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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 旸

■本报记者 柳 青

春节期间，一则短视频刷屏——广东揭阳

街头，7岁女孩在店铺门口练舞狮，正巧载有舞

狮队的卡车路过，队员们即兴敲锣擂鼓、呐喊助

兴……整个街区仿佛成了他们互动的舞台，惊

喜同框的温情一幕打动了很多网友。无独有

偶，上海多个古镇、商圈、社区新春上演各具特

色的舞龙舞狮，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精气神；昨天

开学首日，沪上中小学生纷纷跳起龙年手势舞，

尝试龙年剪纸拓印等，在喜庆热烈氛围中感受

年俗韵味。

岭南狮舞vs江南龙舞，孩子们一伸手，谁的

DNA动了？助力非遗民俗走进大众视野，靠什

么为其传承“画龙点睛”？春节之后，民俗文化

能否延续这份热度融入当代日常？

“从女童舞狮视频走红到英歌舞亮相伦敦

街头，中国节日民俗影响力日益出圈。努力发

掘传统文化精华，借力互联网社交平台圈粉，让

非遗活在当下、火在当下，才能有力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民俗研究室主

任毕旭玲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恰逢农历甲辰龙

年，龙与狮的形象既包含着人类的理想追求，又

超脱于平凡现实生活，能引起不同文化背景民

众的共鸣，是立体丰富的民族文化载体。身处

互联网时代，挖掘“大流量”催生正能量，不失为

非遗传承发展的有效路径。

暖心同框火了，打开“出圈”“破
壁”新路径

“瞬间泪目！小女孩低头三甩，表达对前辈

的敬意与感激，如此同框太暖心，文化传承在代

际间自然流动。”“文化自信不是虚的，就在高高

跃起的龙身上……”视频留言区里的高赞评论，

传递着网友们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

龙，以华夏大地为之象征，代表着祥瑞、神

圣及威力；雄狮，则喻示着勇敢、力量与豪迈。

这些生灵的形象和特质在华夏文明中占据举足

轻重的地位。“塑造龙和狮形象的过程中，中国

古人灌注了种种观念，包括审美观、世界观、人

生观等，也创造了诸多神话传说，其中蕴含了属

于人类共通的理想。”毕旭玲谈到，点睛后的瑞

兽被赋予生命能量，寄寓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向往。昂首摆尾、上下翻腾、缠绕跌扑等舞狮技

巧，刚柔相济，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感染力。

不可否认，传统非遗技艺大多靠家族式传

承、手传心授，越来越多传承人意识到，要破解

后继乏人、断层失传等瓶颈，让优秀文化遗产历

久弥新，掌握“流量密码”相当重要。近年来，类

似“出圈”“破壁”探索并不少见。当非遗搬上

“云端”，竹编、根雕、漆艺等手艺人在直播间秀

绝活；山村做伞人“触网”，与网友分享一把油纸

伞诞生的幕后故事；一批纪录片、短视频，用镜

头讲述传承千百年的技艺和匠心……由此，传

统技艺从鲜为人知到“圈粉”无数，在当下焕发

新活力，觅得新知音。

业内人士认为，与其说是非遗“出圈”，不如

理解成一种“回归”——借助互联网力量，让传

统民俗重回大众生活，焕发时代价值。如果说

此前一段时间“回归”多是原汁原味的展示呈

现，如今更多“混搭”创新在萌芽。比如，小程序

定制个性化图案，千年蜀绣变身潮服，二次元游

戏中嵌入非遗元素  内容“上新”的背后，更

是营销理念与互联网思维的更新，让古老非遗

以轻盈灵动的姿态走近Z世代。

根植地域特色，诠释龙狮新气
度新力量

作为百姓历来喜闻乐见的民俗文化形式，

龙舞狮舞早年具有求雨、禳灾、酬神、祈平安等

意义。“龙舞盛世、狮舞和谐”，这是属于中华民

族的气度。无论是岭南文化里的狮舞赛龙舟，

还是海派文化中的江南龙舞，如何根植不同地

域特色与深厚底蕴，加以挖掘放大，是民俗文化

焕新面临的命题。

中国龙舞和狮舞有明显地域特色，比如狮

舞分北狮和南狮。龙舞地域性就更明显了。与

狮舞相比，江南龙舞更发达，《史记》《汉书》

等古老文献都描述了江南先民断发文身的龙崇

拜，其祭祀仪式就是传承到当代的江南龙舞的

雏形。

上海龙舞作为江南龙舞重要组成部分，反

映了海派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也表现出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其中，闵行区传统舞蹈鲤

鱼跳龙门，是苏北帮和安徽帮的民间文艺交融

的结果；松江叶榭舞草龙拜谢韩湘子、神龙，以

及祈雨仪式反映了感恩自然的祈报思想；浦东

三林镇“绕龙灯”曾入选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继承了传统龙舞精华，又兼收国内外技

艺，融汇舞蹈的肢体语言、戏曲的步伐亮相、武

术的精气神韵、杂技的翻滚腾挪，形成现代龙舞

特色。

在业内看来，保护珍贵文化遗产，不仅要把

形式传承下去，还要重视对其传统和精神的理

解，它们反映了中国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

对勇武精神的歌颂，对“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

尊崇。

有声音提醒，眼下一些民俗传播多是散点

式、阶段性的，比如春节舞龙舞狮、端午节划龙

舟吃粽子，但节日如何产生、为何其习俗能保留

下来，不少人并不明白。“我们需要更多的契机、

更加体系化的讲述，把能体现中国人独特宇宙

观、家国观的谱系建构起来，让传统节日的来龙

去脉逐渐明晰。培养全民重视并享受传统文化

氛围，通过种种创新形式把民俗非遗与当代生

活结合起来，让非遗文化向下扎根、向上开花。”

毕旭玲说。

女童与舞狮队惊喜互动一幕刷屏，民俗非遗“大流量”催生正能量

岭南狮舞  江南龙舞，孩子一伸手谁的   动了？

“先把布平铺在桌上”“捏出一个人

形”“这里扎上皮筋，偶的头部就出现

了”……在专业偶师的指导下，一个活

灵活现的布拟偶在孩子们的手中立了起

来。昨天一早，上海木偶剧团的演员们

前往报童小学，通过赏偶、讲偶、做偶

三个环节，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

的“‘偶’遇非遗创新，弘扬海派文

化”开学第一课。

《高大的伊万》《小八路》《最后一

头战象》……一段“海派木偶发展宣传

片”，带领同学们通过一部部上海木偶剧

团的里程碑式作品，走进海派木偶的前

世今生，感受海派木偶的发展足迹。演

员们还特别带去了海派新概念的“布艺

新趣”演出，用布做成的小人、蝴蝶、

公鸡让孩子们直观地感受到木偶艺术的

奇思妙想和神奇魅力。布拟偶是上海木

偶剧团首创的木偶表演形式，脱胎于剧

团的早年作品《春的畅想》。布拟偶只

凭借一帕丝巾、橡皮绳、细棍，就可以

变换出各种有趣的动物和人物造型。

“布拟偶制作相对简单，非常适合

孩子们上手。”上海木偶剧团演员成琪

向记者介绍。在实践活动“偶趣新生”

环节中，同学们以团队合作的形式跟随

演员亲身体验布拟偶的制作流程，在动

脑与动手中感受非遗文化创新所带来的

乐趣。手把手进行教学后，成琪也发

现，孩子们不仅对《三打白骨精》等传

统木偶剧有所了解，对新创木偶剧也很

有兴趣。“海派木偶以创新闻名，希望

借助这堂课，让海派木偶的特点更加深

入人心。”开学第一课后，报童小学全

体师生还分批参观了上海木偶剧团呈现

的“海派木偶足迹展”。

回顾刚刚过去的寒假生活，报童小

学的孩子们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报报

童童传习俗 龙行龘龘喜迎春”——

“我们的节日”之迎春劳动主题实践活

动，在劳动中体验中国春节的民俗风情，感受中国年文化的魅

力。龙年新春来临之际，“小报童”们还围绕驱动问题，将数

学里的奥秘宝藏、音乐里的新春之歌、美术里的龙年邮票等一

份份丰富多彩的作业，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同时，他们还和

导师借助项目化学习成果之一的邮品之明信片，在假期中开展

心愿祝福卡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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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今年奥斯卡提名掀起的第一轮是非围

绕着“女性”，因为《芭比》落选了最佳导演

和最佳女主角提名。整体保守的选择和漫

长的前哨评选使观众陷入疲倦：最佳男主

角将毫无悬念地在《奥本海默》的基利安 ·

墨菲和《留校联盟》的保罗 · 吉亚玛提之间

产生，执导《坠落的审判》的法国女导演茹

斯汀 ·特里耶很可能难以突破马丁 ·斯科塞

斯、克里斯托弗 · 诺兰和欧格斯 · 兰斯莫斯

这群老男孩的“封锁”，很多人抱着看热闹

的心态期待揶揄美国族裔政治的荒诞喜剧

《美国小说》爆冷成为最佳影片，但那更近

似于“不可能任务”的玩笑。在最初的风波

过后，今年奥斯卡奖最后的悬念仍围绕着

“女性”——对于其余奖项成为乏味的“不

成问题的问题”，仅有最佳女主角这个单项

仍充满不可预测的戏剧性。终究，还是靠

女演员们撑起了今年的奥斯卡。

关于今年表演类四个奖项的提名，英

美的主流评论认为，占到全部提名七到八

成的白人演员垄断着似曾相识的角色。在

去年奥斯卡颁奖批处理地奖掖了亚裔演员

后，今年《过往人生》的主演格蕾塔 ·李没能

出现在最佳女主角提名中，好莱坞整个体

系隐形的结构性的族裔不平等仍是顽固

的。在韩裔剧作家席琳 ·宋自编自导的《过

往人生》里，40岁的格蕾塔 ·李在入行多年

以来第一次出演了女主角，她在采访中反

复提到的一句话：“《过往人生》让我有机

会演一个以往通常由白人女演员出演的角

色，一个经历了成长和取舍、面对不同选

择而怅然若失的女主角，也可以由亚裔来

出演。”

在电影《音乐大师》中扮演了伯恩斯坦

夫人菲利西亚的凯瑞 ·穆里根，第三次被提

名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美国版《时尚》杂

志在最新一期的特稿里形容，这是好莱坞

工业的惯性选择。凯瑞 · 穆里根和她扮演

的菲利西亚，恰如格蕾塔 · 李总结的：总是

白人女演员在扮演的，经历着成长和取舍

的女性。镜头前发光的女演员，扮演压力

重重婚姻里下沉的传奇女性，总在内心四

分五裂后，自己把自己黏贴起来承担责

任。凯瑞 · 穆里根或因《可怜的东西》而呼

声更高的艾玛 ·斯通，都是好莱坞明星制打

造的优等生。她们的“优质”是可以用规律

化的技巧“养成”的。

给美国银幕的表演带来新鲜感的反而

是一位四次提名却都没有得奖的老演员，

也就是《奈德》的女主角安妮特 · 贝宁。贝

宁今年65岁，在过去的34年里，以《致命赌

局》《美国美人》《成为茱莉亚》和《孩子们都

很好》四获提名，每次都失之交臂，美国影

评界曾有分析认为，贝宁更多地活跃于剧

院和舞台剧，这使得她在奥斯卡评选中屡

受压制。贝宁这次主演的《奈德》是一部传

记片，女主角戴安娜 ·奈德在60岁时重拾年

轻时代未竟的心愿，从古巴游泳横渡160公

里海域抵达佛罗里达，在64岁这年，她以52

小时54分钟完成了这项壮举。主演和传主

同龄，使得艺术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充满情

感张力的互文。而贝宁在镜头前的行动和

形态都低微得趋于“零度表演”，当她和原

型一起出现在片尾的花絮画面上，她让观

众看到最好的表演是比纪录片更像“家庭

影像”，她演出了一则壮丽传奇背后的沉默

的固执，她的质朴和坚硬，在浮华腻味的好

莱坞模式化表演之外辟出海阔天空。

德国演员桑德拉 · 惠勒在《坠落的审

判》中的每一场戏，都可以让好莱坞的演员

们刷新对“表演”的想象和认知。电影里惠

勒扮演的女主角在庭审时发表了一段自我

辩护词，她质问检察官和作证心理医生对

她的婚姻、感情的武断概括，她用冷静但颤

抖的声音说出，生活的真相，亲密关系里的

真相，不是言语所能概括的。那是杜鹃泣

血的段落，惠勒的表演和特里耶的拍摄方

式奇异地组合在一起，特里耶以来自男性

作家电影的传统，冷峻地白描一段“杀夫疑

云”，而惠勒的表演呈现了肉身凡胎的痛苦

和表达体系之间的裂隙。惠勒是横跨欧洲

电影界和剧场的女演员，她的能力不需要

奥斯卡证明，她出现在银幕上，是奥斯卡的

加分项。

当然，最有希望创造历史的还是《花月

杀手》的女主角莉莉 ·格莱斯顿，一位37岁

的印第安原住民演员。原住民要怎样出现

在美国的大银幕上？原住民怎样演原住

民？今天的原住民怎样通过表演唤回消失

在历史中的先人们？莉莉 · 格莱斯顿在斯

科塞斯的镜头前给出了安静且充满力量的

回答。《花月杀手》最动人的段落出现在男

主角第一次受邀去女主角莫莉家中作客，

夜晚暴雨忽至，男人想要关窗，女人说，坐

下来，我们一起坐着听雨。白人男人手足

无措，抓耳挠腮，印第安女人一言不发地看

着他，随后，又安静地凝视前方，看着画外

的镜头——我们知道，镜头后面的导演斯

科塞斯，也是白人。评论家理查德 ·布罗迪

说，这个场景是《花月杀手》的灵魂所在，格

莱斯顿和她扮演的莫莉，不再是存在于白

人凝视和讲述中的客体，她们以安静的视

线夺回了印第安人在美国历史中的主体

性，尽管她们的主体性在画面上表现为沉

默，这“沉默”震耳欲聋。在《花月杀手》的

故事里，幸存的莫莉仍是沉默的。那么若

干天后在奥斯卡的舞台上，格莱斯顿会有

发声的机会吗？

最佳女主角归属的悬念，既有表演的

专业之争，话题又在表演之外。

终究是她们撑起了今年的奥斯卡
“颁奖季热点新观察”系列

在专业偶师的指导下，一个活灵活现的布拟偶在孩子们的

手中立了起来。 （主办方供图）

最佳女主角归属的悬念，既有表演的专业之争，话题又在表演之外。

①《奈德》

②《坠落的审判》

③《花月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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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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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日，闵行区

实验小学校门前鼓点

声声，龙腾喜悦，热烈

欢迎孩子们的到来。

（校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