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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到博物馆去”正从新风尚逐

步进阶到“精神刚需”。以上海为例，截

至9月30日，上海全市已备案的博物馆

共计166家，今年前三季度接待观众

2873.47万人次，举办临时展览352个，

策划社会教育活动 32074场，共吸引

276.2万人次参加，源源不断的文博大展

和特色活动推动文博场馆成为上海流量

型城市的入口、服务型经济的引擎。

博物馆热的持续升温，丰富了人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更多人深切感受到

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鞭策着博物馆

人进一步思考：面向未来，如何更好满足

观众的多元化需求？昨天，来自全国近

200家博物馆的“掌门人”齐聚上海北外

滩世界会客厅，深度探讨博物馆赋能美

好生活的路径和方式。

与人建立深度链接

“什么样的博物馆才是一个好的博

物馆？只有人们热爱这个博物馆，把它

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休闲的时候想

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钟瑞滨如是阐释她心

中的好博物馆模样。基于此，地处上海

黄金地段的上历博不断尝试着与生活建

立深度链接，继开放庭院，引入海派咖啡

馆后，今天又将开放24小时不打烊的历

博生活馆。这是该馆打造的全新跨界合

作的现代生活空间，人们可以在此休闲

简餐、购买文创商品，还能在小型的会议

室里办公，组织各种有趣的活动。“期望

来上历博参观的人不仅感受到上海这座

城的变迁，体会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进

步，还能直接触摸到生活的脉络和足迹，

以此增进公众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对城

市精神的理解，和对城市生活的热爱。”

当天举行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城市博

物馆专业委员会、展览交流专业委员会

2024联合年会上，融合和跨界成为高频

词。长沙博物馆馆长周慧雯透露，该馆

在跨界融合上做了一系列探索，比如，与

陕西省合作法门寺的展览，采用地宫探

宝以及剧本游的方式对展览进行推荐；

与图书馆、音乐厅合作，推出带本书看展

览，将文物和交响乐、戏剧演出相结合；

与航空公司合作开设主题航班，让人们

云端遇见博物馆；与外卖公司合作，将博

物馆门票送进千家万户……当然，前提

是基于两个坚守：城市属性和公众意

识。“我们做的‘我与长沙火车站的故

事’，以及‘我与长沙湘江大桥’记忆征集

与展示项目，得到了市民的广泛呼应，因

为他们寻找到了与博物馆的链接。”

博物馆不仅是城市记忆的守护者，

也是推动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与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紧密相连。这样的理

念，在国内博物馆界渐成共识，其背后是

各地博物馆从以藏品为中心到以观众为

中心办馆理念的转变。

以会场所处的虹口区为例，这里是

海派文化的发祥地，是先进文化的策源

地，也是文化名人的聚集地。在24平方

公里的土地上，云集了中共四大纪念馆、

鲁迅纪念馆、左联会址纪念馆、李白烈士

故居、中国证券博物馆、中国邮政博物馆

等20多家文博场馆。整个区域就像一

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人们通过与各个

博物馆的链接互动，感知历史，认识现

在，探索未来。

为城市和消费引流

在文旅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博物

馆如何为城市引流是当天的另一大重要

议题。这之中，上海博物馆以“金字塔之

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为依托，打造“一站

式”文旅消费新场景，无疑是经典案例。

据副馆长李峰透露，该展览100天接待

观众90万人次，外地和海外观众占到

70%，真正实现了“为了一个展奔赴一座

城”。根据第三方调查，该展览带动了周

边消费100亿元以上。相关文创产品的销

售也非常火爆，超过了1.3亿元，并首次离

开博物馆本体，在淮海路开出个快闪店，为

商圈引流。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还拉动了

境外游——据埃及官方统计，“金字塔之

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开幕后，到埃及旅游

的中国游客增长了65%。

文博大展的多维溢出效应，让人们看

到了博物馆的美好前景，也意识到好展览

的重要性。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旸注意到，

近两年，每年全国博物馆的展览总数量达

到了4万多个，呈现出百花齐放大繁荣的

局面，但是也有隐忧，比如同质化、博眼球、

过度数字化。“博物馆自觉或者不自觉把关

注点放在展览的热度上，有些年轻策展人

一上来不谈策展思路，而是先提需要哪些

文物，设置哪些网红打卡点，在热度的裹挟

下，我们展览能否保持学术的含金量？”

“头部博物馆在业界起到引领作用，

也提升了行业品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

这些场馆的数量不足国内博物馆总量的

10%，希望能替中小博物馆多发一些声

音。”中国博物馆协会展览交流专委会秘书

长冯雪坦言，因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大量中小博物馆办展非常困

难，即便为了生存努力挣扎，但大家依旧

保持着对文博事业的热爱，期待同行们的

携手同行。

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全国近   家博物馆“掌门人”齐聚上海

面向未来，博物馆如何更好赋能美好生活

伤痕累累的宇航员满脸的疲惫和绝

望，然而反差的是，不远处的电子屏幕里

正播放着她出发冒险前踌躇满志的话语。

这段画面出自游戏《8020号指令》的预告

片，好莱坞知名女演员的表演以及具有电

影质感的画面，在此前的科隆游戏展上引

发大量玩家兴趣。在游戏不断挑战电影品

质的背景下，上海电影集团旗下公司参与

制作的真人互动《谍影成双》不久前同时

登陆游戏平台与小程序平台，以游戏和短

剧的双重身份与用户见面。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电影工业与游

戏产业逐渐相互渗透，互动性电影与叙事

性游戏的边界日益模糊。腾讯研究院数字

内容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孟指出，互动

影视体现了游戏在形态层面对影视的渗

透；而游戏对影视的影响，体现在从叙

事、风格、IP等角度拓展到技术创新、创

作模式、用户触达方式等方面。

电影和游戏汇流处激荡新的精彩

视力低下但听力惊人的人形怪物跳到

你身边，尖牙利齿在你耳边发出恐怖的嘶

吼——此时你是选择屏息不动还是悄悄转

移？游戏玩家的决策不仅关乎自身安危，

也决定了伙伴们能否最终逃生。

近年来，以《直到黎明》为代表的多

视角互动叙事游戏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

功。这类游戏通过丰富的剧情和玩家的决

策，让玩家在“步步惊魂”中“导演”出

不同的剧情和结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Steam平台上就有超过100部互动式游戏，

如口碑颇佳、备受瞩目的 《底特律：变

人》以及《黑相集》系列、《采石场惊魂》

等，这些游戏通过玩家的选择和行动，引

导剧情发展，极大地增强了游戏的沉浸感

和代入感。此外，多视角互动叙事游戏需

要玩家自行抉择，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传

导着设计者的价值判断，例如 《底特律：

变人》 探讨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共存之

道。此类游戏具备极强的叙事性，即使把

过场剧情单独剪辑出来，往往就能成为一

部独立的影视作品。在B站上，大量UP主

进行二创，对这款游戏的剧情内容加以分

解和延展。

另一方面，真人互动式影视正在从与

游戏的“平行线”换道走向“交叉线”，汇

流处激发出一层层全新的精彩。例如此前大获玩家好评的《隐

形守护者》，以及在商业上一夜成为爆款的《完蛋！我被美女

包围了》，都处于影游交错的新潮地带。

市场蓝海亟待高质量作品领航

然而，随着用户新鲜感的逐渐消退，互动影视作品也面临

着生产成本高、出品效率低、营销推广难等问题。外媒近日证

实，网飞即将在今年12月初下架各类互动影视作品，仅保留

《黑镜：潘达斯奈基》等少数几款作品；而国内的各大视频平

台近年也对此类作品呈现出兴趣大减的趋势，反映出互动影视

作品在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和挑战。

业内人士认为，互动影视作品的一个悖论是：剧情粗糙等

品质问题难以靠互动式体验而提高，而打动人心的剧情和表演

则无需互动式体验的加持。此前爆款真人互动式短剧《完蛋！

我被美女包围了》引发大量跟风的同质化模仿，但无一成功，

甚至其资料片 （DLC） 也不再延续之前的火爆势头。事实证

明，用户对互动性体验的新鲜感一旦过去，最终还是要回到作

品质量本身。

尽管如此，互动影游市场依然被视为一片蓝海。一方面，游

戏产业为影视内容创作提供了底层技术支持，如电影《星球大

战》衍生剧集《曼达洛人》在制作过程中大量使用了虚幻引擎，降

低了经费和时间的成本。另一方面，平台化运作和增强技术支

持成为互动影视市场探索的新方向。例如，一款面向海外市场

的AI影游互动娱乐平台近日上线，通过高效的跨国合作模式和

以商业效率为核心的内容立项策略，成功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时

间成本。业内认为，游戏与影视出现“交叉地带”的趋势，为观众

带来了全新的娱乐体验，也为影游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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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吨泥土铺满舞台，32位非洲舞者纵

情起舞。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参演作品，皮娜 ·鲍什经典名作《春之祭》

（非洲版）今晚将起舞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这

是该作品的中国首演，全国仅此一站。开票

当天，三场演出全部售罄。大麦数据显示，

39%观众为跨省购票。舞台上，观众不仅能

看到皮娜 ·鲍什创作成熟期的舞蹈剧场《春

之祭》，还将看到极少上演的皮娜早期作品

《皮娜的独舞1971》，以及年逾八旬的“非洲

当代舞之母”杰曼 ·阿科尼演绎《礼敬先祖》。

自作曲家伊戈尔 ·斯特拉文斯基完成音

乐杰作《春之祭》后，全球艺术家排演了超过

400个版本的《春之祭》舞蹈。但鲜少有如

皮娜 ·鲍什的作品那样，令众多观众期待与

赞叹；更没有像此次上演的非洲版一样炙热

而原始。昨晚，记者探班《春之祭》（非洲版）

排练现场，探寻其旺盛生命力的由来。“跳

《春之祭》需要包容和耐心，更需要强大的自

我。”尼日利亚女舞者格洛丽亚 · 乌瓦雷洛

奇 ·比亚奇说，“这部作品是皮娜留给我们的

宝藏，也是展示非洲舞者才华的舞台。”

踏着泥土恣意舞动

舞台上，酣畅的《春之祭》临近尾声——

每一位舞者身上都沾满汗水和泥土，淋漓尽

致地展现野性诗意之美。他们用非洲大陆

的狂野生命力，回应着皮娜对生命与艺术的

叩问：“知道自己即将死去，你将如何跳舞？”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皮

娜 · 鲍什的作品是现代舞学习者的“教科

书”。创作于1974年的《春之祭》是皮娜的代

表作之一，以独特视角艺术演绎原始部族迎

接春天的祭祀之礼。随着舞者肢体律动，原

始仪式的力量渗透进人类的情感冲突中，造

就了这部具有革命性的作品。此次登上申城

舞台的《春之祭》（非洲版）是皮娜 ·鲍什基金

会、萨德勒之井剧院和塞内加尔非洲传统与

当代舞蹈国际中心于2019年联合复排的版

本。“我与杰曼 ·阿科尼见面，聊到《春之祭》

走进非洲的计划。最初，她对我的想法感到

震惊，但马上就表示认同，并全情投入进来。

我们在美丽的塞内加尔合作，终于创作出这

一杰出的作品。”皮娜之子所罗门 ·鲍什说。

来自非洲十余个国家的35名舞者集合

在塞内加尔，将各自对祭祀文化的理解融入

到《春之祭》中。“在塞内加尔参与舞蹈交流

项目时，我意外了解到非洲版《春之祭》的招

募信息，赶紧递交申请，参加面试，没想到竟

然被选中了，也许因为我的姓是‘Lucky’（幸

运）。”尼日利亚舞者普罗菲特 ·拉基感叹，自

己看了这么多年皮娜 ·鲍什的舞蹈视频，终

于有机会站上《春之祭》的舞台，“梦想成

真”！“在家乡，许多人认为职业舞者是一个

玩笑，而我是大家庭里唯一一个从事艺术事

业的成员。演完《春之祭》后，我终于得到了

爸妈的认可，让我有更多勇气与偏见抗争。”

许多非洲演员从未受过古典芭蕾的正

规训练，如何将他们融入皮娜的作品之中？

“我们白天在教室排练，晚上踩着泥土舞

蹈。”复排导演克莱门汀 ·德卢伊透露，尽管

排练过无数次，但舞者们仍会意外摔倒。“人

类身体的脆弱性在一次次摔倒中显露出来，

而这也是《春之祭》想要表达的要素之一。”

无论是欧洲舞台，还是非洲土地，都孕

育着澎湃的生命力量。2021年9月，《春之

祭》非洲版在马德里首演，巡演至11个国家

和地区的14个城市。2023年上海国际电影

节展映的纪录片《起舞的皮娜》完整呈现了

《春之祭》（非洲版）的创作过程。影片最后，

舞者在海滩边肆意起舞的画面打动了观众。

随《春之祭》巡演，普罗菲特到访多个国家地

区，体验多元生活方式，“通过交流感知，我

对不同的历史、文化、语言、食物和传统持更

加开放包容的态度。期待下一部作品继续挑

战我的身体极限，提升我的艺术能力”。

“三重奏”汇聚前沿舞作

整场《春之祭》（非洲版）演出由三个作

品组成：上半场是两支独舞：《皮娜的独舞

1971》和《礼敬先祖》；下半场是由32位演员

共同完成的舞蹈剧场。

《皮娜的独舞1971》创作于1971年，是

皮娜 ·鲍什早期的编舞作品之一，亦是她鲜

有展露的独舞作品。作品配乐由法国电子

音乐作曲家皮埃尔 ·亨利创作，并由乌珀塔

尔舞蹈剧场客座舞者伊娃 ·帕吉克斯现场演

绎。《礼敬先祖》由杰曼 ·阿科尼创作并出演，

通过舞蹈表达悼念之情。“我们期望在舞台

上展现皮娜与杰曼的灵魂交汇。”英国萨德

勒之井剧院高级制作人苏珊 ·沃克介绍说，

“《礼敬先祖》是一支精美的独舞。在杰曼看

来，她与祖先的联系诞生了种种灵性，这是

根植在血脉之中的。她用舞蹈告诉观众，祖

先的精神永远存在于身周世界，我们要学会

聆听灵魂的诉说。”

记者了解到，中场休息半个小时采用开

放式换景，工作人员必须争分夺秒将超过

10立方米泥土均匀铺满舞台。而台上所使

用的泥土均由剧场采购，等演出结束后将由

一家农场全部回收。“名家名团涌入申城演

出市场，对剧场的专业性要求也越来越高。”

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项目总监陈理告诉记者，

《春之祭》使用的数吨泥土下面是硕大的画

布，还要垫上厚地板保护剧场的舞台，这些

都需要剧场方提前做好充足准备。陈理透

露，该剧场将持续引进高品质的国际前沿舞

蹈作品：2025年3月，舞蹈界“顶流”赫法什 ·

谢克特的新作《盗梦剧场》将登陆申城，迎来

中国首演。该作品由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

及全世界二十余家顶尖艺术机构联合委约。

皮娜 ·鲍什经典名作《春之祭》（非洲版）今晚在沪中国首演

在铺满泥土的舞台，舞出旺盛生命力

写意的肌理景片缓缓显现出一幅大汉

地图，武帝站于升起的高台，霍去病在下方

冲锋陷阵，宫殿和战场的空间交互带给戏

迷不同以往的欣赏体验……昨晚，上海京

剧院新编历史京剧《武帝刘彻》亮相第二十

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在天蟾逸夫舞

台迎来首演。这是继《春秋二胥》之后，上

海京剧院时隔十年在历史新编剧上的再度

发力。

《武帝刘彻》今年9月建组以来，讨论、

坐排、响排、三合成耗时整整60天。这部

承载厚重历史底蕴的大戏以汉武帝元狩二

年霍去病出征河西为背景，通过青壮年时

期刘彻强家国、靖边患、通万邦的一系列举

动，展现了一代君王的雄才大略，向观众铺

陈开一幅君臣相惜、八方融荣的大汉恢弘

画卷。

“这次创作注入了很多现代意识。”导演

王青对记者表示，君与臣的关系是《武帝刘

彻》刻画的重点，“全剧深入人物的心理，臣

子为君王分担天下事，君王也理解臣子的难

处，共同完成和谐万邦、天下安宁的宏图大

愿。”为了更好地凸显不同角色的心理活动，

王青在舞台上设置了三块可移动的平台，场

景的转换就发生在观众眼前。“我们让观众

将焦点放在演员身上，以接近‘展览’的方式

将历史人物呈现在舞台上。”

《武帝刘彻》的舞台现代感十足，但京剧

的流派魅力丝毫不减，三个主要角色刘彻、

张骞、公孙弘均为老生行当，三位老生演员

搭档的新编剧目并不常见。“既有老生，又有

武生和小生的表演，‘刘彻’身上是各个行当

的综合，丰富了我表演的层次和水平。”余派

老生傅希如在剧中饰演主人公刘彻，他以余

派为基调，融合麒、高等其他老生流派，表现

出刘彻果敢、英武、硬朗。“一轮接着一轮情

绪激烈的演唱，直至最后一场的大段反二

黄，对演员唱功要求极高。”

与此同时，麒派老生鲁肃担纲“丝绸之

路”的开拓者、博望侯张骞，从唱念到身段，

他的表演在彰显麒派鲜明特点的基础上再

作创新，突出人物悲天悯人的仁慈之心。布

衣拜相的公孙弘则由言派老生陈圣杰饰演，

着重展示谨慎、胆小又稍带圆滑的年迈老臣

形象。孙亚军扮演的霍去病是一位意气风

发的少年将军，他的表演文武兼备，体现了

武小生的行当特点。

《曹操与杨修》《成败萧何》《贞观盛事》

《春秋二胥》……新编历史剧是上海京剧院

剧目长廊里的金字招牌。《武帝刘彻》中既

能看到剧院的传承，也能看到创新的步

伐。从幕后团队到演员阵容，《武帝刘彻》

的创作班底由剧院中青年挑梁。“创作的过

程中，除了音乐舞美的时尚化，我们一直在

思考，如何把戏曲和戏剧嫁接起来，将生活

的艺术性和艺术的生活化结合在一起，希

望观众能同时看到剧中的真实感和艺术呈

现。”王青说。

新编历史京剧《武帝刘彻》首演

三位老生同台，展开大汉恢弘画卷

出演《直到黎明》的拉米 ·马雷克（左），后来以《波西米亚狂

想曲》获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图为《直到黎明》

《8020号指令》游戏宣传海报。
暌违十年，上海京剧院再推历史新编剧《武帝刘彻》。 （上海京剧院供图）

此次登上

申城舞台的《春

之祭》（非洲版）

是皮娜 ·鲍什基

金会、萨德勒之

井剧院和塞内

加尔非洲传统

与当代舞蹈国

际中心于2019

年联合复排的

版本。

(演出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