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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 · 文艺百家

纪录电影《小园林》：
影像与空间的互文式“诗意建造”

   版 · 影视

武康大楼“  家房客”：
百年巨轮 人似浪花

   版 · 建筑可阅读

近年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
中，各大城市秉承新发展理念，开始将城
市街区空间改造与多元化艺术内容的介
入相结合，“城市更新”这个专业术语也
逐步扩容为一个空间活化与艺术跨界的
新概念。这不仅体现在宏观政策层面城
市街区治理边界的交叉延展，也表现为
不同文化新空间的艺术介入实践热潮。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街区治理的基
础上，城市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内容创生，
已上升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性指
标。在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作
用下，基于城市空间活化的“新内容”“新
业态”“新人才”等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
升，催生了以“艺术共创”与“文化共构”
为引擎的城市文化新空间迭代升级。

与艺术家自发的社区介入实践相呼
应，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及各地文旅部门
通过政策性工具，进一步推动了“软性”
城市更新项目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背
景下，很多空间文化项目快速发展起来，
并成长为备受各方关注的城市文旅“网
红新品”、公共空间“文化爆款”。

与此同时，城市既有的专业剧场、美
术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常规文化空间也
顺势而动，主动调整了自身的功能定位，
快速转型为多元化城市文化新空间的有
机组成部分。

长远来看，一座城市里充满活力的
城市文化新空间，不仅是当地居民的“家
门口的远方”，也应成为这个街区里最有
魅力也最长久的“旅游目的地吸引物”。
为此，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空间活化议题，
需要从城市空间“文化舒适物”打造与
“旅游目的地吸引物”功能整合的角度，
着力探索艺术介入的实践路径和创新发
展问题：

首先，以艺术为工具，绘制城市新空
间的文化底色。

每座城市都有自身明确的文化定
位，并因此形塑了一个街区乃至一座城
市的艺术介入走向。这也是城市更新背
景下城市空间活化的第一层底色。

例如，在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
策略下，不仅有艺术院团场馆的创新发
展行动，更有市场意义上的“演艺新空
间”快速崛起。据2023年的统计，上海
市授牌的100家“演艺新空间”，每月演
出高达800场，月票房超过1000万元，
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化消费生力军。在上

海诸多商圈内，白天的商业业态在夜晚
自然切换为不同形态的演艺内容，成为
市民特别是青年甘之若饴的文化消费
“双业态”或“多业态”。围绕亚洲大厦等
城市空间聚集示范区和《不眠之夜》沉浸
式演艺品牌，上海市的演艺新空间创新
实践已遍地开花，成为“新海派”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无独有偶，在“演艺之都”定位下，北
京也以“大戏看北京”名品策略有效推动
了本地街区空间的活化。其中，作为首
都功能的核心承载区，北京市东城区以
文化立区、以戏剧赋能，形成了宏观、中
观和微观相照应的整体性空间文化建设
格局。在此基础上，依托“会馆有戏”“戏
剧东城”等主题性品牌项目有效整合艺术
家及艺术组织资源，鼓励以艺术跨界的实

践路径深度活化空间。颜料会馆上演的
《京城拍卖会》，利用NPC沉浸式演绎老
舍曲剧片段，试图吸引更多的青年观众
走进演艺新空间、亲近“京味文化”。

其次，以项目为抓手，校准城市新空
间的文化调性。

不同城市的发展定位各有不同，在
进行“软性”城市更新创造性实践时，并
没有现成的可以“一劳永逸”参照的标准
化范例。例如，上海在发展演艺新空间、
开拓美术新空间方面，具有明显的“市场
先导”优势和“社区驱动”基础。因此，在
政府挂牌的新空间数量和类别方面，上海
市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空间活化建设成就。

其中，最具示范价值的是亚洲大厦
“演艺新空间”集聚区的形成与发展。被
誉为中国式“外百老汇”的亚洲大厦与上

海来福士广场等商业综合体毗邻，交通
也很便捷，目前已经成为外地游客打着
“飞的”来看戏的“旅游目的地吸引物”。
在这里，有“老牌”驻场项目沉浸式音乐
剧《阿波罗尼亚》，也有具有鲜明夜经济
特色的各类演艺娱乐项目，更有实验性
的非营利舞蹈剧场项目。可以说，亚洲
大厦“孤篇盖全唐”，以垂直的生态化演
艺新空间布局，提供了在大都市有限的
内城空间里进行有效文化光谱扩容的
“上海经验”。

而北京市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
程中，则以“文化主导”原则，对地域色彩
鲜明的城市文化新空间进行了支持。例
如，北京市东城区的拾院工作室，依托
“小而美”的胡同院落，在叠加“拾院”建
筑美学、“小寒的四季歌”演艺美学和“胡
同是甜的”生活美学等要素基础上，打造
出了荟聚展览、音乐和甜品为一体的“胡
同四季歌”这一品牌项目。

自2022年初创以来，该项目依托空
间主理人主导下的“创意合伙人”机制，
以“胡同”为“主角”，以节气为“情节线”，
形成了基于中国人时空生活智慧的“胡
同新演艺”。在项目启动期，参与的艺术

家基本是以空间项目主理人的“朋友圈”
为主，以邀约为创意载体。目前，该项目
以开放的空间姿态和文化心态，在北京
胡同的四季轮回中初步形成了一个基于
长期主义理念的共构型艺术社群。在此
基础上，该项目“以整个北京胡同四季自
然风景、古都建筑、城市地标为舞台”，以小
众观演群体为对象，共构了一个“聚落式、
策展型、流动开放式的文化展演”范式。

再次，以运营为根本，推动高能量城
市文化新空间的可持续增长。

如前所述，在城市更新进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以来，优质的艺术内容介入已
成为空间运营中最重要的活力因素之
一。在空间项目生产方面，优质的空间
艺术项目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各级各类
资金或政策资助，它还必须从商业运营
角度找到更多“获利”渠道，并在具体运
作中保持艺术介入项目的频次和质量。
换言之，“为爱发电”等情感、情绪价值，
或许会推动个体或小微民办非企业投身
新空间建设，但这并不能保证所有“善”
的空间活化内容都可以“成活”，更遑论
让文化新空间获得长线的人财物支持，
以维系其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项目创生中，“新空间”在空间运
营方面，还需要大量“懂艺术、善经营”的
专业性空间主理人。所谓城市文化空间
主理人，不但要像青年亚文化领域潮牌
运营者一样保持敏锐的时尚感知力，更
要像剧院经理、艺术策展人那样具有“高
审美力”和文化担当意识。在城市更新
高质量发展语境下，大量涌现的城市文
化新空间并没有足量的适配内容可供
应，处于低效“自转”或“空转”的状态。
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扭转，在开启
时轰轰烈烈的文化新空间极有可能沦为
另一种形态的“闲置空间”。基于此，为
保证新空间、新业态的可持续发展，需要
依托既有空间政策框架，进一步在培训
基础上，建构完善的空间主理人机制，大
力发挥艺术组织或艺术家介入空间的主
动性、长期性和有效性，并尽可能在新空
间内容生产与文化消费层面，提升并夯
实青年群体参与的基数。

当“潮牌”频繁植入新空间、当“新空
间艺术”越来越潮，城市新空间活化的层
次和维度也开始越来越多元。与此同
时，在新技术、新思维刺激下，空间活化
和艺术跨界的创意界限在“人”和“创意”
的层面也一再被打破。未来已来，相信
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导入后，生活在都
市各类空间氛围中的人们或许可以因此
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空间感知力、文化涵
育力和艺术创意力。

可以想见，在文旅深度融合基础上，
以主题性空间文化艺术项目为载体，政
府、企业和个人等多元化空间运营主体，
定会协力开创出一个城市文化空间整体
营造的“大时代”。无论是楼宇、商场、车
间，还是菜市场、小学校或老戏台，城市
更新进程中不断蜕变的空间功能，使越
来越多的新空间艺术项目成为可能。为
有效“填充”城市街区量级增长的新空
间，各大城市正在充分挖掘自身空间向
度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
源、时尚文化资源和特色文化资源，在
“四位一体”式文化资源融创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了以演艺新空间、美术新空间、
沉浸式文旅融合新空间项目为代表的
“点阵式”城市文化共同体。“人，诗意地
栖居”，终将在空间活化和艺术跨界的
“双轮驱动”下成为可能。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打造高能量的城市文化新空间
——以京沪为例浅谈城市更新背景下的空间活化与艺术跨界

张朝霞

近两年来，竖屏剧（亦称为小程序

剧）以独特的播放形式和紧凑的剧情获

得了许多观众的追捧，其海内外传播态

势和超强吸金能力也成为影视行业关

注的新兴热点，吸引了大量影视制作资

源和资本投入。然而，在方兴未艾的竖

屏剧热潮中，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也逐

渐凸显。

众所周知，现在常见的媒体屏幕形

制有两种，即横屏和竖屏。从发展时间

上来讲，横屏较为传统，自1895年电影

诞生至今一直被沿用，其画幅整体变化

趋势是朝着拓展画面的宽度而去的，追

求更为广阔的全景视角以带来更具有

吸引力的视觉效果。例如阿贝尔 ·冈斯

1927年的电影《拿破仑》就曾采用2.39:1

的画面比例，在当时的影院需要三块屏

幕拼接在一起才能够把画面完整放映

出来。这种更广阔的画面比例使得电

影的内部空间变大，战争的场面得以被

表现得更为宏大，场景中实物与人物之

间的意义关联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

竖屏形式则是伴随着智能手机的

广泛运用才得以流行，其画幅比例基本

稳定在9:16，暂未出现纵向长度不断增

加的趋势。宽度的缩短使得横屏影像

视听语言的一些技巧在竖屏影像之中

不能完全适用，但是竖屏影像对于凸显

人物尤其是身体细节具有天然优势。

2020年，达米恩 ·查泽雷的竖屏短片《替

身》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用iPhone11

Pro进行拍摄，利用竖屏可以更完整地

表现较高事物的优势拍摄了高楼大厦，

又运用垂直俯拍的方式将不同人物分

别放置在画面上方和下方形成对峙场

面。影视界对于竖屏影像视听语言的

多方探索还在持续进行，有些拍摄者甚

至从中国传统的立轴山水画中借取纵

向画面的构图灵感。

但是当下流行的竖屏短剧以及部

分短视频影像，因为制作周期短、制作

成本较低，大多只是简单粗暴地采用

让人物占据画面主体的空间处理手

法。此类作品的广泛流行，或许会对观

众的认知与思维方式等产生一些负面

影响。

削弱环境因素带
来的视觉窄化

由于屏幕宽度的客观限制，以及创

作者主观上想要更好地聚焦于人物特

质，竖屏剧往往会缩小环境背景的空间

比例。这种处理方式弱化了人物与环

境之间的联系，导致人物表现与环境背

景、现实意义逐步脱离。

例如今年4月上线的古装竖屏剧

《深宅进阶录》，观众能从剧中感受到主

人公的快意恩仇，能看到当下流行的一

些大女主的价值观，服化道也还算精

良。与此同时，观众也不难发现其剧情

虽然托古，但时空设定却基本是架空

的，编剧并没有框定故事发生的具体朝

代，更不可能顾及特定时代的社会制

度、生活习俗、人物的价值观念等历史

文化的体现。

同于今年4月上线的竖屏剧《后来

的我们》虽然是一部现代题材爱情剧，

但这方面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剧中女主

温柔善良，男主深情不渝，而他们身处的

环境、社会阶层差异等皆被有意忽略。

其实，观众只需稍加思索就会发

现，大多数竖屏剧中，角色的性格都非

常雷同。例如言情剧中，主人公大多青

春靓丽；女主角一般都具有明确的类似

善良、仗义、可爱等闪光点；男主角则对

爱情都有一套自己的观念，底线鲜明，

对女主与其他女生的态度天差地别，在

表达感情时霸道直接，早就心软但又傲

娇嘴硬等等，而其是否有事业心、上进

心等似乎都无关紧要。至于反派角色，

其角色任务就是阻碍主角成功实现人

生目标，几乎就是工具人。男二号和女

二号一般都以反派面目出现，在剧情中

的作用就是阻碍男女主角的恋爱等等。

这一套模式化的角色创作模式，是

通过人物命运的刻意戏剧化，以及策略

性地忽略人物与时代以及真实环境之

间的关联来共同促成的。因此，竖屏剧

中屏幕的窄化将进一步导致环境表现

因素被省略，加大了人物与现实环境之

间的距离，其结果就是在人物塑造上，

角色持续走向扁平化和脸谱化，作品现

实意义被弱化；而观众也只是肤浅地关

心人物戏剧命运，而忽视了人物与环境

之间的相生关系，最终对现实人物的感

受和理解产生偏差。

限定接受带来的
认知窄化

竖屏剧通过 窄 化 环 境 完 成 人 物

类型化和片面化的塑造，满足观众的

情绪消费，这一方式逐渐导致了观众

在限定接受下的认知窄化。该现象可

以从市场生产与消费接受两方面进行

分析。

影视市场生产模式的发展大致可

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最初的影视生产

模式，类似于传统的“广播”方式，其内

容创作的主导权掌握在创作者手中，目

标是覆盖尽可能广泛的观众群体；随后

是不断强化的利基内容生产，类似于与

传统广播相对的“窄播”方式，其内容生

产者与用户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荣

的关系，内容生产者主动放弃追求广大

观众，转而专注于服务自己的忠实用

户；最后是流量变现的内容生产，这包

括在剧情中植入商品以方便用户直接

下单、设置剧情卡点促使观众付费，以

及制作网络自制剧等策略。

当前，竖屏剧的生产制作正处于推

动流量变现的阶段，其核心生产目标在

于持续迎合观众的情绪需求，以增加观

众黏性和更高效的商业价值转化。其

结果将导致观众的选择受限，造成信息

接收和认知的被动窄化。

相对应的，在当前互联网大数据时

代，一套严密的算法推荐模式下，逐渐

形成了观众消费接受及认知的信息茧

房现象。在网络文艺消费领域，信息茧

房现象尤其显著，这与网络文艺作品的

三种推送套路息息相关：其一，根据个

人行为推荐，即根据用户行为的历史内

容偏好推荐相关内容；其二，根据内容

关联类型推荐，例如从男频女频、古装

都市到爱情玄幻等类型化内容；其三，

根据他人行为推荐。这三种推送套路

的前两种，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审美，方

便个人进行类型化消费的算法模式。

而第三种推送方式，看似引入了他人视

角，但其实这所谓的“他人”仍旧是一批

沉浸于网络媒体的受众，他们往往遵循

同一类型的价值认知，追随当下的潮流

文化，逐步形成一种圈层化现象。

可见，三种推送套路都在加剧信息

茧房的形成。竖屏短剧正是在此种推

流的加持下，进一步固化并强化了观众

的类型定位，从而造成无可奈何的主动

认知窄化。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可能会加剧这一趋势，逐步形成即时

个人定制的内容生产模式。在这种模

式下，内容生产将针对小部分需求进

行小规模生产，用户需求将被实时反

馈到人工智能内容生产者手中，内容

生产者将根据个体用户的反应即时做

出调整。

对于竖屏剧而言，这种模式将持续

推进内容生产与内容推荐的高度融合，

使得内容更加迎合个体用户固有的喜

好和需求，两者将合力促成个体用户信

息接受限定的不断强化。

高度粘性带来的
思维窄化

竖屏剧之所以能造就“爆款”，其密

码在于“保持观众的沉浸体验，避免其

从情境中抽离”，因为一旦观众回归现

实，其消费动力便会减弱。这种“基于

冲动性消费的深度沉浸体验”主要得

益于其独特的消费场景设计，即利用受

众的独处时间，精心打造一系列视听元

素：迷人的角色形象、诱人的台词设计、

催眠的音乐旋律，以及刻意弱化的现实

情景。这些元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令人陶

醉的虚拟世界，使观众在恍惚之间沉浸

其中，进而放松神经，产生强烈的观看

欲望。

究其根本，竖屏剧的市场成功秘诀

在于精准把握并迎合了受众的固有心

理需求，从而激发了用户的高度黏性，

促使其持续追看。

相比于传统的电影和电视剧市场，

大多数竖屏剧将目标受众瞄向了那些

在传统影视圈中未被充分覆盖的群体，

尤其是受教育程度和反思能力相对较

弱的人群。这些人群本就在认知发展

方面缺乏自主性，如果持续消费一些脱

离现实、不符合现实逻辑的内容，必然

会进一步强化个人的信息茧房和认知

局限，其最终结果令人担忧，或许会逐

步形成个体思维的僵化，以及在思维方

式上的固化。

尽管今年的竖屏剧也时有精品出

现，部分影视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的“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文化政策，在

叙事内容、现实意义以及制作水平等方

面均有所提升，但整体而言，竖屏剧生

产目前仍以下沉作品为主，其在目标人

群定位、消费需求满足等方面的策划设

计仍有待于进一步引导和改观。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
传媒学院副教授）

从视觉窄化到思维窄化
——对竖屏剧热潮的忧思

何明燕

 拾院工作室以整个北京胡同四季自然

风景、古都建筑、城市地标为舞台。

▼《不眠之夜》已成为沉浸式演艺品牌。

当  入侵
艺术创作的操作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