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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演员弗洛 ·卡利引吭高歌，以一首法语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中的《大教堂时代》燃爆全场。昨天，上海

文化广场携手中外艺术家共同开启十三周年庆典，奉上

重量级音乐剧演出、特别版剧院导览及SCS音乐剧合唱

团快闪音乐会、SCS放映室等一系列活动。“希望在新的

旅途中与伙伴们同行，不断丰满剧院的定义，进而融为

别样的艺术体验。”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说。

近年来，上海文化广场关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并结合行业需求不断尝试探索剧院数字化转型与发展

方向。现场，文化广场发布了“数字资源共享平台——

演艺场景智能化分析系统”建设最新进度。这一首创

平台通过大语言模型、推荐模型、回归分析模型和座位

价值模型与演艺行业的融合应用，智能化输出“一剧一

座一价”，可以看见每一张票承载的个体需求和期待，

提升产业链核心效能和剧场生产运行水平。

共筑艺术发生场

昨天，四场特别版剧院导览向大众展现了一个更

开放、更亲切、更丰盛的文化广场。每一场参观路线都

与众不同，主讲人由此分享与剧院的故事，回眸共同度

过的岁月。自2011年正式运营以来，上海文化广场坚

持“专业、开放、创新”的运营思路，努力建设国际一流

的高品质文化设施，在“亚洲演艺之都”的建设中发挥

积极作用。

剧场杂糅各种元素，无论当代或传统、本土或外

来，都在这个场域彼此对话。今年，文化广场以德语原

版音乐剧《伊丽莎白》音乐剧版音乐会、法语原版音乐剧

《巴黎圣母院》作为十三周年庆典演出，为申城观众带来

39场视听盛宴。线下活动琳琅满目，线上舞台别样精

彩。文化广场推出“SCS放映室：海内外原版舞台作品线

上展映”栏目，上线哔哩哔哩平台，为更多受众提供触达

世界戏剧舞台最前沿作品的契机。德语原版音乐剧《罗

宾汉》作为“SCS放映室”的开栏剧目，将于今天首播。

在引进海内外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的同时，上海文

化广场还注重扶持孵化本土原创。作为音乐剧创制及

爱好者之家，占地1500平方米的上海文化广场音乐剧

中心于去年启用，集合创排空间、共享办公室、录音棚、

资料室、采访室等丰富空间，成为原创音乐剧的“实体孵化器”。迄今

已有18家机构入驻中心，涵盖专业戏剧制作公司、文化创意公司、个

人工作室、艺术教育机构、餐饮服务企业等。剧场融合纷杂情绪，不同

的人生梦想和灵感碎片，都在舞台的光影里彼此照亮。

共创数字新赛道

在当前数据资产日渐丰富的基础上，上海文化广场把目光瞄准

构建深挖数据价值、激发数字能效的平台建设，推动传统剧院行业生

态发展的全新尝试，并将以科学创新、开放共享的姿态稳步推进。“数

字资源共享平台——演艺场景智能化分析系统”研发可发展、易推广

的演艺大数据应用与分析模型，共筑演艺行业数字化转型新目标，共

创剧场大数据应用新赛道，共享数据价值和产业链智能升级新模式。

据介绍，该平台具有多重复合功能：一是采用大数据分析和数据

挖掘技术，实时分析市场供需、洞察观众购票行为，构建符合演艺市

场规律和观众价值感知的标签体系；二是研究与演艺市场特点紧密

契合的智能分析和定价算法，形成一套科学化的定价模式；三是通过

AI模型与实时数据的结合，预测青年受众对在场文娱产品的需求、

消费趋势以及受众画像，赋能产品战略并提升市场预见性。

目前，上海文化广场注册会员逾60万人。未来，剧院会员体系

将把升级通道扩充为“消费+现场参与”的双驱成长通道，为每一位

热爱艺术的观众提供更加丰富和多元的体验。“我们将努力建设成为

具有审美力和更广泛影响力的音乐剧产业发展风向标，有核心价值

表达、绽放文化魅力的艺术阵地，互惠共生的全产业链复合型文化空

间，成为广大市民享有多彩文化生活的‘人民的文化广场’。”费元洪

表示，剧院坚守“为观众选好戏”的初衷，秉承“以音乐剧为主，时尚经

典艺术为辅”的艺术定位，为观众呈现多元的时代审美与艺术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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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已过去快40年，当代越剧表演艺

术家韩婷婷依旧难忘恩师范瑞娟长乐路家

里的那一口嵊州花生米和榨面——“每当吃

上老师的家乡美食，就意味今天的课就上到

这里了，那滋味至今想来犹在舌尖、心上。”

在纪念越剧范派宗师范瑞娟诞辰100周年

的日子里，韩婷婷再次忆起历历往事。

昨晚在朵云书院 ·旗舰店，韩婷婷与著

名作曲家何占豪、青年舞蹈家王佳俊等举行

了一场特别分享会，会上推出其新创作的三

首越剧开篇：《爱竹之人人似竹》灵感来自范

瑞娟喜爱的竹子，表达一个学生对恩师的思

念与缅怀；《对话苏轼之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

有》以文豪苏轼的词佐以越剧范派唱腔，用

经典致敬经典；《对话苏轼之江城子 ·乙卯正

月二十日夜记梦》让越剧“梁山伯”遇见苏轼

的“十年生死两茫茫”……

从越剧启蒙到一生所爱

“老师在我的生命里太重要了。”回想起

宗范派的历程，韩婷婷认为这是命运早早就

注定的事。韩婷婷出生于京剧世家，因为年

龄与上海戏校京剧班的招生错位，便决定试

一试越剧。抱着“看看越剧是什么样”的心

态，17岁的韩婷婷走进大众剧场，那晚上演

的正是范瑞娟的代表作《打金枝》。“这个小

生嗓音宽厚洪亮，太潇洒了！”就这样，范派

成为韩婷婷的越剧启蒙。抱着对越剧的仰

慕和懵懂，她考入越剧班，40多年的越剧生

涯就此开始。

进入戏校，韩婷婷学的是花旦。一段时

间后，有老师提出，浓眉大眼的她更适合唱

小生，可以考虑换行当。“小生和花旦的发声

方式非常不同，当时压力很大。”初学范派，

韩婷婷把一个录音机放在床边，反反复复地

听范瑞娟的磁带，模仿每一个细微的运腔。

这样的勤奋也为韩婷婷日后出演大量新编

戏打下了基础，“范派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1984年，经由虹口越剧团的推荐，韩婷

婷正式拜师范瑞娟，也成为得到范瑞娟艺术

指点最多的学生之一，进步迅速。同年，韩

婷婷参加备受关注的第一届江浙沪越剧演

员电视大奖赛，凭借范派《梁祝》和《打金枝》

崭露头角，收获了大量戏迷的关注和喜爱。

在韩婷婷眼里，范瑞娟是个严格且严肃

的老师，“每次进老师家，我都会紧张”。范瑞

娟教《梁祝》，不仅细抠眼神、步伐，还会深入

到心理活动。“老师告诉我，角色的每一步路

都有内心独白，每一个抬腿都有心理暗示。”

迈开步子发展的流派

虽然是严师，但范瑞娟有着开放自由、

兼容并蓄的艺术观念。“老师不会拽着学生，

一味地要求学习范派。”《三世奇缘》与《沈园

绝唱》两出戏便是最佳的例子。上世纪90

年代，虹口越剧团要排演新戏《三世奇缘》，

新编戏加上前卫的穿越题材，让韩婷婷有些

打退堂鼓。没想到，范瑞娟看了剧本，鼓励

韩婷婷“重在参与”，挑战一把，甚至建议步

子迈得还可以再大一些。

剧中，韩婷婷要饰演三个不同的小生形

象。“老师特别注重人物塑造，她预见到这部

戏会让我成为一名成熟的演员。”凭借《三世

奇缘》，韩婷婷捧起第四届“白玉兰”戏剧表

演主角奖。“颁奖结束后，我找到老师，她非

常非常开心，送了我一束花。”那天师徒间的

喜悦和心心相印让韩婷婷至今难以忘记。

年届七旬时，范瑞娟决定将一生钟爱的

《沈园绝唱》搬上荧屏。范瑞娟提出，希望韩

婷婷为自己配唱，这也直接催化了日后《沈

园绝唱》舞台版本的诞生。为电视剧配唱

时，韩婷婷尽力模仿范瑞娟年轻时的嗓音状

态。到了韩婷婷主演《沈园绝唱》时，范瑞娟

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我的年龄已大，嗓音有

局限性，你在台上一定要按照你的嗓子条件

来唱。”得到老师的应允，韩婷婷有了底气，

何占豪受邀操刀，为《沈园绝唱》重新谱曲。

最终，《沈园绝唱》登上中国大戏院，连演半

个月，受到戏迷的追捧。

在恩师辞世前最后的日子里，韩婷婷曾

带着自己的学生前往医院，是探视，也是仰

望。范瑞娟严谨认真、创新发展的戏剧精神

深刻地影响着韩婷婷和后代学子们，督促他

们身体力行地让越剧跟上时代的脚步。“范

派是拥有宽广视野的流派”，在剧团演新戏、

在戏校教新人、制作交响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再到如今推出越剧开篇，韩婷婷与范

派的故事未完待续。

纪念越剧宗师范瑞娟，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韩婷婷推出越剧开篇

“范派已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本报讯（记者许旸）2023年我国数字
出版产业全年收入达16179.68亿元，同比

增长19.08%。其中，互联网广告、网络游

戏、数字音乐排名收入前三；截至去年底，

网络文学读者规模达5.37亿人，为历史最

高水平；我国电子书收入达73亿元。9月

21日在海口开幕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数

字出版博览会上，《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中国

数字出版——2023—2024中国数字出版

产业年度报告》披露了一组数据。

报告分四个部分：中国数字出版产业

新规模、新发展、新路径、新趋势。报告指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网络文学、动

漫、网络游戏等网络文化形态的重要主题

元素。数据表明网络文学规模体量进一步

壮大：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600万部，其

中年新增作品约200万部；中国网络文学

创作队伍有超2400万名作者。

短剧成为网络文学IP改编的新方向，

也成为多家网络文学企业布局的新赛道。

当年新增微短剧改编授权约800部，同比

增长46%。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授权总数

超3000部，动漫改编授权总数5000余部。

网络文学中的科技科幻题材有一定涨幅：

全年新增科幻题材作品约25万部，同比增

长15%。

2023年网络文学海外市场收入超40

亿元，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全球

200余个国家及地区。其中Z世代成为主

要受众群体，占比达80%。多个海外网络

文学App产品日活超10万，部分超百万。

截至2023年末，各海外平台培养海外本土

作者近百万，海外原创作品超过150万

部。AI技术在助力网络文学出海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我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海

外销售收入为163.66亿美元，保持了连续

四年超千亿元的好势头，多方协同推进实

现数字版权保护取得新突破。

报告指出，互联网期刊、电子书和数字

报纸的总收入达113.89亿元，同比增长

8.56%。通过数字化手段，传统书报刊得

以更广泛传播，满足了读者多样化阅读需

求。新兴板块发展势头尤为强劲。

网络动漫收入为364.03亿元。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字阅读、动画、影

视、音乐、新闻、数字教育、直播、社交媒

体、会议等领域和场景都具有良好前景。

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业中已实现了全流

程、全产业链应用，多家出版单位将

AIGC列为布局未来产业的重点。虚拟数

字人成为构建数实融合场景的重要入口。

从功能划分上来看，虚拟数字人可分为内

容数字人、功能服务数字人和虚拟分体数

字人，虚拟数字人在数字阅读、数字音

乐、游戏、电商直播、新闻播报、文旅、

广告、会议会展等领域和场景得到了初

步应用，且其应用场景仍在不断拓展。

虚拟数字人也将作为版权产业链中重要

一环，进一步释放数字版权价值，为数

字内容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    —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发布，网文读者达5.  亿人

数字出版产业去年收入超1.6万亿元

“院士爷爷喊我小朋友欸！”短视频上

一声“小朋友”，拉近了知识普及的距离。

近期，从白发院士到青年学者，纷纷入驻抖

音，更有鲜为观众所熟悉的“冷知识”不断

出圈。年近9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

向网友们科普化学“魔法”，中国科学院院

士刘嘉麒被网友爱称为“火山院士爷爷”，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化身“公众

考古第一人”，重庆大学的“娃娃脸”教授勾

茜用新视角普及星际化学。

最新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

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50亿人，占网

民整体的95.5%，短视频平台用户规模、

使用时长稳步增长。网友与知识类短视频

“双向奔赴”，平台算法功不可没。上海理

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

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基地研究员夏德元认为：“算法构建了知

识生产—消费的新范式，不仅在知识生产

者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精准连接，还超越

了网页时代‘超文本’‘超链接’的模

式，用算法揭示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大

有使知识‘零食’日益变成‘正餐’、睡

前‘读物’逐步晋级为‘教材’之势。”

算法助推“冷知识”变火热

弦理论，作为理论物理的分支学科，确

实有“高冷”之姿。但拥有120万粉丝的

“弦论世界”博主、重庆大学副教授周思益，

用最基础的物理学概念作切入口，原本高

深的知识就在云聊天中传递出去。不同文

化背景的网友纷纷留言“看完大概知道怎

么回事，并且产生了一种弄懂它的强烈欲

望”，有人看完一条“宇宙速度”的视频后仍

觉得不解渴，找来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

论》阅读。记者发现，周思益的博导、香港

科技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王一也在抖音上

“研究宇宙”，师徒两人经常在科普世界隔

空互动。此外，还有哲学、量子隧穿、真空

灾变等各类冷门知识内容在抖音遍地开

花，网友频频追更。

为何冷门知识正在短视频平台上变得

受欢迎？算法推动知识传播的“开源”与

“引流”，精准有效的内容分发，让冷门内容

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人。对于视频而言，受

众规模如“滚雪球”般越来越大；对于受众

来说，相似赛道的系列视频也会不断出

现。此外，更有便捷的主动搜索、热门推

荐、用户分享等算法机制，观众从不同渠道

汇聚而来，让那些原不为人所知的冷知识

重新沸腾。

算法为视频创作者提供了更清晰的用

户画像，也影响着科普的创作方式。从“超

硬核”到“软科普”，再到同网友们分享学术

见闻、博物馆游览以及同行聊天，周思益在

同她的科普“小朋友”们不断磨合，她曾说

“之前大家说我做视频比较硬核，那今天我

来讲一个特别简单的概念，只要懂勾股定

理便能弄明白”。武汉大学教授苏德超讲

哲学，也会关注听众的反馈，选择从热点

议题导入。夏德元认为：“抖音等视频平

台不仅激活了人们的求知欲，也为知识普

及提供了方便。换言之，新媒体平台既创

造了新的知识消费者，也创造了新的知识

生产者。”

用户互动不止于“云课件”

知识类短视频，成为网友们人手一份

的“云课件”。《2024短视频平台共创知识

传播新生态报告》显示，短视频已成为学

校、书本、线上课程平台、中长视频等途径

之外的一大补充学习渠道。然而，用户的

获得感并不止于此，评论区中有人表示认

同，有人认真提问，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讲

段子，学术权威不是唯一的发言人，“云课

件”也在互动中不再“吃灰”，进一步推动知

识类短视频“活”起来。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聂影把迪士

尼景观设计的“把戏”送到台前，网友们纷

纷翻出自己去迪士尼乐园的真实经历并表

示“恍然大悟”，评论过万条；金涌院士讲解

战机弹孔背后的反向思维，评论区中对“幸

存者偏差”讨论得不亦乐乎；刘嘉麒院士为

网友介绍“点石成金”的玄武岩纤维材料，

有人分享出在夏威夷拍摄的“绳状熔岩里

的纤维图”。知识的细节，在专业讲解与反

复讨论中更为生动。而在这一过程中，评

论、发图、关键词二次搜索等入口在平台中

随处可见，网友的每一次行动都在增加着

话题热度，“云课件”的活力也更加可视化。

真正地介入生活，往往是受欢迎的知

识类短视频的特点。以专业视角探讨人们

真正好奇的内容，并为众生提供了交流甚

至表演的舞台。除了知识本身，讨论相关

专业的从业与发展问题，为网友扫除更多

盲区。听过许宏对考古学的讲述，有人觉

得“考古人和名侦探柯南很像”；勾茜介绍

“星际化学”的专业发展，很多第一次听说

的网友表示“星际争霸真是拭目以待”；而

白发院士们“择一事，终一生”的态度也引

发网友的广泛共鸣。

院士教授入场科普，经常有人疑惑，普

通人也能感受高深专业之美？短视频式的

知识普及是否有效？在苏德超看来，知识

普及很有必要，学科欣赏不分高低。“一个

学科能够传播的部分，不一定深刻，但一定

对于这个学科非常重要。人文学科的社会

应用，就是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心灵，让我

们感觉更好一些。在不影响大学工作的前

提下，适当做一些普及交流，是一件很有价

值的事情。”

算法激活知识类短视频的传播，更是

激活了平台中的“人”。但是这对用户能否

“善用”算法提出了挑战。夏德元认为：“用

户了解算法的运行机制后，可以通过特定

的行为模式来影响平台为他们推荐的内

容。核心在于‘行为反馈’，即通过日常互

动、搜索、关注等行为，逐步引导算法提供

更符合个人兴趣的内容流。”

算法加持，知识类短视频“活”起来

■本报记者 宣晶

白发院士、青年学者纷纷入驻抖音，鲜为观众所熟悉的“冷知识”不断出圈。从左至右分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重庆大

学教授勾茜、重庆大学副教授周思益、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

韩婷婷在朵云书院 ·旗舰店与著名作曲家何占豪、青年舞蹈家

王佳俊等举行分享会。 祖忠人摄

德语音乐剧

《罗宾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