小成本抗战电影

《我不是王毛》。剧版由原片的编剧李海

江执笔、王新军执导，讲述抗战时期豫东

农村的青年狗剩三次参军两当逃兵，但

最终在真正的革命队伍中觉醒、找到人

生志向的故事。与传统抗战剧不同，新

作里很少有炮火连天的场面，也不见典

型的英雄叙事，而是从内容到风格悉数

“贴地”而行。主创尝试用平民悲喜剧的

手法刻画小人物成长，以平常又朴素的

人生追求去解答民族危难之际普通人的

家国大义何以点燃。

故事的主角有多不起眼，名字“狗

剩”已透出底牌。他是王家捡来的孩子，

人生理想就是赚大洋、盖房子、娶王家的

闺女杏儿。那天，当王家傻儿子王毛被

写到了国民军的征兵名单上，狗剩为报

养母恩情、也为赚那入伍的几块大洋，自

告奋勇冒名王毛当了兵。有点小聪明的

狗剩发现了当兵挣钱这桩“生意”的漏

洞，于是，他稀里糊涂又接二连三开启了

“当兵体验卡”。

从军的狗剩依然是那个望着月亮

思念姑娘的青年。《狗剩快跑》不急于塑

造改变，而是慢慢铺陈他在军营的见

闻。一进军营，狗剩为保命仓皇逃离战

场。跑回家后阴差阳错领到的身故抚

恤金虽然荒唐，但亲眼见战友倒在面

前，亲身体会顷刻间身边血流成河，让

他对战争、对侵略第一次有了直感。二

进军营，队伍一夜之间改制成“和平建

国军”，狗剩虽没勇气对天降汉奸身份

说“不”，可在战场上听到新四军喊话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时，悄然把枪口压

低一寸。一心一意攒钱娶妻的狗剩没

有因为当了兵就精神升华、格局打开，

是他亲身经历的生死和他遇见的人、听

过的话，在不经意间唤醒青年内心深处

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

第三次却也是头一回，狗剩以自己

的本名入了伍，没领到他预想的大洋。

但正是在“自愿报名、保家卫国”的新四

军，他知道了何为纪律、何为军人、何为

家国。观众便也从朴实无华的“攒钱娶

妻”人之常情开始，以己度人地一步步认

同狗剩的觉醒。

由窄向的视野层层探入
历史肌理

跟随狗剩的步履，主创从乡村到军

营、从国民党军队到共产党的新四军，将

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用或诙谐或热血或悲

壮的笔触一一勾勒。

狗剩有个待他视如己出的干娘，也

有个不怎么待见他的干爹，小心翼翼活

着的机灵劲与老实耿直和谐地交织在

他身上。同样是捡来的孤儿，宋玉桃在

德高望重、铁骨铮铮的“辫子爷”呵护下

长大，姑娘满腔热血爱国情但行事鲁莽

且任性。“情敌”杨三为人自私霸道，可

危难之际，他留存了人心深处本真的正

义感……这是狗剩和他的乡亲们，一个

个面目清晰，有可亲可爱也有可笑可恨

之处。

但与清晰的人的塑造相比，《狗剩快

跑》的宏大背景却显得模糊不少。故事

里的狗剩和他的乡亲们，更无法从宏观

的历史和地理中觉知，自己正遭遇的日

军侵华，是一段何等沉重的民族记忆。

就像狗剩二次参军，当中共地下党、潜伏

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唐玉龙郑重其事想跟

年轻人讲讲什么是“九一八事变”“卢沟

桥事变”“南京大屠杀”时，狗剩若无其事

地回，“行，给你个机会”。也像日军在

“伪军”协助下堂而皇之进村后，小翠、王

毛等人半梦半醒、半推半就间和侵略者

合了影……直到至亲莫名倒在血泊中，

直到先觉醒的“辫子爷”慷慨赴死，底层

的苦难大众方才明白国破之痛。

捡来的孤儿狗剩也好，世代安居一

隅的老王集村民也罢，在那个民生凋敝

的岁月，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剧集前半部分的荒诞、夸张、

黑色幽默，既是由方言与喜剧缔造的节

奏感、对生活细节鞭辟入里的观察制造，

也由一众喜剧演员松弛自如的表演实

现，但对视野之狭隘、民智之未开的陈

述，创作者是审慎、克制的。

过往难计其数的抗战影视作品里，

电影《三毛从军记》《举起手来！》、电视剧

《地下交通站》《民兵葛二蛋》等算是抗战

大主题下的风格少数派。小人物叠加喜

剧元素的抗战故事之所以不多，是由于

喜剧类型和沉重题材的天然相悖，是极

大难题。喜头悲尾固然是种解决方案，

但真正避免沉痛的故事娱乐化、严肃的

历史被消解，还取决于创作者能否穿透

荒诞的表层，拍出对家与国、战争与和平

充满悲悯的洞察。

从这一层面讲，《狗剩快跑》的底线

就在于对这群命运如浮萍如草芥的底层

人物描摹上。创作者从他们窄向的视野

开始，一层层探入历史的肌理，让今天的

年轻人看到，那漫长的14年抗战中，我

们的同胞曾是怎样从一盘散沙到全体中

华儿女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用鲜血和生

命谱写了抵御外侮的篇章。

央视首播网络剧备案剧集，这部抗战剧将民族大义一点一滴渗透进诙谐表层

《狗剩快跑》：审慎地守住“喜剧”边界
■本报记者 王彦

龙虾形“电话”，玻璃面“鸟箱”，

趴在地面的雕塑，长出尾巴的沙发……

穿行于昨天正式亮相浦东美术馆的开年

大展“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

超现实主义杰作”，会与形形色色脑洞

大开的艺术作品相遇。人们或许并不能

确切分辨作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但很

难不被作品中澎湃的想象力所感染。这

股创作浪潮，竟然始自百年前诞生的超

现实主义。

今年恰逢安德烈 · 布勒东的《超现

实主义宣言》发表100周年，苏格兰国

立美术馆将百余件馆藏带到上海，促

成这一中国迄今最全面的超现实主义

展览。这些作品囊括超现实主义的多

位奠基人和先锋大师，如萨尔瓦多 ·

达利、雷尼 · 马格利特、马克斯 · 恩斯

特、胡安 · 米罗、利奥诺拉 · 卡林顿、

多萝西娅 · 坦宁等。所有展品皆为初次

在国内展出，以绘画、雕塑、拓印、拼

贴、摄影、手稿和书籍等多种媒介形式

交织呈观，展现布勒东所言的“震慑人

心之美”。

超现实主义指的其实并不是一种风

格。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现当代艺术馆长

西蒙 · 格罗姆坦言，“超越现实”可谓

超现实主义的字面意思，其灵感来自梦

境、非理性、无意识和想象的世界。

“它让我们能够做梦，想象出尚不存在

的世界，因而对人类具有深刻的意义。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在20世纪的先锋

艺术中，超现实主义对整个社会和文化

的影响最大，涵盖了电影、时尚、文学

和广告等各个领域。”

展览让人们看到，基于各自不同

的经验与偏好，超现实主义大师们的

艺术表现各有千秋。胡安 · 米罗的画

俨然视觉版本的自动化写作，往往是

他在出神状态下的即兴涂鸦，此次展

览集中了四幅。创作于1925年的《加

泰罗尼亚农民的头像》，是米罗代表作

之一，以简约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加

泰罗尼亚农民血统的自豪。同他另一

幅画作 《母性》 一样，米罗将人物的

形象化为传统的红色加泰罗尼亚帽

子、两只眼睛和一把胡子，通过十字

相交的线条构成，展现精神深度与图

像简约之间的独特平衡。作品名称只

是米罗给看画者的建议，他的画同样

鼓励不一样的想象。

雷尼 · 马格利特以其独特的写实

手法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例

如，《险恶的天气》是以夸张手法画下

看到的三朵云，《魔镜》用一面普通的

手持镜照见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神秘联

系。马格利特对通过如米罗般“自

动”的手法进入梦境兴趣不大，他更

喜欢探索不和谐乃至令人不安的梦境

世界，常常以如基里科般一板一眼的

现实主义风格进行绘画，让看似平淡

的绘画方式与所绘的非凡之物之间形

成巨大的反差。

红色展台上的一只白色龙虾形老式

电话，可谓展览中最为吸睛的一件作

品。这是萨尔瓦多 · 达利的 《龙虾电

话》，超现实主义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通过改变日常物品，赋予其新的象征意

义，恰为典型的“辅助现成品”。1938

年初，达利曾用一只真的龙虾制作龙虾

电话。同年7月，他又用石膏为一位英

国赞助人的住宅制作了真能使用的龙虾

电话，石膏龙虾与电话听筒完全贴合，

这件作品便是其中一件。

通过这次合作，苏格兰国立美术馆

与浦东美术馆致力于将超现实主义的精

髓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促使艺术与文

化在跨国交流合作中迸发出新的火花。

展览不仅仅是对超现实主义的完整梳

理，更通过超现实主义大师们天马行空

的奇思妙想，期待点燃当下观众的想象

力，探讨100岁的超现实主义如何在今

天获得更多共鸣。

苏格兰国立美术馆联手浦东美术馆——

国内迎来迄今最全面的
超现实主义展览“百年狂想”

■本报记者 范昕

“太幸运了，没想到会成为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

一位观众，特展图录更是意外之喜。”从上海博物馆

馆长褚晓波手中接过“星耀中国：三星堆 · 金沙古蜀

文明展”签名图录，诸晓蕾开心不已。提前一周抢到

首日预约门票的她，昨天上午提前一个半小时就来到

东馆门外。

中午12时，北门入口处蜿蜒的队伍开始动起来，

随着首批观众有条不紊地安检入场，上博东馆迈出“开

放三部曲”第一步。中国古代青铜馆率先试开放，从夏

晚期到清中期3600年间的500余件展品齐聚一堂，呈现

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陈列。“星耀中

国：三星堆 · 金沙古蜀文明展”同步揭幕，集结363件

文物，向公众全面揭示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特点和

来龙去脉。据统计，昨天12时至17时，上博东馆共接

待观众5000名，各项设施运行平稳。

首个特展呈现祖先惊人的想象力、创造力

“本来计划今年或明年去四川看三星堆，现在来到

‘家门口’了。做上海人，蛮有福气的。”“星耀中国：

三星堆 · 金沙古蜀文明展”一楼展厅入口处，穿着汉服

来看展的宋悦和冯靓“有备而来”。为了和展品的年代

靠近，宋悦特意租了一套战国袍，还特意梳了复原款的

发饰并化了配套的妆。两人进展厅，直奔出土自三星堆

遗址三号坑的金面具。第一次见到过去只在纪录片中看

到的实物，还可以近距离观看轻薄面具上的精细纹路；

而一旁中心展柜陈列的硕大青铜大面具，竟然与金面具

出土自同一个地方。“三四千年前，生产工具还不是那

么发达，我们的祖先就能做出这么细腻和雄伟的东西，

想象力、创造力太令人震撼了。”冯靓说。

“妈妈，这是什么？”指着展柜中的一排玉牙璋，7

岁的淘淘好奇地问道。一旁的孙琳洁连忙打开智能语音

导览设备，让儿子戴上耳机听讲解。当天早上，母子俩

从无锡特意坐高铁赶过来。儿子喜欢听历史故事、看

历史类的书，孙琳洁为此关注了多家博物馆的公众

号。看到“星耀中国：三星堆 · 金沙古蜀文明展”的

推送，她调好闹钟，卡着点预约到了首日门票。“看完

这个展览我们还要去看中国古代青铜馆，准备一直待

到闭馆再回去。”

常展常新的基本陈列藏着不少巧思

到了上博东馆，带着三个儿子来观展的刘女士首站

来到中国古代青铜馆，租好了AR眼镜智能导览设备。

三个儿子凑在一起来博物馆参观不容易，她给他们各自

安排了“任务”：大儿子根据宣传册寻找提供AR讲解

的文物，二儿子戴眼镜看讲解，复述给哥哥听，说话

间，小儿子指着“觯”字让妈妈解释用途。“小朋友对

认字很感兴趣。青铜器相关的生僻字很多，这一次馆方

细心地标注出了拼音，再也不用担心在博物馆念不出文

物名字。”

“虽然是常设展，但是常展常新。”资深文博爱好者

郭女士注意到，与之前相比，中国古代青铜馆最新的陈

列改建藏着不少巧思。比如春秋时期的子仲姜盘是上博

的明星藏品，盘内装饰有浮雕、立雕的鱼、龟、蛙、水鸟等水生生物，且每个圆

雕动物都能旋转，颇为玄妙。在东馆，它与西周晚期齐侯匜陈列在同一展柜内。

两者虽然时代不同，功能却是配套的：齐侯匜盛水供人洗手，子仲姜盘则用以承

接流下来的水，受到水流冲击时，盘内水禽游鱼便会旋转。“了解了用途，想象

当年古人使用它的场景，画面感会很强。”令不少细心观众惊喜的还有展柜全部

采用低反玻璃，拍照基本不会反光，文物的细节看得清清楚楚。

同行的陆先生则对展览板块内容调整很感兴趣。“最大变化是更新期青铜

器，以前是按照器物类型陈列，现在按区域重新整合，分中原文化、吴越文化、

草原文化等，可以看到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对照着对面的‘星耀中国：三

星堆 · 金沙古蜀文明展’一起看，能够很直观感受到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元，文化

自豪感油然而生。”

“为了赶在龙年春节前为观众提供优质文化服务，我们所有的员工和参建单位

连续加班加点抓进度，终于在北方的农历小年如期开放上博东馆。”褚晓波透露，

回应观众的参观需求，也营造良好的新春氛围，上博东馆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五期

间延时开放到21点（20点停止入场，周二闭馆），上博人民广场馆则准备了龙年

迎春展等特色活动，让大家在博物馆过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氛围的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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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助力《狗剩快跑》出圈、决定其口碑的关键在“喜剧”二字。图为该剧剧照。

法国豫园灯会融合数字科技与东方美学文化，为参观者展现了一幅幅如梦似幻的上古东方画卷。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