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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戏台、红氍毹，水牌亮灯、喝彩

声响起，从大屏到小屏，人们目光聚焦

之处，不是什么名家名角儿，粉墨登场

的是一群不到12岁的少儿。

明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

亮相吧》的特别节目《好戏“童”台》将

迎来收官一期。再见之际，有网友催

更第二季，“也许未来的‘角儿’就在这

里”成了不少忠实观众的心声。

过去两个多月，《好戏“童”台》在

CCTV-11戏曲频道、央视频“CMG戏

曲”平台持续热播，还开通网络直播，

全国范围“圈粉”。节目由总台戏曲频

道《宝贝亮相吧》栏目组打造，40余支

少儿戏曲团队带着京剧、昆曲、评剧、

越剧、黄梅戏、粤剧、歌仔戏、吕剧、婺

剧等15个剧种，从全国各地走到一

起，集体演绎故事性强、生旦净丑行

当齐全的折子戏。在具有300年历

史的“四大戏楼”之一的安徽会馆古

戏楼，总台用满满仪式感为这群尚在

微时的“小戏骨”甚至仅仅是“小票

友”们搭台。

主创团队表示，希望通过对孩子

们学演过程中的群像展示，续写“一颗

菜”的梨园精神；以雕梁画栋古戏楼的

历史积淀，映照戏曲在今天的传承之

美。不少参加演出的孩子表示，不同

于平日的现代舞台，能现场感觉到古

戏楼有着独特的回音、视线角度等，他

们也会根据这些特点调整自己的表演

方式，如发声、身段动作等。演出的过

程加深了他们对戏曲的理解，更真切

领略到戏曲与传统建筑、文化环境交

相辉映的魅力，在孩子的心头厚植传

统文化。

孩子们登台演出前，《好戏“童”

台》节目还别出心裁地以真人秀形式

发布“任务卡”。其中，有的任务与孩

子们各自的家乡特色、文旅景观相融

合：北京的孩子把老北京布鞋、掐丝珐

琅簪子等带到节目中分享；天津的小

朋友去到东疆沙滩，体验做环保小卫

士的一天；山东威海的孩子早起赶海，

收获各样海鲜……观众在欣赏戏曲的

同时，领略各地人文风情，由此达成戏

曲与文旅的交融共振。

更多时候，孩子们手中的“任务

卡”指向戏曲与传统文化在更多普通

人生活中的样貌。在北京，京剧《金山

寺 ·水斗》选组的孩子们在公园里与民

间高手好一番讨教；从河南安阳前来，

孩子们不仅献演豫剧《穆桂英挂帅》选

段，还带来了安阳殷墟博物馆的所见

所闻所学；福建厦门的小演员用方言

唱高甲戏《陈三五娘 ·睇灯》，还当起非

遗文化绒花簪花围的临时推广员；在

江苏，苏州园林与老中青三代共话昆

曲《牡丹亭》的场景辉映，正是“最撩人春色是今年”；而河南郑州

的太康道情《王金豆借粮》选组，他们所展示的不仅是这一小剧

种在今天的生命力，还有艺术源于生活的朴素道理。

此外，节目还邀请到知名戏曲专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与

主持人共同组成观察团，通过老师家长或孩子们自行拍摄的Vlog

短片，捕捉童趣瞬间，挖掘戏曲焕然新生的动人细节。播出至今，

许多观众、网友表示，从电视大屏的节目到短视频选段，直至网络

直播，一档为孩子们量身定制的戏曲节目让他们有了综艺追更的

新奇体验。有年轻的网友打趣：“等我变小了，也想参加这档节

目，登上央视大舞台。”更多家长催更：“戏曲的传承已在新一代身

上生根发芽，第二季的群体合作，我给我家孩子先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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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实习生卢倩蓉）戏迷翘首期待的“越
韵东方展演周”将于下月初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开锣上演。《红

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三部越剧经典剧目将带领戏

迷观众重温古韵流芳的时光。

展演周将由“徐派”传人杨婷娜和“王派”传人李旭丹领衔的

《红楼梦》率先登场。体弱多病、孤苦无依的林黛玉，投奔到贾

府，与表兄贾宝玉一见如故。在大观园里，宝玉与情趣相投的黛

玉心心相印，他俩避开了贵族家庭的约束，偷读《西厢记》，抒发

着他们的自由思想，也滋长着他们之间的爱情。《红楼梦》是上海

越剧院的“四大经典”之一，自1958年在上海首演至今已有60余

年，历久弥新。范傅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将于12月7日亮相，王

柔桑饰演梁山伯，盛舒扬饰演祝英台。梁祝的故事，自西晋始，

在民间流传已有1700多年。许多剧种将其搬上舞台演绎，其

中，尤以越剧对“梁祝”的改编最为著名。

“金派”花旦樊婷婷与“陆派”小生黄慧将于12月8日共同演

绎《碧玉簪》。《碧玉簪》是越剧最早进入上海滩的立足之作。剧

中，李秀英新婚之夜遭表哥陷害，从而受丈夫误会冷虐，最后真

相大白，以喜剧大团圆收尾。 其中“三盖衣”“归宁”“送凤冠”三

场名段，唱、做俱佳，悲处催人泪下，喜处令人捧腹，常作为单折

演出和教学之用。《碧玉簪》被众多名家演绎，久演不衰，其中金

采风、陈少春的版本，在1962年被拍摄成戏曲电影，也成为了

“金派”表演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据悉，“越韵东方展演周”由上海晶英文化与上海越剧院携

手举办。

荟萃六大流派，“越韵东方
展演周”下月初登陆东艺衡复风貌区的百年老洋房、曹禺经典

剧本《日出》、委婉柔和的“上海的声音”沪

剧……三种元素结合在一起，便诞生了沉浸

式沪剧体验剧场《日出》。这台别具风格的

《日出》将于下月起亮相汾阳路150号上海沪

剧院，以“新样式、新故事、新唱腔”的面貌与

观众见面。在演艺生态和观演方式愈发丰

富的当下，传统戏曲紧跟潮流，为剧种的“破

圈”探索更多可能。

选择一出戏作为试水蓝本，《日出》是不

二之选。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沪剧院将

《日出》搬上沪剧舞台，曹禺亲临现场观看演

出，作品经过几代人的薪火相传，如今已成

为沪剧西装旗袍戏的代表作之一，40多年来

久演不衰。近年来，随着观众对多元文化需

求的不断提升，上海沪剧院推陈出新，创作

了一批优质现代戏。

打破镜框式舞台，为观众营造沉浸式的

观剧享受是《日出》的宗旨。当观众拾级而

上楼梯的那一刻，便已进入《日出》的世界。

来到二楼，130平方米的空间被分为“客厅

区”和“休闲区”，演员们将在100分钟里以近

在咫尺的距离，为观众带来包括“麻将戏”在

内的经典戏份。与如今不少小剧场作品一

样，《日出》还特别设置了隐藏剧情，部分观

众将被带往三楼，解锁限定体验。与此同

时，作品也会结合多媒体技术，将三楼的演

出场景即时投放在二楼的银幕上。

据《日出》女主角、上海沪剧院青年演员

郜逸萍透露，她正为一个月后的亮相做冲刺

准备。“届时我们和观众的距离会非常近，对

演员的表演甚至一些微表情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沉浸式《日出》的消息一经发布，便

在社交平台上收到了不少留言和关注。“每个

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日出》，这版中的故事和

剧情更贴近现代人的观念。为了让更多观众

可以接受，我们也修改了部分沪剧老唱腔，

用沪歌的方式来演绎。希望能让观众们玩起

来，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沪剧的魅力。”郜

逸萍对记者说。90后的郜逸萍此前也有关

注到浙江沉浸式越剧《新龙门客栈》的火爆

出圈，她心里暗自期待着：“能否成为流量爆

款，有着偶然性，但我确信这版‘不一样’的

《日出》能够让戏迷和非戏迷都耳目一新。”

沉浸式《日出》也将是一次非遗的综合

体验。长三角的国家级非遗“苏绣”和“东阳

木雕”将加盟其中，观众能欣赏到由“苏绣皇

后”姚建萍亲自设计并手工刺绣的高定旗

袍，也能观赏到“木雕泰斗”陆光正运用“东

阳木雕”传统雕刻技法制作的精美家具摆

件，以上海的声音为载体让非遗“活”起来，

实现活态传承、文化自信的双向赋能。

据了解，下月的首轮演出将是沪剧的一

个起点。《日出》将在收集观众反馈后不断更

新，在后续演出中加入如换装、互动、开场旗

袍秀等环节。未来，日场演出有望开放洋房

花园作为新的演区。夜间，洋房的外立面还

将进行光影秀。

在百年洋房解锁新样式新故事新唱腔，为剧种“破圈”探索更多可能

沉浸式《日出》会成为下一个“新龙门客栈”吗

深邃的呼麦声中更显出二胡的悠扬，

舞者“@阿泽”等如雄鹰又如骏马的舞姿让

网友纷纷刷起弹幕：“10个人演出了辽阔

草原的气象万千。”日前，《开播吧！国潮》

第二季——“传承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与手机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热播。

近年来，文化主题在直播平台上愈发

引人关注。网络主播与传统文化产业的有

机结合，还实现了传统文化的“触网”“活

化”与“出圈”。该节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抖音共同推出，旨在通过台网融合

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现代创新

的结合。10组来自抖音直播的优秀主播与

4位国潮推荐官、5位非遗艺术家携手，为观

众带来崭新的跨界融合创演舞台。中国社

科院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的《短视频、直播助

力普惠性发展研究报告》指出，直播平台充

分发挥了“被看见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

优质内容和主播进入大众的视野。此次，

主播登上央视舞台就恰恰说明了直播内容

的优质化，未来也将有更多的优质内容为

人所知。

小屏幕里的优质内容被更
多人看见

作为首档央视为抖音主播量身打造的

大屏文艺栏目，《开播吧！国潮》第二季“传

承季”延续上一季模式，将个人展示与融合

创演共冶一炉，并突破性加入5项非遗主

题。主播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1项非

遗主题，并与相关国潮嘉宾进行舞台合

作。在节目中，青年主播们用艺术的质感

和表演的热情焕发“中国风”的生机与活力。

“读书识字，才知天地亘古；知书达礼，

才懂中国风骨。”青年主播“@皮皮皮皮朱”带

来的歌曲《读书识字》展现了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的态度，这首歌曲将现代音乐元素与古

诗词结合，用国风歌曲续写传统文化的新故

事。在谈起如何继承创新传统文化时，他的

观点简洁而鲜明：“我理解的国潮，就是在不

放弃原有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将西洋乐器与传统民乐交融，往往能

碰撞出别样的火花。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大

提琴演奏专业的硕士温艺晴，以其科班出

身的专业优势涉足直播领域，吸引了许多

音乐爱好者成为她直播间的常驻观众。此

次她在央视舞台上的大提琴作品《酹江

月》，让更多人了解西洋乐器与民乐融合国

潮曲风的可能性。

节目里，众多青年主播与非遗传承嘉

宾皆深入体会每一种艺术形式的文化底

蕴。在他们之中有从小小的身躯里迸发出

“打虎上山”能量的编曲者“@无限馄饨”，可

柔美可热血的民歌演唱者“@易文卉”，将拉

丁舞与传统戏曲特技翎子功结合为一体的

“@文丽”，用二胡将经典花鼓戏曲目改编成

“二人转风格”的“@二饼胡拉”，以及用民族

和美声演绎草原风情的“@胡越”。

本季节目的4位国潮推荐官：琵琶演奏

家方锦龙、歌手陈明、歌手黄龄和青年舞蹈

家李德戈景与主播们一同带来国潮合作舞

台。在“点亮灯牌”国潮合作舞台环节，乘

着歌声与大提琴声的翅膀，传统民歌《花儿

为什么这样红》带领大家沉浸在新疆塔什

库尔干山区的夜晚，感受美好真挚的感情；

一曲融合了琵琶、中阮、国风演唱的《康定

情歌》，经过别出心裁的编排，绽放出不同

以往的潮流韵味；温软的江南与奔放的拉

丁舞配合默契，让《入画江南》的舞台动静

相宜，写实与写意相映成趣；创演舞台《骏

马》呈现出草原上的策马奔腾，追逐疾风，

民舞与民乐的组合唤醒DNA，巧妙的设计

更添故事感。

从手机小屏到线下舞台，优
质主播获得更广阔表演空间

目前，以抖音直播为代表的直播内容

已经进入优质内容阶段。与此同时，大量

优质抖音主播也受到观众和市场认可，获

得越来越多线下舞台演出的机会。

此次登上央视舞台的“@阿泽”就是其

中之一。来自四川阿坝的他带来的作品

《云边》将传统藏族舞蹈中的锅庄舞元素与

当代舞相结合。他的舞姿时而柔美，宛如

雪山下的溪流潺潺；时而奔放，如同草原上

的骏马奔腾。身着传统藏族服饰，色彩鲜

丽，充满民族风情。在舒张有力的舞步中

诉说着草原的自然风光和藏族人民的风土

人情。“@阿泽”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舞蹈专

业，来自四川高原地区的他通过直播演绎丰

富多彩的民族特色舞蹈。通过直播，他不仅

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让更多人了解民族舞

蹈，感受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元，他的直播内

容也收获了许多粉丝的喜爱与点赞。

“抖音直播让我有了一个展示自己的

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了民族舞的

魅力，让更多的人认识我。现在时不时会

有人来私信我，邀请我参加线下演出。”“@

阿泽”表示：“从大舞台到小小的直播间，通

过肢体的协调和对空间的利用率，我逐渐

适应了直播间的场地、节奏等，慢慢地掌握

了如何在直播间舞蹈，如何用舞蹈来做才

艺直播。”

《开播吧！国潮》第二季“传承季”开播

手机小屏主播如何闪耀央视大舞台
■本报记者 卫 中

实习生 卢倩蓉

■本报记者 王彦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演出方供图）

沉浸式沪剧体验剧场《日出》将在汾阳路150号上演，图为该剧海报。 （主办方供图）

(上接第一版）在国家商务部等部委公布的

2023—2024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

点项目名单中，长三角地区共有110家企业、

26个项目入选，分别占全国的30%、22.6%。

为促进长三角文化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三省一市精心筛选了40个在推动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较强引领示范带动作

用的重大项目。40个项目总投资额1251.51

亿元；投资额100亿元及以上项目4个，10亿

元及以上项目20个。其中，文旅融合项目25

个，占比62.5%；优质内容创作生产项目9个，

占比22.5%；数字化文化新业态项目4个，占

比10%；媒体融合项目2个，占比5%。这些

项目不仅承载着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任，更寄托着长三角三省一市对于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的新期待。

(上接第一版）与此同时，乐言科技加入出海

加速营，与新加坡关键银行、院校、企业等在

地资源伙伴建立初步联络，在东南亚市场快

速布局。

一年时间，乐言凭借“乐聊CHaT++”

这一适配海外市场的跨平台多店铺智能客服

系统，在印尼、菲律宾、泰国建立本土团队

及 完 善 的 本 地 化 服 务 能 力 ， 与 Shopee、

Lazada、TikTok等多个海外官方平台建立深

度合作。

静安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姣说，除了

积极引进来，静安区也着力培育本土专业服

务机构，鼓励他们全球化发展。“全球服务商

计划”的虹吸效应，也正加速静安区“总部经

济”“楼宇经济”提档升级。

串联“工具包”打出“组合拳”

现场，有专家分享了共享电动滑板车的

案例，“本土化是每个出海企业都会面临的

挑战”。

共享单车火爆国内的时候，一个中国男生

将这个模式复制到了美国，但一年多以后他就

发现，行不通。这一代美国年轻人，他们更爱

滑板车。所以他决定调整战略，2018年LIME

上线了共享电动滑板车，一举奠定了他们在美

国市场的地位，去年营收达到6.16亿美元。

全球服务商理事会副秘书长陈艳说，新

环境生出更多新挑战：不仅需要对出海投资

过程有全局把握，而且要适应不同国家的政

治、经济、文化环境，并遵守各种法律法规。

近年，车企出海成趋势。现场，上海市汽

车零部件行业协会秘书长樊泽芳抛出问题：

未来能否为车企出海提供“组合”服务，为包

括品牌、研发、商业模式在内的“价值链出海”

提供全链条服务。

徐姣认为，这种新模式的背后，将降低中

国企业出海的门槛，丰富出海模式。静安区

多年来形成的“全球服务商”平台，正发挥超

级联合体的合力，用高端、个性化的专业服务

推动企业科技创新，赋能企业实现全球化高

质量发展。

上海专业服务业打出跨越山海“组合拳”

构建新动能，长三角文化产业韧性强活力足

《开播吧！国潮》第二季“传承季”延续上一季

模式，将个人展示与融合创演共冶一炉，并突破性

加入5项非遗主题。主播们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

择1项非遗主题，并与相关国潮嘉宾进行舞台合

作。在节目中，青年主播们用艺术的质感和表演的

热情焕发“中国风”的生机与活力。

（均央视供图） 制图：张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