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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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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的兴起对传统文学期刊影响最大的到底
是什么？据观察，截至目前，其影响主要在于被多种
所谓“自媒体”分流了大量读者与受众，以及传统的营
销渠道被大幅削减。

由此对刊物造成的具体影响及后果，集中表现为
本已惨淡的发行量进一步下滑甚至直接影响生存，以
及本已式微的影响力加速下滑。

上世纪最后十年，曾屡创“洛阳纸贵”业绩的文学
期刊开始步入下行道。其中虽有大部分仍然顽强地
生存了下来，其流金岁月却已成为历史。进入新世
纪，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以及随着以数字化技术为
核心的科技创新一浪高过一浪，呈愈演愈烈之势，大
多文学期刊已面临让人忧心的发行量及影响力进一
步下行的情形。

从市场化、“数字化”再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摆
在文学期刊前的挑战愈来愈多，且谁也无法预知下一
个挑战又会是什么。既如此，立足目前实际情景，不
妨冷静分析，理性应对。

与此同时，还有如下三点也需要特别强调并进一
步观察研究：

一是文学期刊最核心的竞争力——内容——理
论上虽然没有在这轮影响中有所流失，但现有内容是
否适应新媒体条件下读者的趣味与接受则是需要研
究、需要论证与评估的一个重要课题；当然还有另一面
的问题，即种种新媒体的趣味与评价标准是否就应该
一味地接受与顺应？

二是刊物发行量的进一步下滑意味着读者的进
一步流失，但这种流失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也需认
真调研与评估。是传统文学期刊的内容已无法吸引在
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还是其他的缘由？

三是当下的各种新媒体其实也需要海量内容来支
撑，但这海量的内容与传统文学期刊的内容显然存有巨
大的差异。怎样认识与评价这种差异？即便传统文学期
刊的内容明显优于当下不少新媒体的内容，但新一代受众为何仍然愿意把注意力更多地给予新媒体？

综上所述，现象与问题已浮出水面。新媒体环境下传统文学期刊融合发展之路该如何走的
选择与路径，其实也在逐渐清晰。目前来看，至少如下三条尤其值得加速思考，以寻找相应的解
决之道并付诸实践。

一是做强、做优、做特自己的内容，增强核心竞争力。
目前，除去文摘、短诗、微型小说、短寓言等文体外，传统文学期刊常见的小说、散文、纪实、诗

歌及理论批评等“五件套”与绝大部分新媒体其实几乎并无交集，即便有些同一内容的电子版之
类，但它们的商业模式同样不清晰，市场并不乐观。

因此，应对所谓新媒体的冲击，传统文学期刊首先应该深刻自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内容，以及
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匹配到底做得如何。吸引不了读者究竟是期刊自身的问题还是数以亿计读者
的问题？客观地说当然是各有各的问题，但作为文学期刊的从业者当更应着眼自身进行反思。

先说简单的形式，传统的“五件套”结构依旧为当下众多文学期刊沿用，版式、字号也大体“千
年不变”。而更深层的内容组成，也多注重外在的热闹。从内容切入，集中足够篇幅将某一具体
的社会热点、人生焦点、文坛兴奋点做深做透者则少而又少。如此文体平摊、内容均摊、情感寡
淡，又何以吸引读者？文学期刊生命力、吸睛力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内容的独特与普适关切的合
体。未必每篇精彩，有一两篇或许足矣。夸张点说，倾心倾力做好、做精、做特每一期的头条，相
当程度上即文学期刊最大最重的生存发展之道。

二是做精、做美、做强期刊的全媒体矩阵，疏通与增强期刊的传播力及影响力。
尽管现在许多新媒体的内容生产力并不强，具有冲击力标题下的内容苍白更是常态。但它们的两

点所长也必须认账：一是会做标题能吸睛，二是以此为重心所带来的强劲传播力，一个小众或寻常的平
台或公号，其传播力和影响力都可能远大于传统文学期刊。

这种现象倒逼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深层、更沉重的话题：传统纸媒难道真的敌不过新媒体
了？对此暂且按下不表。传统文学期刊目前的内容虽不适合直接搬到新媒体上运营，但刊物自
身的公号全媒体传播形态则一定要做，下功夫做，做精、做好、做出影响力，进而通过新媒体将期
刊精华优选出吸引读者的角度广泛传播。本质上这就是一种为自己传统的文学期刊“引流”之
法，以扩大刊物的传播力及影响力。

当然，如何做好新媒体的传播内容本身就是一项专门的新学问，既要提炼出刊物自身的精华，又
要抓住读者的期待与心理，用凝练生动的语言与画面传播出去、发散开来。

三是做活、做巧、做实传播形态，借助科技力量，多模式多样态地传播文学内容。
众所周知，戏剧、影视的创作大多依托于文学，近期更有《人世间》《繁花》《我的阿勒泰》等电

视剧的热播，促使图书销售成倍增长。影视剧的热播让文学作品具象化地进入受众视野，也让更
多受众了解和熟悉。引人关注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借助软件从文字转化为图像
和影像也愈发细腻和快捷，画面的生动和场景的联想，逐步接近创作和受众的要求。文学期刊亦
可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影像，渐进式辅助文学内容被大众更快捷直观地感知。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所谓新媒体的具体形态及环境，自打形成之时起就始终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之
中，确有过人之处，迄今也还远未抵达成型成熟的境地。因此，对传统媒体而言，还需始终关注并认真研
究其种种发展与变化，以及各种不同形态的所长所短，冷静辨识哪些可以为我所用，有所为有所不为，努
力以创新意识寻求弯道超车之术。快捷广泛的传播是对内容助力的重要推手之一，数字媒体上那些相
对成熟的内容如何转化为期刊的内容资源，也是期刊寻求更多已得到市场验证选题的切入点。无论如
何，只有从内容和传播方式两方面着手的融合，才是一种真正富有深度与生命力的融合发展。

（作者为《青年文学》杂志主编）

国产综艺，下一站创新！

综N代霸屏，投注顶级资源包装，内核却创意价值匮乏——

黄启哲

过去几年，国产综艺以传统文化、原创模式

等支点，撬动整体节目品质提质升级。而到了今

年，尽管从《无限超越班》第二季、《乘风2024》，到

《哈哈哈哈哈》第四季、《奔跑吧》第十二季，社交

平台话题热度声势不小，资源制作不断升级，但

无论从口碑还是影响力来说，这些头部综艺，不

管是较其往年，还是之于当下市场，似乎还差一

口气。

究其原因，被提及最多的是节目创新力不

足。翻看猫眼网播热度综艺前十，老牌节目长期

占据七到八席，有的甚至已经播到了第十二季。

各平台对于头部综艺的资源倾斜，尽管使平台间

保持了相对平衡的竞争态势。但从另一方面，这

种策略也进一步阻碍了新节目研发与迭代升级

的步伐。

而这制约的不只是综艺自身。要知道，过去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综艺从制作到呈现都已经深

度介入到音乐、影视、舞台等各领域，依靠高曝光

和选秀机制，源源不断输送着各类新星，助力资

深艺人翻红。而这，也改写了以往文娱内容创作

与新人成长的路径。基于这样的背景，综艺创作

的破题创新，或已成为亟待重视的问题。

当口碑让位于热度数据

哪怕你既不关注也兴趣寥寥，依旧会在热搜话

题与自媒体二创视频中，与节目“千百次相逢”。这

是《无限超越班2》带给不少网友的初始印象。

由于第一季赵樱子自我介绍网造梗“迪（丽

热巴）（杨）幂孟（子义）（古力娜）扎”引爆社交话

题，节目组在第二季炮制话题上分外用心。舆论

场上，观众热议的不是节目中演技过硬的潜力新

人或是亲身示范的老戏骨，而是掀起对节目中演

技堪忧选手的“造梗狂欢”。于是节目出圈的节

目名场面，不是“用鼻孔在表演”就是“带货鸡爪

更抢戏”。面对网友的群嘲，新人们致歉的态度

诚恳。只是节目一期期播下来，演技的进步却仍

旧少得可怜。

这也折射出当下综艺原创新创缺失的第一

个问题症结——口碑让位于热度数据。翻看某综

艺亮出的成绩单，其亮出的指标分别为：斩获全网

热搜数量，登顶微博热搜第一多少次，衍生短视频

播放量多少次。可是，数据并不带有价值判断，将

“负面热搜”“网友吐槽视频”一并纳入，是否本身也

意味着，节目彻底转向对于流量的追逐。

基于这样的考量体系，嘉宾是否具备“热搜

体质”、节目环节是否能炮制冲突，成为了制作方

的第一考量要素。对此，参与嘉宾也了然于心，

比起真正锤炼演技、切磋歌艺、自我成长，其目的

也变成了为日后成名、翻红铺路。回看这些综N

代，不少都陷入恶意剪辑、引发网暴的争议。然

而面对于此，嘉宾仍是前赴后继。这当然不是只

为节目热度“献祭”的无知无畏，而是开启事业新

篇章的一招险棋。“网红”身份亮相的周扬青，用

一段Rap在《乘风2024》初舞台亮相，歌词疑似旧

事重提，再度向自己的明星前任开炮。节目组似

乎生怕观众不作联想，让候场的艺人“姐姐”主动

提及这则陈年八卦。说到底，无非是主创陷入了

对“热搜与话题”的节目推广路径依赖，从而进行

着批量复制。

基于这样的背景，观众的观看目的与心态也

在发生着改变。原先“寓教于乐”、收获视听震撼

的诉求，逐步降级为猎奇与审丑心态，“下饭”“吐

槽看乐子”“粉丝做数据”成为了观众留言弹幕的

高频词。长此以往，恐怕会进一步造成综艺市场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当规则让位于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这是《乘风2024》，也就是“浪姐5”

第一期播出时，弹幕区网友的刷屏词语。随后，“芒

果又押错宝了吗”登上社交平台热搜。两者都是网

友批评节目组不以女艺人唱跳实力为选拔标准，在

镜头数量、后期剪辑、淘汰晋级名单等多维度，给出

了令大多数观众错愕的结果。

诚然，一众电竞选手、网红、模特的接连参

演，极大拓展了“浪姐5”的受众覆盖度。遗憾的

是，在实际的节目竞演标准中，她们又不得不框

定在节目定位的“音乐竞演类综艺”之上。非专

业出身的选手与海内外一众实力唱将同台，势必

给观众带来明显的割裂感。最典型的莫过于选手

张予曦。初舞台表演，她一袭红衣古装造型惊艳众

人。可当她一开口，走音气短的演唱令舆论哗然，

被网友吐槽“唱得很好看”“只能静音看”。而即便

如此，她却一路过关斩将。而此前专业选秀歌手出

身、综合实力不俗的李嘉格却早早淘汰。

而这一点，自打“浪姐”播出以来就遭受质疑。

其节目初心，是为30岁以上的实力女艺人提供进一

步施展才华、突破自我的舞台，以此彰显女性独立自

强的积极价值观。回看过往几季，曾有只会唱不擅

舞的那英，突破自我的热血动人瞬间；也有“初代女

团”陈嘉桦不忘“团魂”而引发的沸腾场面。但一旦

回归比赛本身，很快就会被摇摆的节目淘汰机制所

稀释，令观念输出成为一种口号，为实力“遮羞”。

同样的问题也在《无限超越班2》中出现，饱

受观众诟病。节目借鉴香港影视黄金年代“无线

电视艺员训练班”这一成熟人才培养模式，本该

用心扶持真正有实力的影视新秀。可从入围人

选上，就看出了节目组志不在此。节目进行中，

参演嘉宾稍有潜力或者已经崭露头角的优秀新

人露脸机会不多，抢占镜头和话题C位的尽是演

技拉胯、素养堪忧的艺人。而唯一“洗眼睛”的环

节，还是作为导师的梁家辉、叶童等人的亲身示

范。然而，资深实力演员的指导越是令人叹服，

也越是显现出节目组选拔新人的草率与算计。

当创新让位于保守决策

此外，令人感到担忧的，是资源投入的极度不

均，使得当下综艺市场呈现出两种极端：头部综艺

口碑影响力下滑但“大而不倒”；而那些或模式创

新或走小而美路线的新综艺，受制于制作经费与宣

发投入，难以成长为更大量级的节目。

倘若是口碑不俗热力不减，节目“长寿”或是

品牌价值不俗的表现。可眼下这些综N代中，不

乏此前已经负评缠身或是影响力式微的节目，仍

旧占据最多的制作经费、最强的嘉宾阵容与最猛

的宣发势头。

以《无限超越班》为例。尽管上一季网络口

碑评分仅3.5分，是当年播出综艺评分倒数第二

的节目，但并不妨碍各方在第二季的投入、制作

与营销上持续加码。节目由视频平台、上星卫视

与香港TVB强强联合，尔冬升、郝蕾、梁家辉、叶

童、赵雅芝等一众名导、资深演员加盟其中。而

另一档综艺《乘风2024》尽管被吐槽没有以往的

重量级压阵艺人，但36位嘉宾从人数和国际化

上，均创下新高。特别是从舞台制作来说，巨型

天幕打造的舞台视效，放眼海内外也是顶级的荧

屏呈现。遗憾的是，一旦我们把目光投向节目核

心——表演和唱跳，就会有一种包装与内容“两

张皮”的强烈错位感。

其实，梳理过去十年的国产综艺发展，我们

已经基本走出了移植照搬海外成熟模式的阶段，

凭借国家队《国家宝藏》《朗读者》等一批文化类

综艺与地方台的全类别“开疆拓土”，成功令综艺

的大众关注度与市场价值均迈上更高台阶。那

么，曾吃到“原创红利”的平台制作方，眼见不少

头部综艺疲态渐显、负面新闻缠身，为何仍旧愿

意给予资源倾斜持续押注？

这或许是平台方、广告主决策日趋保守的结

果。盘点近两年的综艺市场，从“侦探系”到“王

牌家族”的游艺类，从“极挑”“奔跑”户外类，到

“浪姐”“披哥”音乐竞演类，都是“综N代”的天

下。及至眼下，暌违多年、号称“全民级音综”的

《歌手2024》重启开播，更佐证了制播平台的保守

决策。只是，越是押注低质、疲软的大项目，便越

是挤压小综艺的成长生存空间。

回头看，这两年其实不乏“小糊综”弯道超车

的案例。从令“0713男团”翻红的《快乐再出发》，

到历时半年超长播出周期、集结新秀“十个勤天”

的《种地吧》，都是“以小博大”的优等生。而在情

感综艺领域，比起一众参考海外综艺的恋爱综

艺，另辟蹊径的“离婚综艺”《再见爱人》，反而标

定了情感真人秀的议题价值新高度。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节目并没有启发更多主

创走上全力开发新模式的创新。反观节目本身，

也在此后的制播中，出现一些“头部”“N代”的共

性问题。比如《快乐再出发》过分依赖嘉宾个人

魅力，两季过后，试图依靠简单裂变进一步开掘

剩余价值，遗憾再难复制成功。而原本“反流量偶

像”操作的《种地吧》，也似乎在第二季有了观众“饭

圈化”的趋向。至于《再见爱人》则陷入批判嘉宾个

体的怪圈，当嘉宾也以情绪输出取代理性克制引导，

自此，节目再度滑向了对于“真人秀”真实性的质疑，

令亲密关系的高质量讨论在舆论场偃旗息鼓。

值得欣喜的是，近日一档新综艺《灿烂的花

园》，又让人找回了过往看慢综艺的温情与踏

实。节目中，因《狂飙》一剧走入观众视野的张颂

文、林家川，将表演心得、人生阅历，都融入一蔬

一饭、一草一木的烟火日常之中，带给观众感动

与力量。

即将进入2024年下半场，我们期待更多具有

实际价值引领、人文温度的原创新作，而不是概念

输出、话题热度的疲软综N代。

是麒派，又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麒派
沈鸿鑫

纪念京剧大师、麒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诞辰

130周年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此时讨论陈少云

传承、发展麒派艺术的成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陈少云是当今公认的麒派杰出传人、麒派的掌

门人。几十年来，他认真传承和挖掘演出了二三十

出麒派传统经典剧目，同时编演了一批新创的麒派

剧目，在舞台上创造了一批新的艺术形象，而他最杰

出的创作成果就是《狸猫换太子》《成败萧何》《金缕

曲》，对戏曲的当代表达和流派、戏曲表演的传承创

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狸猫换太子》是1994年陈少云到上海京剧

院后演出的第一个剧目。上海早就演过连台本

戏《狸猫换太子》，周信芳也演过。而在这个版本

里，上海京剧院对其作了重新改编，原来的连台

本戏内容比较芜杂，陈琳也不是主要人物。改编

版对故事作了重新演绎，突出描写了陈琳、寇珠、

秦风等小人物的感人故事，表现了人性的回归和

正义战胜邪恶。陈少云饰演的太监总管陈琳成

为本剧的主要角色，这个角色是全新的创造。陈

少云成功塑造了陈琳深明大义、舍生忘死、正气

凛然的感人艺术形象。

《成败萧何》是陈少云精心打造的一部新创

作品，可以看作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续集。

这是一出英雄的悲剧，描写在刘邦统一中原之

后风谲云诡的政治斗争，戏中的萧何十年前为

了举贤荐能，追回韩信；十年后，为了维护大汉

的稳定，执行刘邦、吕雉的旨意，追回韩信长乐

宫就戮。剧作摆脱了类型化的叙事套路，以当

代人的视角进行反思，提出了“成败岂能由萧

何”这一新观点。

这个戏中的萧何相比《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相

对单纯、求贤若渴的性格要复杂得多。萧何在历

史的政治风浪之中，既要保汉朝，又痛才、惜才，

要保韩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当不能两全时，他

从汉朝的稳定、黎民的安危大局考虑，割舍了个

人情义。陈少云以其高超的演技，深刻刻画了萧

何在理性和情感的绞杀中的锥心痛苦和万般无

奈，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老辣睿智、忠肝烈胆的贤

相形象。这个人物在人性的复杂性方面超越了

历史道德的评判，体现了现代的审美追求。

《金缕曲》是陈少云又一个新创剧目，是一个历

史人文的题材。它写的也是一对生死知己的故事，

剧本以独特视角，通过顾贞观营救知己吴兆骞以及

吴兆骞人性异化的戏剧情节，歌颂了传统社会正直

文人的高洁、重情重义的美好人性，鞭挞了黑暗现

实对人性的扭曲、戕害和毁灭，充满了历史的思辨。

这三个戏都是新编历史剧，但它们最显著的

特点就是对历史题材进行了当代的表达。戏曲

现代化一直是戏曲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著

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在《现代化与戏曲化》一文

中曾说：“所谓戏曲现代化，就是要戏曲跟上时代

发展的步伐，表现时代生活，反映时代精神，无论

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都要符合今天

人民的思想感情、美学观点。归根结底，都要为

今天的人民服务。”（《郭汉城文集》）“三部曲”写

的都是历史题材，它没有让历史人物做现代人的

事，说现代人的话，而是用现代人的视角和观念

去审视历史题材，从中挖掘出能与今天的现实有

所关联的历史经验，体现现代思维和现代审美。

它突破了过去戏曲作品传统伦理型、道德评判型

的范畴，以及人物相对形象扁平、性格单一的类

型化的模式，着重探究人性的奥秘，表现复杂性

格和人文关怀，从而接通历史人物与当今观众的

心灵。而这些正是今天无数戏曲工作者苦心孤

诣在探索的问题，“陈少云三部曲”为我们提供了

成功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而陈少云鲜明的艺术

自觉和现代精神很是值得我们效仿。

陈少云在创作“三部曲”时，坚持守正创新，着眼

于传承麒派的基本文化基因，总是努力把麒派艺术

苍凉慷慨的精髓融入新剧目的创作之中。同时注重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从而创造出了一系列“麒派新形

象”，推进麒派得到了新的发展。

陈少云以周信芳的演剧思想作为艺术创作的

准绳，他学麒派不是死学，而是活学，结合自己的

条件学，用亮嗓唱麒派；他不是学表面，而是着重

领会和把握麒派的精髓和灵魂，从而达到形神兼

备的境界。这在“三部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狸猫换太子》中他巧妙地运用麒派的演

剧精神和表演手段，成功塑造了陈琳的感人艺

术形象。上集第三场，陈琳与寇珠调换了妆盒，

正要送往八贤王处，忽被刘妃身边的太监郭槐

撞见，刘妃、郭槐严加盘查，刘妃要陈琳一层一

层地把妆盒打开，此时陈少云用“内紧外松”的

表演刻画陈琳内心焦急、故作镇静的神态。上

集第七场陈琳受炮烙酷刑一节更是发挥了麒派

的做功，浑身颤抖地扑向烧红的铜鼎，十分惨

烈。下集中陈琳被刘妃逼迫喝下毒酒，还用了

抢背、僵尸等动作。陈少云根据自身条件安排

了不少唱段，如上集第七场“冷宫”，陈琳向刘妃

诉说救婴真情的一段唱“七年前娘娘你降生男

婴”，唱得悲愤交并，顿挫遒劲。不少观众称赞

说，“陈琳是京剧舞台上麒派的新形象”。

在《成败萧何》中陈少云的表演充满了艺术

的张力，体现了麒派的精神、劲头和刻画人物的

功夫，无论身段、台步、髯口、水袖均有新的设

计，特别是注意动作的分寸感，收放自如，拿捏

得恰到好处。有几场尤为精彩，比如第三场，当

听到刘邦传旨，要亲征剿杀韩信，萧何惊得魂飞

魄散，直扑刘邦马头，揽住马缰，这里用了一连

串的急切的蹉步、大幅度的甩袖翻袖，之后又腾

空而起，双膝在半空中跪起落地。这一节生动

地表现了他冒死挡驾的情景。第七场萧何追到

韩信，这里有一段台词，借鉴了话剧的艺术处理

方法。在戏里，陈少云还根据自己嗓音好的条

件，安排了较多的唱腔，如第二场劝解韩信，第

五场劝说韩信远走高飞，还有第七场在追赶韩

信途中的一段“高拨子”，这些唱腔设计新颖、动

听、完整，演唱时发挥嗓音高亮宽甜的长处，又

通过对麒派唱腔的唱法、润腔的掌握，唱出了人

物的感情和麒派的韵味。关于这个戏的表演，

陈少云有一段自述：“在这出戏中，承载萧何内

心的体验和外在体现的唱腔和身段都是按照麒

派的路子设计的，但同时，我也适当吸收了不少

马派的东西，某些唱腔我也借鉴了一些杨派的

元素，从而使整个唱腔结构更为丰满。”

在《金缕曲》中，陈少云扮演吴兆骞的角色，

着重刻画一个耿直狂放、桀骜不驯的才子人性异

化、扭曲的心路历程。陈少云还是运用麒派的表

演原则和手段，并从人物出发，化用程式。这是

个清代戏，人物没有了髯口、阔袍、水袖，他创造

了“绕袖”等新的表演程式。第三场“恸梦”，描写

吴兆骞在宁古塔受尽酷刑、煎熬和屈辱，在寒风

刺骨的雪地里，精神恍惚间，他一会见到家人，一

会见到顾贞观，这里巧妙地借鉴了现代的“意识

流”手法，又将《徐策跑城》《追韩信》《刘唐下书》等

麒派表演手段化用进去，在雪地里跑圆场，还用了

“高拨子”的唱腔，载歌载舞，生动地表现出人物从

桀骜不驯到卑躬屈膝的过程。最后以吴兆骞倏然

咽气结尾，陈少云选择了京剧中最激烈的“死法”，

摔“僵尸”倒地，完成了这个人物的塑造。

守正创新是戏曲创作的重要原则，包括流

派和戏曲表演的传承创新。“陈少云三部曲”用

麒派艺术演绎新的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传承了

麒派的品格、精神，同时又根据表现剧情和人物

的需要，并结合自身条件，有所丰富、创造和发

展。他演的是麒派，但又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麒

派。他为麒派艺术注入了时代感和新的活力，

实现了麒派艺术与当代的接轨。通过艺术实

践，陈少云也形成了自己激扬深沉、唱做并重、

外朴内秀的表演风格，从而把麒派艺术推进到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我们的流派传承发展和

表演守正创新树立了一根标杆。

（作者为周信芳艺术研究会顾问，上海艺术
研究中心研究员）

《成败萧何》剧照（资料照片）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