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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话剧艺术如何传承与创新
——北京人艺上海驻演主题研讨会摘编

   版 · 文艺百家

唯美主义的“一只水晶球”
——纪念奥斯卡 ·王尔德诞辰   周年

   版 · 经典重读

在上海，她们为女性赢得艺术荣耀
“因为这里是新兴艺术的集中点”

   版 · 艺术

在城市的繁华脉络中，社区宛如一个

个微观的宇宙，承载着居民的生活百态与

情感记忆。文化艺术的介入，不仅重塑了

社区的情感纽带与社会互动模式，更催生

了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微观文旅。

它以小众化、特色化、体验化为旗帜，在有

限的社区空间内，挖掘文化内涵，提供个

性化服务，为游客开启了一扇深入体验地

方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窗户。

微观文旅，作为社区文化旅游的创

新演绎，打破传统旅游的大众性与粗放

性，精准定位小众市场。社区居民的深

度参与是其灵魂所在，从文化传承到旅

游服务，居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得以充

分发挥，形成了社区文化、社会与经济共

生共荣的良性循环。

这种新型旅游模式的兴起，得益于

文化艺术在社区空间中的深度介入。文

化艺术如同黏合剂，将社区的历史、生活

与居民情感紧密相连，使社区从城市的

背景板中脱颖而出，成为充满魅力的文

化体验场与旅游目的地。它不仅提升了

社区的文化品质，更以文旅融合的方式，

为社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成为社区可

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海内外应用案例：
微观文旅的多元

实践

微观文旅与传统的“社区营造”虽分

属不同的概念范畴，但二者犹如双轮驱

动，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与进步。

社区营造侧重于社区内部的文化建

设、居民参与与社会创新，致力于提升居

民生活质量；微观文旅则聚焦于挖掘社

区文化资源，为游客提供独特文化体

验。社区营造为微观文旅奠定了坚实基

础，其成果如特色街区、文化活动等，成

为微观文旅的核心吸引力，吸引游客深

入探索。反之，微观文旅的发展为社区

营造提供了经济支持，带动社区消费升

级，促进社区经济多元化发展。

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在海内外众多社

区实践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实现了社区

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的双赢。

在众多社区的微观文旅实践中，历

史传承与现代创新融合型实践颇具特

色。此类社区拥有承载着文化历史意义

或居民共同记忆的建筑、街道或景观。

通过对老旧街道和建筑的活化及创新应

用，将其转化为多元功能区域，既为居民

创造了具有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的社区

环境，也为游客打开了深入了解当地历

史文化的窗口。

宝岛台湾新港小镇的大兴路改造，

通过成立居民自治会，实现老旧房屋转

化为新型店铺，每月举办艺文活动，既保

留历史韵味又满足现代需求。而日本小

樽则是以运河及石造仓库群为核心，居

民进行保护再生利用，通过举办庆典活

动，超越了传统的保存方式。两地改造

为历史传承型社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成为展示历史文化的窗口和独具特色的

旅游胜地，吸引了众多游客。

社区共融与文化创造共生型社区实

践也匠心独运。此类型社区通常没有历

史建筑或街道，但具有非物质形态的文

化资源或独特的社区文化。通过设置创

造文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交流、分享和举

办活动的场所，也让游客有机会参与社

区特色文化的体验和传播。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东昌新村

的“星梦停车棚”改造就极具创意。原本

脏乱差的停车棚，通过举办“三星堆：人

与神的世界”特展，将展架灯箱与停车区

域挡板有机结合，既不影响车辆停放，又

营造出博物馆氛围，为居民带来艺术盛

宴，加强了博物馆与城市居民的联系。

随后的楼道美术馆利用公共楼道布展，

展示陆家嘴周边变迁，唤起居民共同记

忆，吸引大量游客参观。这一系列改造

充分体现了文化空间在微观文旅中的创

新应用，为社区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注

入新活力。

此外，生活美学与艺术创造引领型

社区实践则是通过打造兼具美观与生活

感的空间环境，为不具备历史文化资源

的社区，尤其是年轻人较多的居住社区

提供了可行的微观文旅打造方式。

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15

分钟社区生活圈 ·人民城市”为主题，在

普陀区曹杨社区的实践中取得了显著

成果。曹杨社区通过艺术为社区空间

赋能，打造了上海首座“高线公园”——

百禧公园。该公园集多种功能于一体，

通过“3K”展廊概念将艺术融入社区生

活，展示了普陀的城市空间魅力。公园

内的墙绘作品以曹杨新村代表性建筑

和生活场景为元素，描绘了社区的幸福

画卷。此外，社区入口的管道小品以其

强烈的街头气息和艺术感，激活了整个

社区空间。这些艺术元素的融入，使曹

杨社区成为一个兼具生活气息和审美

价值的艺术公园社区，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打卡，也为居民提供了高品质的生

活环境。

文化艺术介入：
微观文旅的核心

动力

文化艺术的介入，犹如一把神奇的

钥匙，开启了社区空间焕活与微观文旅

发展的大门。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墙

壁上的涂鸦、建筑的独特风格、居民的传

统技艺，都是文化艺术的生动体现。它

们不仅承载着社区的历史记忆，更成为

吸引游客的独特魅力所在。

文化艺术介入社区，激发了居民的文

化自豪感与归属感，促使他们积极参与到

文化传承与旅游发展中。居民从文化的

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创造者，通过举办

各类文化活动、经营特色旅游项目等方

式，实现了社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同时

也获得了经济收益。这种转变不仅丰富

了游客的文化体验，也增强了社区的凝聚

力与活力，使社区成为一个充满生机与创

造力的文化共同体。

北京朝阳门社区“27院儿”融合公共

艺术等多元素，举办各类活动，为居民和

游客提供多元文化交流空间。游客可体

验传统手工艺，了解胡同历史。美国纽约

的高线公园从废弃的铁道华丽转身为空

中花园与绿道，堪称文化艺术介入社区更

新的典范。它在保留历史痕迹的基础上，

融合了现代园艺与公共艺术元素，丰富的

植被与建筑材料相得益彰，营造了多元的

社区环境。通过举办公共艺术项目和文

化活动，邀请全球艺术家在此创作展出，

还承担了教育基地的角色，持续吸引着游

客的关注，为社区带来了经济效益，促进

了文化发展，彰显了历史保护、社区参与

和公共艺术融合的强大魅力。

从文化艺术介入到文旅社区的形成，

是一个系统而漫长的过程。需要深入挖

掘社区文化元素，激发居民参与热情，打

造特色文旅产品，建立科学管理机制。在

这一过程中，需要确保居民生活环境不受

影响，实现社区与旅游的和谐共生。像成

都的玉林社区，就是以独特的文化氛围和

丰富的活动吸引了游客，白夜花神诗空间

举办了多种文化活动，独立书店如“一苇

书坊”“长野书局”等也各具特色，不仅丰

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也为游客提供

了独特的文化体验，是玉林社区微观文旅

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与、平衡、可持续：
微观文旅的发展

前景与挑战

微观文旅的发展前景广阔，但仍有

几大关切。

首先，尽管微观文旅为居民提供了参

与平台，但如何确保居民在旅游规划、实

施、管理和收益分配等全过程中深度参

与，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

进一步建立健全居民参与机制的研究，提

高居民对微观文旅的认识和参与热情，让

居民真正成为微观文旅发展的主人。

其次，旅游开发与社区生活的平衡

成为亟需关注的重点议题。在发展微观

文旅的过程中，如何在吸引游客的同时，

避免过度商业化对社区居民生活造成干

扰，是一对需要谨慎处理的关系。比如，

在城市存量更新的进程中，北京老城胡

同微花园景观的创新实践熠熠生辉。公

众参与式的营造活动激发了居民与社会

力量共建微花园，提升了社区治理的参

与度。其注重在地提升，融入生活美学，

为居民打造出美观舒适的公共空间，既

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又吸引了游

客尽情欣赏胡同景观，感受老北京气

息。这种自下而上的实践方式，凸显了

居民的主体作用，也为艺术公园社区的

建设提供借鉴。未来，这类社区的游客

接待量控制、游览路线设计、旅游高峰期

管理等等都需要科学规划，以确保社区

的宁静与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影响，实

现旅游与社区的和谐共生。

再有，对社区文化特色的挖掘与保

持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区需要深入

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从历史文化、民俗

风情、居民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入手，打

造具有辨识度的文化品牌，避免千篇一

律的旅游产品。

微观文旅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

式，以其独特的魅力在社区空间中绽放

光彩。国内外众多优秀案例的实践，让

我们看到了通过文化艺术的介入，社区

空间的情感得以重塑，社会互动得以增

强，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社区文化的参

与者和创造者。微观文旅的发展需要政

府、社区、居民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在充分发挥文化艺术影响力的基础上，

实现社区的空间焕活与价值重塑，为人

们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体验，

让社区成为人们心灵的归宿与文化的向

往之地，让微观文旅成为城市文化传承

与创新的重要力量。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
新研究院副院长）

微观文旅：城市社区的文化新景
刁基诺

当用后嗓演唱的“嗨嗨腔”，在斑驳
沧桑的长城下唱响，“雁北耍孩儿”这个
戏曲的剧种“活化石”，绵延着金元北曲
的声韵曲律，一改长期以来驻足晋北的
苦寒印象，让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塞外风
骨，增加了浓烈炽热的时尚气质。

这段时长20分钟的纪录片，是中央
电视台稀有剧种纪录片《天下第一团》的
第一集。纪录片致力于在生长稀有剧种
的乡土中，寻找它的文化根脉，并将其与
时代的共振，呈现在观众面前。

今天所谓的“稀有”，对于戏曲而
言，包括着两层含义。

一则是“珍稀”之“稀”。中国戏曲剧
种在2017年完成全国普查，至今保存着
348个活态剧种和木偶、皮影两种传统戏
剧形态，每个剧种有其独立的文化个性和
艺术特征，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稀世
之珍，都是戏曲艺术宝库中的至重之宝。
因此，每一个剧种之于中华文明的整体结
构，都具有剧种唯一的文化基因，都具有
“一个都不能少”的珍贵属性。

一则是“稀少”之“稀”。传统文化
在现代文化格局中，整体上偏于弱势，

特别是在多元娱乐审美空间中，传统戏
曲的生存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除了四五
十种活力尚存的剧种仍然保持着比较
旺盛的传承发展态势外，大多数戏曲剧
种驻足乡土社区，发展局限于基层一
隅，甚至更多的剧种面临着生存的危
机。在全国戏曲剧种普查统计中，在
241个拥有国有院团的剧种中，有121

个剧种仅有一个国有院团，号称“天下
第一团”；此外有107个剧种仅有民营
院团和民间班社，其中70个剧种仅有
民间班社。这种最多仅靠一个国有院
团传承的剧种面临最大的困境，即是艺
术遗产随时都可能流散，其生存空间随
时都在边缘化中走向衰微。
《天下第一团》聚焦在中国稀有戏

曲剧种，既将镜头视角折向了中国戏曲
不可替代的珍稀品质，也折向了承载这
些剧种的地方文化，让散布在中国基层
社会的这些剧种，在中国地理文化图谱
中，标识出戏曲文化与地方社会相互依
存的空间结构。纪录片从“声腔”“乡
土”和“情感”三个维度，深度展现珍稀
剧种至今鲜活的生命姿态。

声腔，是中国戏曲在音乐、唱腔上
形成的腔调类别。戏曲从宋元之际因
中国地理上的南北，而有南戏、北剧，南
曲、北曲之别；因民族文化、地方语言、
民间音乐和审美传统而有地域声腔之
别，亦因社会群体、个体的创造而出现
艺术流派之别。因此，戏曲声腔从宏观
层面有昆山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
腔、道情、秧歌、采茶、花鼓、花灯、滩簧
等等，而从具体流传衍变的层面，声腔
与不同的民族、族群，不同的地方曲调、
地方审美相结合，在诗、乐、歌、舞的表
达上形成各不相同的发展趋向，孕育出
各具特色的声腔剧种。

应该说，每一个剧种都有其代表性
的艺术经典，也最集中地反映在经典作
品的代表性唱段。剧种的所有艺术价
值和文化价值，实际上都凝结在具体的
视听艺术片段中。《天下第一团》在每集
的最后，选择剧种最具代表性的行当唱
做片段，用声腔之美、表演之美、行当形
象之美，凸显出剧种艺术的精粹之美，
让观众以最直接的视听形式来了解认
识剧种的本体艺术。

乡土，是中国戏曲剧种所依托的文
化空间。戏曲是存在于观演关系中的
艺术形态，是发展在社会群体互动中的
文化形态。社会群体所构成的社区、聚
落和文化生态，构成了戏曲传播发展的
空间依凭。剧种因此而呈现出浓郁的
乡土个性，展现着自然地理与人文理想
彼此交织的文化印象，成为文化乡愁的
渊薮，从而与每个人的思想情感密切相
关。《天下第一团》的主创敏锐地关注到
稀有剧种及其传承群体广泛散布在中
国基层社会，让镜头视角从大的自然地
理，延伸到城镇乡村，延伸到特定的社
区环境和生活环境，完整地突显出戏曲
的外部空间。

特别是面对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
图景，拍摄团队有意识地将秀美山川、
风景名胜、传统聚落，乃至节日庆典、民
俗风趣、社会礼仪，甚至社会群体、人物
访谈、生活场面等等，与剧院团体和个
人的戏曲活动结合起来，让观众清晰地
感触到剧种的地方个性，在乡音乡韵中
凸显剧种在今天的生存形式、发展现状
和理想憧憬。

情感，是中国戏曲剧种传承创新的
人文立场。戏曲的发展关键在人，尤其
是稀有剧种依托着基层院团及其传续
群体，往往是一个团、一批人决定着一
个剧种的存亡继绝。他们对剧种的坚
守与创造，标定了剧种在乡土空间、在
艺术格局的情感温度、思想深度和人文
厚度。《天下第一团》的主创者立足在
“守护者视角”，通过具体的个人及其情
感故事，或以情动人，或以趣悦人，或以
事示人，用极具个性化的人和他的行
动，让稀有剧种的守护者在具体特定的
生活中，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思欢怨
愁，让他们的情感直接联通在剧种在基
层的生存境遇，真实地展示稀有剧种在
边缘化的社会结构中，是如何靠着个人
和群体的努力，如何靠着艺术与生活的
彼此联通，真正张扬它最珍贵的艺术贡
献和文化价值。

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故事，纪
录片最终完成了对乡土文化、稀有剧
种、地方风情、戏曲传统的礼赞，也让优
秀的戏曲文化带着它源远流长的文化
传统，走进今天的时代和受众中。

作为首部聚焦稀有剧种的纪录片，
《天下第一团》通过具体剧种的视角开
掘，努力完成对剧种生态空间的完整呈
现。而纪录片一部部地推动，构建成为
中国戏曲兼顾南北、跨越东西的戏曲文
化地理图谱，真正用影像呈现出中国戏
曲剧种大观，张扬起中国戏曲历时既久
的创造谱系、艺术传统和多样化的民族
文化命脉，生动地展示今天的中国故事、
中国形象、中国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纪录片的创作团队在推动这项戏曲
剧种工程时，大量地巡游在基层田野，借
助节目的制作、宣发、传播，充分地沟通
各地政府企业、文化团体、社会团体，推
动文旅、农贸、文创等工作的落地，既将
戏曲文化在行走中推向普及，同时也和
广泛的社会群体一起，真正融入到中国
戏曲生生不息的发展进程中，真正地让
从来不曾离开我们的乡土艺术尽显时代
风流。这是中国戏曲的希望所在，当然
更是民族文化的希望所在。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
所所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至今乡土尽风流

王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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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视纪录片《天下第一团》看稀有剧种与时代的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