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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视频、微短剧、网络平台高分剧

集等赛道瓜分电影观众的周期中，电影

产业发展危机从今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数

据中可窥一斑。影院作为现代性文化大

容器，如何在多屏分众时代纳新，实现生

存和发展升维，最大化实现经济、社交和

公共文化功能，是时代抛给现阶段发展

的真问题。

笔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以《只此青

绿》《永不消逝的电波》《新龙门客栈》《泰

勒 ·斯威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为代表

的舞台作品改编电影相继亮相院线，有

的甚至以高分领跑口碑榜，成为剧影联

动大胆尝试的靓丽风景。这些小众题材

和跨媒介改编文本的出现，呈现出观众

偏好和参与性互动的诸多可能性，具有

电影分层、分众互动消费的新特征，或许

能为貌似进入了下行周期的电影产业带

来启发。

青绿腰 ·具身式：
古画、舞剧、电影

的卷积生成

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最亲密，戏曲、舞

蹈和电影关系也是历史悠久。但从古画

到舞剧再到电影的改编案例并不多见。

目前《只此青绿》有舞剧巡演版、银幕电

影版，今后还将推出旅游演艺版本、海外

国际版本等。走过舞台、电视、游戏和电

影的全媒介链路，可谓是智能时代文旅

市场消费的新宠，更是位列国庆档10部

上映电影中豆瓣评分之最。

舞剧到电影最大的困难在于思维的

转化，演员们需要调整表演尺度，以适应

电影镜头拍摄要求。其次导演需要与后

期视效工作人员沟通，达成舞蹈柔美力

量与影像视觉的合一。最后回到“青绿

腰”动作形态的创新，创造性地发展了中

国古典舞蹈的既有动作，丰富了古典舞

体系动作形态。青绿腰动作，极大地挑

战身体控制极限，对练习者静力性肌肉

控制能力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但观众模

仿这个动作的热情是巨大的，具身性参

与互动的热情，提升了舞剧和电影传播

的原动力。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具身式

审美令人震惊，体现在谍战题材故事

元素的挖掘，对阁楼、电梯、报社和裁

缝店场景戏的紧张感塑造是极为成功

的。其次是在大舞段中把旗袍舞蹈的

极致韵律，通过光影铺设和镜头移动

体现出来。经历从电影到舞剧再到电

影的传奇，舞剧电影版以历史黑白纪

录片、舞剧大舞段和上海弄堂实景镜

头三种方式结构电影，极大地尊重舞

剧IP创作。

笔者在点映现场和导演访谈环节得

知，电影中的部分声音是采集自老上海

弄堂原声基础上制作的，在震惊于创作

团队的匠心和用心之余，还了解到导演

团队十分珍视和骨灰粉互动的反馈信

息，体现了网络时代主创对观众观影意

图和体验给予足够的重视。

侠义情 ·环境式：
哼着越剧唱腔，重

塑高沉浸体验

看到银幕上越剧版的《新龙门客

栈》，年轻观众沉浸式坐在T型舞台两

侧，演员的唱念做打就像是模特走秀，第

四堵墙在一扇门开合中被打破，观众和

演员一体化沉浸，可以看到年轻观众在

越剧哼唱中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憧憬。

作为对越剧介入不深的笔者而言，

理解年轻人文化消费的变化，是在影院

这个空间中完成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生活方式和日常消费行为。在硬科技和

软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越剧传统戏

曲和科技融入生活的期待通过越剧电影

消费来可视化。好的电影文本具有用户

友好性特点，空间与环境的友好，精神需

求满足上的友好。让观众体验生活在别

处，这个别处就是剧场，就是影院，走出

家庭来到剧场和影院探索生活，这才是

业界和影院经营方希望看到的。

武侠题材的《新龙门客栈》，侠义情

是人物深度关系的粘合剂，人物情感主

要通过唱腔唱词来抒发，辅之戏曲身段

和行动，为年轻观众提供强情绪价值。

越剧电影作为戏曲电影在电影史上有很

多成功的案例，但让观众进入镜头，沉浸

越剧舞台两侧，与演员一体互动的拍摄，

还是第一次。

重塑观众高体验的环境式越剧电影

是近年来探索的新类型，对于电影类型

的拓展和传统文化的弘扬来说是具有探

索勇气的，也是新国风时尚的缔造者。

多个文艺团体尝试此类创作的初衷是希

望为电影类型的多样化作出贡献，传承

和弘扬传统文化。戏曲电影作为记录电

影，以前更多归属于歌舞片类型。智能

时代的戏曲电影是否可以有更多样化的

呈现，是创作者思考的重点。这样的创

作冲动是以越剧文化为依托的。电影是

突破时空的艺术，力求用光影定格年轻

越剧演员的青春激情和展现的华彩瞬

间。在电影市场化的背景下，更具话题

性的题材往往更受关注。但此类小而美

的戏曲题材，一定会有喜欢它的观众。

正是这种特别的存在，才构成了电影艺

术的百花齐放。

体育场 ·怀旧式：
成功的演唱会电

影需要专业化制作

演唱会电影的巨大商业潜力在迈克

尔 杰克逊时代就显露，不止于此，还能

体现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等软实

力指数。2024年3月，电影《泰勒 ·斯威

夫特：时代巡回演唱会》取得了全球2.67

亿美元、内地累计超过一亿人民币的票

房成绩，超过《迈克尔 · 杰克逊：就是这

样》保持的纪录，成为全球票房最高的演

唱会电影。

2009年，《迈克尔 · 杰克逊：就是这

样》在内地获得了4830万元的高票房。

受该片启发，作为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

的摇滚乐团五月天乐队先后在2011年、

2013年和 2019年上映了演唱会电影

《追梦》《诺亚方舟》和《人生无限公司》，

票房最高超过4000万元。除了五月天

乐队，邓紫棋、王力宏、郎朗等都推出过

现场演出的电影版，但票房收效远不及

演唱会本身，邓紫棋电影版《一路顺风》

只收获307万元，而郎朗《热情奏鸣曲》

仅收获7.4万元。

反观今年泰勒 ·斯威夫特演唱会傲

然业绩的背后，是明星团队对舞台效果

和场馆表演模式的精心打磨，是经历一

场场世界巡演后经验的累积，更是对VR

技术让观众可以沉浸式、不限次数反复

观看等新技术开发的赋能结果。

国内的演唱会市场在疫情后爆发，

线下演唱会强势回归。线下演唱会变现

快，消费者分级分层特征明显。据灯塔

专业数据统计，2024年截至10月9日，我

国 演 出 市 场 票 房 170.65亿 元 ，期 中

158.45亿元是由音乐市场贡献的。以地

区划分，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四川位

列前五。演唱会消费上升趋势是可见

的，但演唱会电影的跟进则显得敏感度

和投入度不足。其中原因复杂，但电影

界对此领域关注不足是肯定的。演唱会

电影是弥补线下观众触达不足的有效路

径，影、会联动让歌迷有机会感受，然后

吸引后续的参与。大麦网显示周杰伦、

陈奕迅、林俊杰、张杰、邓紫棋、刘德华、

张学友等都是演唱会追捧热度较高的明

星。其中周杰伦演唱会热度一度影响腾

讯音乐美股的走势。

本文所列举的这几部电影，突出特

点是观众偏好属性突出，属于兴趣驱动

的产品，具有分众产品的典型特征。

越剧等戏曲领域，观众历来有戏

迷、票友等分类，普通戏迷和票友是不

同等级的爱好者，是有分层划分序列

的。《只此青绿》也一样，偏向于对传统

山水画和舞蹈爱好者或新国风爱好者

更有吸引力。舞蹈爱好者中有能做青

绿腰的舞者，也有不能挑战的爱好者，

但大家都想观看参与后试一试。对于

演唱会电影迷来说，怀旧的理由各不相

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某一首

歌，在某一个时间点曾经击穿他们内心

的某个痛点，至今记忆犹新，所以至今

还很怀念那一刻。

这一类分层分众电影，如果在软硬

件条件具备的前提下，是可以成为消费

不振情况下电影类型拓展的新方向的。

智能时代的电影产业，生存与发展与消

费环境关联更是凸显，具体是积极的关

联还是消极关联，要看产业同行在发展

思维、行动力等维度的尝试是否充分。

舞台作品改编的电影是二次创作，但一

定是因为一次创作的成功才有了后续的

电影化改编。暂且不论这些作品是否属

于“后电影”，在短视频和微短剧横行时

代，观众观影习惯的维持，是需要业界和

学界想尽办法解决的问题。只要电影能

吸引观众进影院这个容器，一切的化学、

物理反应才可能发生，电影和其它艺术

的关系才可能生成。

（作者为澳门科技大学博士）

多屏分众时代歌舞电影的重塑与启示
陈雪飞

张岩

在刚刚收官的电视剧《大海道》中，

焦俊艳扮演的沈笛是一位从外地到哈

密、从事文旅策划运营的创业青年。这

一职业设定，使得方方面面的人物通过

她而彼此交织起来。在这个角色身上，

观众既能感受到熟悉的、专属于“小焦”

的真实与自然，又可以看到“沈笛”身上

洋溢的生命力与青春色彩。演员与角

色共情共生、相互映照又彼此成就。

很长时间里，焦俊艳都被称为“剧

抛脸”。这当然与她五官不算明艳有

关，但更是对她“演谁像谁”的褒扬。在

表演这条路上，焦俊艳先破后立不设

限，一次次将自我揉碎沉入到表演中，

厚积而薄发，展现了年轻女演员成长路

径的更多可能。

焦俊艳自小喜欢下象棋，在家时常

和父亲对弈。在她眼中，人如棋，世如

局，一步看三步的前瞻和谋略，通晓敌

我的全局和视野，既是棋局的魅力，也

是人生的智慧。她曾在采访中谈及：

“马跳日，象走田，每个棋子都有它自身

的局限”。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的清

醒也体现在她的自我选择中。

小卒一去不回还：砥砺向前

2005年，18岁的焦俊艳进入北京电

影学院表演系学习，却因老师的几句玩

笑话而怀疑自己是被“误招”的。彼时，

同班同学杨幂凭借《宫锁心玉》中的洛

晴川一角大受欢迎，袁姗姗因饰演《秦

香莲》的女主角获得南方盛典最佳新人

奖。焦俊艳认为自己既不好看又没经

验，如“小卒”一般发展受限。

“卒”在象棋对弈中，没有选择，唯

有勇敢冲锋、不断向前。四年时光没有

为焦俊艳书写出逆袭的神话，她只能暗

自努力，等待时机。

恰逢此时，经纪人王京花看到了焦

俊艳的潜质，决定以王珞丹、白百何为

模板，将她打造成观众喜爱的“流量小

妞”。毕业即签约，如同硬币的两面。

成熟的商业运作和资源倾斜，能为初入

圈的演员迅速打开局面、获得曝光；但

新人作为市场的工具，在剧本选择、自

身定位方面也鲜少有分辨力和话语

权。焦俊艳开始频频出现在都市向影

视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角色是外企总

监杜拉拉（《杜拉拉之似水年华》）和阳

光少女谢小秋（《遇见王沥川》）。前者

让她饱受争议，一度迷茫无措；后者则

成功出圈，成为很多年轻人心中的现代

言情经典。

《杜拉拉之似水年华》里，她如大部

分职场剧女主般努力地表演一种精英

感，力求干练与深邃。可一不小心，25

岁的青涩就会从她的笑容里闪现。同

样是杜拉拉，徐静蕾通达、王珞丹直爽、

谢楠睿智。相较之下，焦俊艳的表现确

实乏善可陈。这一度让她感到迷茫：自

己究竟适不适合演戏？怎样才算一名

好演员？

《遇见王沥川》的拍摄紧随其后，焦

俊艳对“杜拉拉”的遗憾和不甘与“谢小

秋”的倔强、执着巧妙融合。从剧作角度

看，纯善灰姑娘与贵族病公子的虐恋故

事本就吸引人，典型的偶像剧女主也容

易被观众喜爱。甜时笑眼明媚、虐时悲

痛落泪，角色扁平，焦俊艳的表演也很直

白。恰巧，谢小秋需要这种直白。自我

和角色交织间，人物显得真实生动了。

象棋的棋盘中间有道分界线：楚河

汉界。“卒”没过河，就只能稳步向前、一

步一格走直线。焦俊艳在毕业后的五年

里，踏踏实实地参演了20多部影视作

品，有大女主，也有小配角，但始终不温

不火。如何破局，成为她要面对的重要

课题。

小卒过河顶大车：转型蜕变

《遇见王沥川》在拍摄四年之后才

得以播出，当大家看着谢小秋找寻焦俊

艳时，剧中的甜妹已然不见，她剪掉了

一头长发，剥离了一副不合身的“甜妞”

骨架。短发的她不再粘假睫毛，也鲜少

画眼妆，白衣牛仔地再次走向观众，意

外获得了“好看”的评价。

小卒过河顶大车，外型的改变为焦

俊艳带来了辨识度，也赋予了她新的表

演张力和角色宽度。

《法医秦明》

是她转型时期的

代表作，剧中的

李大宝机敏又果

断，被观众戏称

为“抗抑郁的快

乐源泉”。这不

仅是因为人物设

定，也源自焦俊

艳松弛的表演。

社 会 学 家 罗 伯

特 · 帕 克 认 为 ：

“人”这个词，最

初的含义是一种

面具，这面具是

我们不断努力去

表现的角色，也

是我们想要成为

的真正自我。李

大宝的浑然天成

离不开焦俊艳戏

外的自在，她找

到了一种更舒服

的职业状态和自

我定位。当彼时

的“小花”们还在

古偶玄幻、现代甜宠作品中追求“美”

“仙”和“少女感”时，焦俊艳已转身成

为“飒”“真”和“少年感”的代表。

然而，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

电影《陆垚知马俐》中，焦俊艳饰演一位

金色背头酷女孩方灰灰，出场时制造了

暴力强吻男主的视觉“爽感”，获得爱情

后却只剩谢小秋式的可爱。割裂的性

格色彩让人物失去了原本的张力和可

信度。

焦俊艳希望短发的自己能有机会

表达更多独立、有个性的现代女性角

色。实则，外在形象的改变只能为转

型提供契机，丰富的经验和阅历才能

助她真正地通往理想角色。即便如

此，我们仍欣喜地看到了年轻女演员

的自我探寻和勇敢蜕变，也深信过了

“河”的“卒”必将更加势不可挡。

一车十子寒：自在生长

过河之卒似车却非车：卒只可进、

不可退，车纵横进退、攻守自如，棋谱中

素有“一车十子寒”之说。焦俊艳这几

年在专业上的精益，让她的表演层次愈

发深厚，技法与心法相得益彰。

《麓山之歌》中，焦俊艳认真练习电

焊技术，亲自开挖掘机，只因金燕子就

是如此。拍摄期间，她的脸被电弧的紫

外线灼伤，索性就无妆素颜完成了后面

的表演，力求人物的真实，体现出对角

色的尊重。于焦俊艳而言，向外打开式

的表演是她熟悉的，向内生长的角色则

更具挑战性。

在《我们这十年 · 一日三餐》里，焦

俊艳与实力派演员侯勇搭档演绎父

女。她的表演接得住老戏骨传递的沉

静气韵，游刃有余和人情练达在她素净

的脸上毫无违和，俨然没有了杜拉拉时

期的青涩和用力。无论是与父亲的争

执和怄气，还是对父亲的关爱与疼惜，

焦俊艳的表演始终是克制而内敛的，如

清泉缓流入心。

时间和经历将一个有潜质的演员

打磨得深刻，那些曾经的不谙世事，最

终被沉淀为一种圆融、宽广的力量。《大

海道》中的沈笛逐梦也逐利，看似精明

洒脱，实则柔软善感，在处世与为人的

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女性的、柔韧中的刚

毅，这与剧中男性角色的硬朗、冲动却

脆弱形成了反衬与互补，使得大海道年

轻人的群像更加立体和丰满。

沈笛的出场与十年前《新编辑部的

故事》（焦俊艳参演的首部电视剧）中的

欧小米有相同的场景：摩托车自远处疾

驰而来，焦俊艳跨步下车，摘下头盔。

曾经的欧小米深具都市感，她皮衣长

靴、妆容精致，慢镜头下甩一甩柔顺的

栗色长发，摇动手中的车钥匙；沈笛则

更加直接地进入叙事情境，她摘下头盔

后快速甩动短发，没有刻意地回眸与停

留便问话“老三，什么情况啊”，让观众

立刻感知到她的干练和飒爽。这种

“飒”不是源于外部特征，是来自生活锤

炼过的决然，它不再依靠符号化的肢体

语言去表现，而是融于演员情态与一系

列贯穿动作中。阳光下微蹙的眉头、睁

不开的双眼和阴影下的法令纹，都让人

物和场景真实可信。

从最初迷茫无措、备受质疑到后来

自我转型、寻求突破再到今日笃定自如、

收获肯定。一路以来，焦俊艳对自我与

角色间的边界和距离反复试探，试图找

到一种彼此适应、相互助益的生长关

系。她的自知和自觉越清晰，对角色的

表达就愈加自如和自信，能够从“努力地

塑造角色”到“松弛地与人物相融”。这

份松弛是她内生出的幸福感，这种成长

是一个个角色给予她的。正如斯坦尼斯

拉夫斯基所言：“艺术的真相很难描绘，

但也不是无法企及。当它与艺术家合二

为一，与观众融为一体的时候，艺术会更

加让人愉悦，更能深入人心。”

诚然，“自如”会成为演员的舒适

区，“合适”也可能变成选角的安全牌，

新的课题已然显现。一部剧给予演员

的表达宽度可能是有限的，但演员终其

一生对自我与角色的探索是无尽的。

下一个十年，我们期待过河之“卒”历练

为真正之“车”，能入战场，亦可归家，进

退有度，自在生长。

（作者为传播学博士，影视评论人）

焦俊艳：时间和经历会将演员打磨得深刻

以《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代表的舞台作品

改编电影相继亮相院线，成为剧影联动大胆尝试的靓丽

风景。左图为电影《只此青绿》剧照，下图为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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