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hb.cn

2024年7月19日 星期五 5文化 责任编辑/杨 燕

今夏，多部舞蹈新作的首演首秀将登临申

城舞台。今晚，“华人之光 ·芭蕾明星GALA”将

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举行首演。来自海

外8家芭蕾名团的11位华人舞者首次联袂演

出，向上海观众展示活跃在世界舞台的中国芭

蕾魅力。下周，原创舞剧《雷雨》将在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首演，并开启30余场巡演，让中国家

喻户晓的文学经典焕发新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更多舞台精品正向上海这座艺

术之城聚拢。7月起，《杜甫》《只此青绿》《李

白》《孔子》《永和九年》《白毛女》《永不消逝的电

波》等精品舞剧将陆续亮相申城舞台；莫斯科大

剧院芭蕾舞团、蒙特卡洛芭蕾舞团、马林斯基剧

院芭蕾舞团等世界顶尖名团亦收到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邀约，有望金秋相聚浦江之滨。

“首演首秀”为何频频选中上海？名团名家

名作为何总是青睐上海？

把舞台做成平台，打造首演首
秀的首选地

当下，华人舞者正广泛活跃在各国芭蕾舞

台，以精湛技术与优秀表现力展现出中国舞者

的力与美，成为世界艺坛不容忽视的一股力

量。此次“华人之光 ·芭蕾明星GALA”邀请的

11位舞者分别来自英国、美国、荷兰、瑞士、芬

兰的8家顶尖舞团。这些芭蕾之星都曾在国内

外各大芭蕾赛事中摘金夺银、脱颖而出，而后又

远赴海外学习成长，在各自舞团担任首席、领

舞、独舞等重要角色，是当下海外华人芭蕾舞者

的中坚力量。

这场活力四射的芭蕾GALA为何将上海选

为首演地？“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拥有更多元

化的可能。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区域内聚集了专

业院团、院校和剧场，很多参演舞者都与这片土

地有着深厚渊源。”演出制作人兼导演、青年舞

蹈家敖定雯表示，华人舞者在海外的成功，传承

延续了上海舞者在世界芭蕾舞台的荣光，彰显

出上海芭蕾人才培养的优异成绩。“我们期待从

上海出发，走向更多城市。”

记者获悉，这场芭蕾明星GALA中，有近半

数舞者成长于上海。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领舞演

员于航、荷兰国家芭蕾舞团领舞演员白鼎恺、芬

兰国家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夏俊、美国旧金山芭

蕾舞团演员王名轩都毕业于上海市舞蹈学校；

美国辛辛那提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刘思睿则毕业

于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敖定雯和参演的美

国波士顿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史越也与申城颇有

渊源，二人曾在第六届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中

分别斩获成人组男女组金奖。

“上海是我的另一个家，非常感谢上海老师

对我的悉心培养。虽然身在海外，但仍有许多国

内观众关注我们，每次刷小红书和社交网络都

能感受到特别温暖。”于航告诉记者，她和白鼎恺

曾是同学和搭档，时隔多年再度合作，他们将共

同演绎舞剧《海盗》选段与现代芭蕾《Embers》。

“想在海外舞团脱颖而出，我们要付出更多汗

水。这两年在荷兰国芭站稳脚跟，我对人物塑

造、舞台演绎逐渐有了自己的理解，希望在上海

的舞台上展现更多不同的角色。”白鼎恺说。

从“选好戏”到“做好戏”，上海剧场逐渐把演

出舞台做成了制作平台。此次芭蕾明星GALA是

由敖定雯发起并制作、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联

合主办的。该剧场充分利用青年孵化平台，已推

动多部原创现代舞作品在沪首演，并积累了丰

富的海内外演艺资源。而舞剧《雷雨》则是“东艺

制造”推出的首部原创舞剧作品。作为出品方，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整合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

的文化资源，把原创作品打磨成受到演出市场

认可的产品，让“码头”与“源头”互为助力。

舞剧市场活力四射，从节目单
读懂“上海密码”

上海曾是百戏杂陈、名家荟萃的演艺“码

头”。翻看缤纷多彩的节目单，记者发现，中国

原创舞剧迸发创作活力，成为艺术舞台上的亮

丽风景。传统文化的创新呈现、红色题材的深

度挖掘仍是当下演出市场的热点，由此诞生了

多部现象级爆款。此外，海外名团名家名作风

暴式“来袭”，印证了申城演出市场的国际影响

力正在进一步提升。

热门舞剧生动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穷魅

力，让观众徜徉在东方美学意趣之中。今晚，国

内首部“诗圣”题材舞剧《杜甫》将再度来沪，以

舞吟诗，借舞传情。剧中经典舞段《丽人行》自

2019年“出圈”，10多次亮相央视荧屏及一线卫

视综艺节目，成为火爆全网的现象级IP。舞蹈

诗剧《只此青绿》7月25日起将在沪连演七场，

舞绘《千里江山图》的典雅之美。据悉，《只此青

绿》App已正式登陆苹果VisionPro，开启沉浸

式文化新体验。舞剧《李白》《孔子》是中国歌剧

舞剧院的经典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孔

子》演出近400场，豆瓣评分有9.0，B站相关视

频点击量破50万，吸引年轻观众“三刷”“四

刷”。上海歌剧院出品的原创舞剧《永和九年》

引领当代观众穿越历史的长河，在《兰亭集序》

的传奇命运中找寻情感共鸣。在2024山东春

节联欢晚会上，中式美学舞蹈《兰亭》惊艳登场；

在线上平台，这支取自《永和九年》的舞蹈曾一

度霸榜，收看观众超千万人次。年轻一代爱上

“国风”“国潮”，日益增长的文化热情开拓了舞

剧的多维艺术空间。

红色题材洋溢着青春气息，深深感染着今

天的年轻观众。芭蕾舞剧《白毛女》和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都是上海出品的艺术精品。一

个甲子前，《白毛女》诞生在第五届“上海之春”

的舞台上，标志着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突破，海

内外演出总场次已超2000场。上海芭蕾舞团

20岁出头的青年演员接过老一辈艺术家的接

力棒，展现经典作品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已迈过演出600场“大

关”，传递牺牲精神、信仰力量。“Z世代”成为演

出市场的活跃人群，很多年轻观众不仅欣赏作

品，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交流讨论，扩大优秀舞剧

的传播效应。

国际名团名家纷至沓来，彰显上海全力打

造亚洲演艺之都产生的集聚效应。今年1至7

月，申城舞台已上演了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芭

蕾舞团的“镇团舞码”《吉赛尔》、英国编舞奇才

马修 ·伯恩的最新力作《罗密欧与朱丽叶》、“芭

蕾美神”斯维特兰娜 ·扎哈洛娃的《香奈儿传奇》

《足尖情弦》、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舞者奥希

波娃的《趾尖》等优质海外节目。接下来，精彩好

戏不停步。记者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了

解到，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斯巴达克斯》、蒙

特卡洛芭蕾舞团《驯悍记》、马林斯基剧院芭蕾

舞团《舞姬》《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有望于金秋来

沪演出。

今夏精彩新作竞相登场，名家名团如潮涌入

“首演首秀”为何频频选中上海
■本报记者 宣晶

首个个人专场演出19：15举行，

上海昆剧团六旦（花旦）演员周亦敏

下午两点就早早在兰心大戏院准备，

“走走地位，适应一下舞台，心里挺紧

张的，这会是我昆曲生涯的一个里程

碑和新起点”。前晚，上海昆剧团新

一季“五子登科”系列演出启幕，周亦

敏的《敏 ·行》专场为演出打响头炮，

一连五天，五位优秀青年昆剧演员接

连登台，以青春之姿向观众描绘昆剧

艺术的多元魅力。

三折戏三种心境，呈现
多面花旦

前晚的演出中，周亦敏依次呈现

《佳期》《戏叔别兄》《相约讨钗》，这三

折戏也代表着她从艺以来的不同阶

段。《相约讨钗》是周亦敏在戏校学艺

时，倪泓老师教授的剧目，学会这出

戏的时候，她和戏里的小六旦芸香大

约是同样的年纪。彼时的她，虽已与

昆曲结缘，却懵懵懂懂。等到十六七

岁的时候，周亦敏向国宝级昆曲艺术

家梁谷音学习了第一出大花旦戏《佳

期》。以往，周亦敏多站在主角身边

配戏，这是她第一次有机会站在舞台

中央挑大梁。

如今三十而立，周亦敏决定给自

己一个挑战——拿下《戏叔别兄》。

第一次看这折戏，周亦敏就被梁谷音

饰演的“潘金莲”迷住了，“老师的表

演细腻传神，极富戏剧张力”。两个

月前，听到周亦敏要学习这出戏，梁

谷音一口答应，更是鼓励她：“我觉得

你有。”跟后辈说戏，梁谷音总是掰开

揉碎，不放过细节。从唱念到手眼身

法步，梁谷音一一做示范，指导周亦

敏将“潘金莲”与她过去常演的大六旦区分开

来。连排的时候，梁谷音习惯不说话。待到排练

结束，她会递给周亦敏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

满了需要改进的地方。

为给爱徒助阵，梁谷音昨晚特地带来一段

《离魂》【集贤宾】。“小花旦、大花旦、正旦、闺门

旦、刺杀旦，老师都能演得很好，这是我的目

标。”周亦敏对记者说道。小女孩常有公主梦，

演员也都希望站在舞台中央，而花旦有时并不

如闺门旦或武旦那样抢眼。而在与行当朝夕相

伴的日子里，周亦敏在花旦上找到

了更多认同感，“花旦在台上有特别

的魅力和吸引力，她很外放俏皮，内

心特别火热”。

“ 五 子 ”组 群 互 相 鼓
励，昆曲传承正青春

为了本次系列演出，上昆“五

子”最近几个月几乎将团里的排练

厅占满。五个年轻人还建了一个

群，谁在准备的过程中有了困惑、焦

虑，大家都会互相鼓励。“这是我们

团一个非常良好的风气，彼此支

撑。”周亦敏说道。“五子登科”系列

演出作为上海昆剧团的一项明星品

牌，为具备一定艺术积累的优秀青

年人才提供了集中展示自身技艺的

宝贵平台。自2009年首创以来，“五

子登科”演出季便牢牢吸引了观众

们的目光，映照出上昆数代青年艺

术家从成长到成熟的蜕变轨迹，见

证他们逐渐成为剧团乃至昆剧界的

中流砥柱。

昨晚，《清风徐来》专场接棒亮

相，倪徐浩带来昆剧“五独戏”之一

也是“俞派”传承剧目的《拾画叫

画》、融合南北两派风格的《雅观

楼》、昆剧冠生“三皇两仙戏”之一

的《迎像哭像》。巾生、武小生和大

冠生的代表作在一个晚上一气呵

成。今晚《洵源佳韵》专场，袁佳将

致敬授业恩师，以《亭会》之嗲而

纯、《断桥》之嗔而美、《瑶台》之怯

而真，表现昆曲闺门旦的“一体多

面”。7月20日《伟熠昆华》专场，

张伟伟将以《搜山打车》和《别母乱

箭》分别表现昆剧做工老生戏的深

邃魅力，和文武老生刚柔相济的艺

术效果。7月21日《瑜立婷婷》专

场，钱瑜婷将从武旦开蒙戏《扈家庄》，到从中

领略武戏文唱的《借扇》，再到积淀传承的《虹

桥赠珠》，回顾她昆剧武旦（刀马旦）满怀感恩

的成长之路。

“‘岁岁花前人不老’，昆曲传承正青春。”上

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表示：青蓝相继、薪火相传，

为青年演员搭建成长的阶梯，正是我们创立“五

子登科”演出季的初衷所在。期望未来有更多一

代又一代青年演员来到“五子登科”的舞台，展示

昆曲人的新风貌，不断迈上艺术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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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筱丽

随着AIGC生成大电影、微短剧陆续亮相，

AI成龙、AI霍去病、AI孔夫子等数字名人火了，

AI重塑视听新赛道也俨然是今年夏天的热烈

话题。

暑期档影片《传说》上映一周，围绕新片的

网络热议中，那个代表了AI技术在大银幕上新

突破的“AI成龙”占领了话题高地。几乎同一

时间，AIGC生成科幻短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

录》、AI短片《英雄》、AI短剧《山海奇镜之劈波

斩浪》、“AI+真人”相结合的剧情式微短剧《爱

永无终止》、AI科幻萌宠类微短剧《奇幻专卖

店》等集中上线；而一场《2024中国 ·AI盛典》更

将孔子、老子、韩非子、苏格拉底四位先哲“请”

来现场，共谈未来之路……

有意思的是，引发这波流量的主体不仅有

可灵等科技企业、抖音和快手这类互联网基因

平台，更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博纳影业等视

听产业中的传统“航母”。如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

专家曾毅所言，“在AI的加持下，许多行业发生

了革命性的变革，例如我们最熟悉的影视制作

和媒体传播领域”，AI与影视共生已是业界的

共同课题。

距离OpenAI推出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引

发“AI颠覆传统影视业”的讨论过去仅半年时

间，AI创造的未来已来。视听产业领军者们的

态度一致——先入局再破局。

植根传统，奇幻类短剧已成
    影视创作必争之地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部AI生成故事

片，《英雄》讲述了现实生活中烦恼自卑的小人

物在经历奇幻穿越后的人生改变。全片不足

14分钟，却向观众展开了一幅冷兵器时代的古

战场画卷，见识万马奔腾、热血激扬，及至英姿

勃发的“霍去病”。片中的角色塑造、环境空间、

场景建构等悉数由AI制作完成。

而作为电影界的头部企业，博纳在交出长

片《传说》同时，还同步推出国内首部AIGC生

成式连续性叙事科幻短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

录》，以未来科幻为视角，展开对三星堆与古蜀

文明的数字视听想象，让观众跨越时空界限，感

受古老文明的脉动。

包括两大行业巨头在内，这一批本土原创

AIGC生成内容几乎都选择了植根传统文化、中

国文明，以微短剧开道。为什么是短剧率先“吃

螃蟹”？创作者又为何不约而同锚定传统文

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有此判断：“如今，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时代与人工智能的

大时代相遇，将相遇提升为机遇，至关重要。”

由短篇起步试水，因为AIGC的核心在于

深度学习，需要输入海量的训练数据与算法模

型，进而生成与原始数据相仿或进阶的内容。

于本土创作者而言，无论是自主研发的AI生成

工具，抑或能同时驾驭AI生成工具与传统剪

辑、特效软件的人，都处于“数据输入”的学习阶

段。适逢短剧领域方兴未艾，在AIGC的创作

探索阶段，微短剧突出的“小而美”更有利于“降

本增效”。以传统文化为内容支撑，是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深沉的精神力量与浩瀚若星辰的魅力

号召，更是这个时代创作者的使命使然。

正因此，植根传统文化，奇幻类短剧已成

AIGC影视创作的必争之地。以央视频早些

时候上线的《中国神话》为例，“补天”“逐日”

“填海”“奔月”“尝百草”“治水”，每集一传

说，每5分钟就从场景到角色开启一个新“副

本”。这一过程，既包容了创作者与新技术工具

在尽可能多的设定中磨合，也借力神话传说缩

短作品与受众的共情空间。

从场景应用到影像叙事，人机
共创仍在等待真正升级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博纳影业董事

长于冬曾以“AI成龙”抛出电影《传说》的拓新

尝试：运用最新的AI技术，结合Deepfake（深度伪

造），经深度学习后还原出27岁的成龙，“那是真

正以数字人呈现的真人电影”。但新片上映至今，

无论是“AI成龙的演技”，抑或“数字人与真人合

作是否违和”，都遭遇观众不小的质疑。

“AI成龙”的境遇并非孤例。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戴清以《英雄》等几部AIGC生

成的微短剧为例，认为作品虽已在置景合成等方

面实现了技术性的突破，“但仍有实验性，尤其在

复杂的特效合成、人物脸部识别上还面临较大的

技术挑战，同时AI生成的内容存在机械化、角色

塑造偏向简单、场景构建上时而力有不逮等”。

有意思的是，一旦跳出电影、短剧等“讲故事”

的范畴，观众与网友变得“宽容”许多。“AI钱学

森”遨游太空，“AI先哲”上演“百家争鸣”，“AI兵

马俑”开唱华阴老腔，“AI大熊猫”畅游数字全真

栖息地……当受众事先预设了AIGC生成场景是

“假”的，当他们自动卸除对“以假乱真”的沉浸式

叙事需求，AIGC生成视听产品的评论区里便是一

致赞美。

《三星堆：未来启示录》的“同片不同命”更为

典型。作为博纳联合抖音共同出品制作的科幻短

剧，这部新作的技术暂列目前国内原创AIGC的

高水准阵营。已更新的几集中，一些宏大场景与

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国宝文物的造型令人眼前

一亮，镜头变化不输电影表现。此前，首都博物馆

以“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开启他们

“中华文明起源”系列展大幕。短剧《三星堆：未来

启示录》的出现，引参观者步入古蜀文明与现代科

技交织的想象力世界，得到大众好评——“用科技

魔术手让文物‘活起来’”。但转到线上，同样的短

剧作为剧情片登场，抱有“看故事”期待的网友一

边为数字技术再现的古蜀国赞叹不已，一边指出

“每两三秒就要切换一次场景”“画面不够连贯”

“数字人不够逼真”。

《三星堆：未来启示录》技术总监李康康表示，

该剧采用全流程AI创作，融合了大语言模型、变

化模型、文生图像、扩散模型、超分辨率技术、时序

生成等超10种尖端AI技术，但目前团队仍面临几

大技术挑战：高质量与高效结合的问题、人物角色

一致性的控制问题、画面一致性问题、动态可控性

问题等。换言之，角色的动作和口型精密度几何、

举手投足丰富性如何、眼睛能否传神、微表情是否

足够细腻连贯等，都决定了它能否直抵人心，从场

景应用的“配角”辅助功能，到能撼动观众情感共

鸣的影像叙事主角。

曾毅说：“当下是AI从通用大模型走向千行

百业的关键时期，是大力发展AI应用、真正让AI

推动新质生产力、创造价值的关键时期。”AIGC生

成视听产品要步入视觉叙事的未来，我们仍需等

待人机共创的真正升级，“但在永无止境的技术发

展路上，只有先跑起来”。

全流程    生成微短剧上线，数字人主演电影，  与影视共生已是业界共同课题

  重塑视听新赛道？先入局再破局

■本报记者 王彦

“华人之光 ·

芭蕾明星GALA”

今晚将在上海国

际舞蹈中心大剧

场举行首演。

（演出方供图）

上海昆剧团六旦（花旦）演员周亦敏《敏 ·行》专场为系列演出打响头炮。 (演出方供图)

▲电影《传说》海报。

 《三星堆：未来启示录》视频截图。

▲短剧《英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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