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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热”后说“花瓣”
 6版 · 文艺百家  7版 · 影视

舞千年:
文物如何成就了爆款舞蹈作品

 6版 · 文艺百家

又是一年唱大戏。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2024年春节戏曲晚会》是一场戏
曲与中国文化的大聚会，一次戏曲人与
广大观众的大联欢，一方用戏曲艺术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大舞台。看到年
轻的戏曲艺术工作者那样用心用情用
力，在共同打造戏曲演出新样态，我感
到由衷的欣慰和动容。

梨园一脉共唱响，这不仅是一台
大戏，更是对戏曲传统的一种坚守与
延续。

口传心授，手耳相传，传承始终是
春节戏曲晚会的立足点。老中青少四
世同堂接力奋斗，共传梨园薪火，展现
了戏曲艺术代代相传、欣欣向荣、生生
不息的繁荣气象。

戏曲艺术的平衡发展，既需要关注
大剧种，又不能忽视小剧种。春节戏曲
晚会充分尊重保护戏曲剧种生态的多
样化，通过创新实践给更多剧种在大舞

台上展现的机会，为小剧种振兴提供新
思路、新平台。《天下客栈》汇聚“天下第
一团”，集结五音戏、湖剧、吉剧、汉调桄
桄等稀有剧种，讲究的是“天下一家”，
在大团圆的氛围中凝聚合力，让“天下
第一”不再是孤独的唯一。对各自古老
剧种的热爱和传承下去的愿景，让这些
可爱的年轻演员在发光，以“一棵菜”的
劲头，开出了戏曲百花园中一朵新花。
我相信，只要给这些剧团和传承人一个
展示的舞台，他们就一定能把剧种继承
下来，把戏曲传承下去，在新时代观众
心中“活起来、亮起来、燃起来”！

传承有我少年强，这不仅是一台大
戏，更是对戏曲传统的一种焕新与发展。

每年的春节戏曲晚会都以传帮带
的方式，为戏曲新人提供展示和历练的
平台。今年的春节戏曲晚会更着重提
供广阔的舞台挖掘新秀，助推新作，培
育戏曲发展的新生力量，让戏曲艺术在

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当今的戏曲舞台，“90后”“00后”

已经挑起大梁，从“青京会”上脱颖而出
的梨园新面孔，带来了戏曲唱段荟萃
《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等，原汁原味的
经典唱段经过精心编排，在历久弥新中
尽显戏曲新生代朝气蓬勃的精气神。
《国风超有戏》通过现代创意手法，戏曲
元素与流行音乐相结合，以国潮全新演
绎传统精粹。戏曲唱腔婉转悠扬，说唱
音乐抑扬顿挫，展现出戏曲的时尚感，
让年轻人与戏曲零距离接触，看到了戏
曲的新活力与新魅力。
《一脉相传》节目录制的时候，我和

我的学生以及很多青年演员、戏曲萌娃
同台演出，最小的演员才三岁。寒冬时
节的户外舞台上，看着一群小小的身影
在有板有眼地表演的样子，我真是非常
感动，那一刻的风是冷的，但所有人的
心却是暖的，年轻人的表现让我们对戏

曲的未来充满信心。
梨园一脉共唱响，传承有我少年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
不断发展，让春节戏曲晚会焕发年轻态。

戏曲艺术就“活”在你我身边，不断
革新、创新、出新，充满生机、活力和希
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春节
戏曲晚会》让传统与现代、经典与流行
文化有机融合，既突显了传统戏曲文化
富有历史连续性的深沉韵味，又为戏曲
文化注入了更加年轻态、青春化的活
力，让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群体从了解
戏曲、欣赏戏曲到由衷爱上戏曲。

我们期待着通过春节戏曲晚会这
个平台点燃更多中国人心中的戏曲情
怀，唤醒中华血脉中更多的戏曲基因，
让戏曲之声响彻新时代。

（作者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
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剧协名誉主席）

梨园一脉共唱响
传承有我少年强

尚长荣

2024年春节前夕，中国农历新年被

确定为联合国假日,农历新年被赋予了

更多的世界性意义。经过几千年的传

承，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已经浓缩至传

统节日这一载体，揉入老百姓的生活之

中。思考如何焕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力量，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服务；如何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不断铸就中华文

化新辉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

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节日的

载体中生生不息，焕发新生机、新活力

和新价值，从而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

华文明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是新

时代有识之士在文化传播、文明互鉴发

展中的宏达之问。

刚刚过去的甲辰龙年春节，展现了

焕活发展的蓬勃劲头，在祈岁纳福中交

上了一份高分答卷。

产业之于假期：
假日经济的良性信号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

认为，假日经济不仅是拉动消费的需

求，也是人民群众假日生活的需求。自

古以来，节假日就给商家提供了非常好

的营销卖点和营销资源。然而，以往的

假日经济消费在给市场注入“强心剂”

的同时也总伴随着一些“心有余悸”，一

些商家盲目停留在“价格战”的误区，借

假日经济引来的消费商机做出借机涨

价、“宰客”、服务意识欠缺的不当行为，

让老百姓的消费意愿因为对市场商家

的信任危机打了折扣，这无疑不利于假

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龙年春节则呈

现出了积极向好、有序焕新的市场态

势，在政策引导下让老百姓对传统假日

的市场消费充满欣喜，从而释放出我国

假日经济迈向良性轨道的积极信号。

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高度结合，才

真正让假日经济焕活起来。

在有序市场的支撑下，龙年春节成

为了近三年破亿速度最快的春节档

期。据灯塔专业版数据，中国电影龙年

春节档累计票房80.2亿元，观影人次超

1.6亿，总场次（含预售）突破375万场，

均为档期史上最高。与此同时，上海以

“乐游上海过大年——一路繁花 全城

寻龙”为主题，推出200余项上海假日文

旅推荐活动；内蒙古自治区举办“欢欢

喜喜过大年 游龙御马迎新春”主题活

动，推出惠民措施60余项；江苏省连云

港市推出龙年“文旅惠民大礼包”，组织

开展惠民活动400余项，面向全国游客

发放200万元连云港市文旅消费券；四

川省南充市发放“文旅消费 ·乐享南充”

2024年春节文旅演艺消费券，消费券通

过猫眼App领取，消费达标即可自动抵

扣消费券立减金额。这背后都是文化

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支持引导各地依

托本地特色活动和传统民俗，更好满足

群众春节文化和旅游的消费需求。

文旅市场的“红利”也激发涌现出

“南北迁徙”“反向旅游”“长线旅游”等

创新消费场景。各地通过举办与潮流

文化相结合的特色民俗体验、非遗文化

表演、庙会灯会等传统年俗活动，带动

了综合消费增长。我们看到，北方冰雪

旅游火爆出圈，南方避寒旅游也持续升

温。横店春节大庙会以其独特的影视

穿越和传统民俗的融合，依托《山海经》

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以爆款剧元素、影

视级手法、匠人级工艺等，打造沉浸式

的仙侠灯会；从大年初一开始，每天有

近五万人次的市民游客到象山影视城

欢度春节，且在历史文化街区中，杂技

和越剧表演轮番登场共享过年氛围。

一些原本关注度不高的地方成为消费

者的新目的地，主打放松随性，从而缓

解热门景点爆满的旅游压力，释放文旅

新动能。

个体之于团圆：
民间主体的主动融入

在融媒体时代，自媒体的融入更加

焕活了传统文化的热度。每个个体都

在主动融入一种分享、记录、传播的机

制。无论是探访传统村落寻找浓浓的

年味儿活动，还是热衷于记录生活中的

每一件小事，在传统节日的焕活中，每

个人都是展示的个体，是自己的主角。

山西临汾乐器主播@唐尧锣鼓张

勇和湖南凤凰音乐主播@苗人三蛮在

家乡组织了“我要办村晚”的活动，前者

在泊庄村的大戏台，后者就在腊尔山镇

的篮球场上，他们想通过村晚，通过直

播让更多人看到家乡的风貌。这两场

活动共有近200名村民参与了表演，甚

至在节目结束后，山西的乡亲们不愿散

去自发打了一小时锣鼓，而湖南的村民

们在苗鼓声中上台和主播一起跳舞。

在抖音平台，近1600万人收看了这两场

直播。他们每个人都在记录着生活，他

们都是文化的亲历者，也成为其他文化

观察者的被观察对象。就这样，每一个

个体都实实在在地融入进文化，融入进

团圆，融入到焕活文化、传播文化的道

路中。

对于春节，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团聚

和祝福，但是团聚和祝福的形式和载体

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尤其是年轻人群

体，让传统节日以新的形式焕发着不一

样的光彩。根据小红书公益与非遗传

播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小红书春节非

遗生活指南》，超过52万人发布了关于

非遗的相关笔记内容，非遗话题浏览量

达12亿人次，其中剪纸话题浏览量4.1

亿人次，绒花话题浏览量2.3亿人次，缠

花话题浏览量2.2亿人次；每分钟约有

三篇非遗相关内容产生，年轻人用非遗

拉满了春节的年味仪式感，成为了过年

艺术家。小红书上还出现了18万+手

工与手作店铺，提出了“副业首选非遗”

的口号，让非遗成为了致富密码。

龙年春节的焕活，还体现在人们把

团聚的形式与健康和成长结合在一

起。滑雪、潜水、学技能，在享受美食盛

宴的同时，积极进行身材管理，相约健

身，提醒打卡，利用假期悄悄变美蜕变，

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另外，一些老字

号匠心独运，结合当下的饮食趋势和审

美需求，融入新的烹饪技术与食材，让

预制菜批量登上中国家庭的团圆饭桌，

成为龙年春节的新表现。

水滋润万物也可以容纳百川，能承

载、能包容。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像

水一样，无论个体焕活传统文化的形式

怎么变化，无论是何种“容器”作为载

体，承载的传统文化，承载的团圆和祝

福都不会改变。在科技赋能生活的新

时代，纵然年货已经换成了电子产品，

红包都用数字人民币替代，但是那些精

美的非遗物件，精致的民族服饰，一声

声唱腔，红彤彤的灯笼，好吃的年货，和

各地多元又独特的新年习俗，才是看得

见、听得清、摸得到的属于中国人独有

的文化浪漫。

民族之于世界：
文化传播的边界扩域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

先所言，任何一个族群性的、地方性的

节日，如果想在历史进程中依然具有传

承的活力，就需要在文化传播、文化接

触的过程当中，保持自身精神文化内核

的同时，不断把自己的边界扩大。龙年

春节，我们看到了许多减少“文化折

扣”、将中国传统文化搭载节日的形式

进行海外传播的生动案例。

比如今年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通

过科技赋能和新业态的融合创新，将整

个节目与《长安三万里》这个大IP巧妙

结合在一起，对传统之美做沉浸式的现

代呈现，不仅成为当晚的爆款节目，而

且借助春晚的全球直播实现了文化传

播的扩域。

春节期间，普宁南山英歌队受邀赴

英国演出，在伦敦街头吸引了70万人

围观。海外友人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

下精彩瞬间，“伦敦刮起英歌舞风”等

话题登上了多个热搜榜单。通过这一

事件，很多人了解到英歌作为广东潮

汕地区民间舞蹈，距今已有 300多年

历史，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普宁英歌舞国家

级代表性传承人、68岁的陈来发感慨，

传统文化不仅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前来

潮汕拜师学艺，英歌也通过潮汕走向了

世界。

龙年春节良好的市场态势为我们

提供了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

经济怎么结合”，以及“传统节日如何更

好地活在当下”的契机。传统节日焕活

的背后是市场对假日经济的信心，是产

业对市场有序的自觉维护，是每一个人

作为主体对传统文化的自发投入和热

爱，更是传统节日所承载的对中华文化

的自信和对文明复兴的期盼。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
学院教师、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拔尖人才）

回应宏达之问：传统节日的焕活与传承
——以甲辰龙年春节为例

刁基诺

▲今年央视春晚西安分会场，通过科技赋能和新业态的融合创新，

将整个节目与《长安三万里》这个大IP巧妙结合在一起，对传统之美做沉

浸式的现代呈现，不仅成为当晚的爆款节目，而且借助春晚的全球直播

实现了文化传播的扩域。图为西安分会场上出圈的节目《山河诗长安》。

 全国各地通过举办与潮流文化相结合的特色民俗体验、非遗文化

表演、庙会灯会等传统年俗活动，带动了综合消费增长。图为春节期间

岭南地区热闹的醒狮表演。（图源：“广州文广旅”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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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年春节戏曲晚会》

戏里戏外的人生交错对提升文艺创作整体品质的思考:

——评电影《热辣滚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