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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浪漫的向往和讲述贯穿了人类

历史。

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人

类对浪漫的定义、理解、追求各有不

同，但万变不离其宗，浪漫从古至今的

重心，总是落脚于爱情。

浪漫的核心在于对情感的理想化

放大，使得生活中的某些时刻和某段

关系显得格外特别。浪漫是一种渴望

非凡体验的情感驱动力，人们常常在

浪漫爱情中寻求一种超越日常的体

验，浪漫是避风港、也是乌托邦。

任何时期的大众叙事媒介，都承

担起了诠释浪漫和寄放浪漫的重任，

小说、电影、剧集，概莫能外。《观看爱

情——浪漫剧的生产、叙事和消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观

看爱情》）正是正视了我国剧集生产和

消费中的浪漫剧类型，从创作、文本、

接受等多重维度，让读者思索浪漫的

多张侧脸——浪漫除了浪漫本身，还

包括书写浪漫的人、观看浪漫的人和

承载浪漫的人。

思考浪漫：
研究者的理性与

创作者的感性各自交响

作者曹书乐与帕孜丽娅 · 阿力木

在书中首先呈现了那些对于浪漫的思

考者，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类人群：研

究者与创作者。

研究者思考浪漫，是希望理解浪

漫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哲学家们的思考中，判定爱情

中的忘我精神是浪漫型艺术的根源，

是生命意志中与死亡的对抗。

心理学家则有不同关注点，约翰 ·

李用爱情色轮模型将爱分为情欲之

爱、游戏之爱和细水长流之爱，从而催

生爱情态度量表以衡量浪漫爱，耶鲁

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 · 斯坦伯格也

三分爱情：亲密、激情与承诺，并认为

浪漫爱是具有亲密与激情但没有承

诺，点破了浪漫爱往往缺乏长期维持

的可能性。

社会学家也没有错过对浪漫与爱

的讨论，并认为浪漫与爱并不只是情

感问题，还与更宏大的社会问题如女

性社会处境、家庭与婚姻、现代性密切

相关。

文学分析学者们则提供了和浪漫

剧相近的研究视野。浪漫作为一种文

本类型，小说中的浪漫具有何种特征，

最终敲定了浪漫类型小说的定义：一

种以女性读者为主要面向的、以男女

主角爱情故事为主线的大众通俗文

学。而浪漫剧则是承接这种类型开

端，在影视诞生迄今不断谱写新的浪

漫恋曲。

另一类思考者由此登场，那就是

创作者们。

如果说浪漫小说的创作更多的是

作者的个人表达，那么浪漫剧的创作

就常常是一种委托承制的命题作文。

该书两位作者长期追踪了五位编剧的

工作进程并深度访谈了六位从业编

剧，了解到了创作者们如何去创作感

性的浪漫梦境：有反差感的男女主角

是近年来的流行组合，对立到暧昧到

表白、再到阻碍和大团圆五步走的爱

情故事是畅销节奏，CP感、亲密戏、调

动观众情绪既是玄学也有技法，而女

编剧在浪漫剧压倒性占比似乎更显示

出了浪漫剧是一种由女性书写、为女

性观看的作品。在关于创作者的章

节，该书不仅关注她们作为书写爱情

和生活的人，也关注她们自身的情感

和生活。

消化浪漫：
故事中的人和故

事外的人的准社会交往

电视剧的观看一直被认为会和观

众的认知和行为有相互作用力，媒介

将爱情浪漫化，而观众会将其作为参

考来进行感情实践。反过来，观众对

爱情的浪漫憧憬也会强化浪漫剧的推

陈出新。《观看爱情》一书针对中国的

浪漫剧观众进行了问卷调查，寻找到

了中国观众有别于国外浪漫剧研究出

的观众画像：更年轻、更高知、更城

市。而更为有意思的视角是，故事外

的观众如何看待故事中的人物。

媒介研究中有“准社会交往”理

论，追剧时的准社会交往，指的是观众

在观看电视剧的过程中，对剧中角色

产生的情感联结和心理互动。这种现

象表现为观众对角色的情感投入和共

鸣，甚至会将角色视为日常生活中的

“社交对象”，从而形成一种“类社交关

系”。这种情感联结不仅影响观众对

剧情的关注度，还能增强观看体验的

沉浸感，使观众在剧集中寻求情感满

足和心理慰藉。是以角色让观众觉得

可亲可爱，常常是浪漫剧的刚需。

该书的问卷调查了观众对角色的

情感认同，以浪漫剧男主角肖奈、于

途、顾魏、何以琛、韩商言等为代表，显

示出了观众眼中的男性理想：英俊、聪

慧、体贴、专一。而对应地，白浅、贝微

微、乔晶晶、小兰花、赵灵儿等则成为

了观众最喜欢的浪漫剧女主角形象：

独立、聪慧、乐观、坚强。而对这些角

色的讨论则投射到了更一般性的男性

气质和女性气质讨论，即当前社会语

境下有一种模糊二元对立、强调特质

融合的新趋势，男性要温柔解语、女性

要自强独立。

除了角色形象，浪漫剧的爱情范

式也在该书中被探讨。该书首先将热

门流行剧分为了13种剧情和叙事元

素，最终发现观众最喜欢的浪漫爱情

模式分别是：欢喜冤家、暗恋成真、破

镜重圆、青梅竹马、再续前缘和先婚后

爱。但无论哪种模式，核心指向都是

爱经过一切考验终得圆满。同时，平

等和对等在浪漫剧中的地位攀升，观

众希望看到棋逢对手的情感关系，平

等甚至还包括对男女同等的贞节观、

婚恋观的强调和看重。

而该书另一个调查洞见在于，大

部分的浪漫剧观众并非“看多了浪漫

剧提高了爱情阈值，满足了情绪价值

反而走向不婚不育”，反而婚恋观都很

积极正向，甚至会因为浪漫剧更渴望

爱情和亲密关系。而这些研究结论包

含了30%的男性观众，也刷新了惯有

思维：男性在异性审美上更趋于保守

是事实，但男性也期待着浪漫爱情和

亲密关系。

浪漫剧来源于生活，它折射了万

千观众的爱情理想和婚恋理念，浪漫

剧也影响生活，无数观众从中得到某

种爱的代餐并且学会了何为浪漫。《观

看爱情》作为一本对时代流行剧的剖

析和观照，让人读出了浪漫背后的那

些非浪漫的理性——研究的洞见与创

作的匠心，但同时也让人看到了浪漫

在现实中的魅力——温暖人心然后相

信爱情。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
化产业系副教授）

今年以来，国产电影整体票房相对
疲软；进入下半年，尤其是暑期档之后，
国产电影更是缺乏活力。窃以为，其中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产大片的缺位；或
者说，是国产大片的生产不尽如人意。
截至11月，本年度堪称大片的电影不仅
数量寥寥，且未能产生比较有代表性的
作品。

作为一个舶来的概念，大片没有绝
对的标准；但随着中国市场的发展变化，
大片发展出中国语境中的鲜明意涵。考
察那些担纲了票房主力的国产大片，主
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核心特质：首先是表
达主流价值观的，为大众所认可的意义
模式；其次是基于特效、美术和视听冲击
力的宏大美学建构；最后则是必不可少
的故事本身和叙事模式的娱乐性和趣味
性。从近些年的电影市场来看，国产大
片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吸引、兼容大部分
群体走进影院的“破壁”作用，从而引领
大众对于观影的热情。

但遗憾的是，2024年国产电影在大
片制作上几无亮点。

2024年国产电影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出现了很多更具特定身份与群体意
识的影片。例如《热辣滚烫》《出走的决
心》《乔妍的心事》《好东西》等女性向意
味更为显著的影片，《野孩子》《逆行人
生》等关注特定草根群体的影片，以及
《云边有个小卖部》《走走停停》等都市青
年治愈片。这其中，只有《热辣滚烫》与
《好东西》凭借强大的话题效应实现了破
圈，而大多数作品则由于意义模式聚拢
于特定群体，受众面也相对狭隘。而大
众舆论的群落化、圈层化，则与电影的这
一趋势形成了某种共振，导致了不同人
群的观影壁垒更为显著。同时，舆论场
整体上也变得更为敏感。《逆行人生》所
产生的“富人出演穷人”的舆论质疑虽然
在逻辑上站不住脚，但从侧面说明了群
体性舆论的极化现象，亦说明了电影进
行群体性想象的内生困境。

与此类电影困守于特定领域相对，
本年度没有产生口碑和票房同时兼备的
“破圈”大片。然而，这种大片的困境并非

产生于今年，近几年以来，市场上堪称“大
片”的优秀电影几乎凤毛麟角。

这一问题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观察。
首先，在近几年的电影市场上，在高

票房的电影中，“大片热”在逐渐降温。
2023年的《满江红》《消失的她》都以特

定时空构建了某种程度的“奇观化”叙
事，或以明星阵容叠加主旋律叙事，或以
悬疑风格建构女性向话题，取得了巨大
的票房成功。这种充满了猎奇风格的
“出奇制胜”的电影生产策略，深刻影响
了其后的电影投资和生产逻辑。但显

然，类似的成功没能在电影市场得到延
续。与这一趋势相对应，比之此前追求
宏大视效、技术奇观的影片在各个类型
中全面绽放，近两年的电影则更加趋向
剧情片和现实题材；其他题材尤其是幻
想题材等典型特效片则相对匮乏，这是
导致优秀大片难以出现的重要原因。

同时，在新主旋律大片奠定了大片的
典范美学样态之后，电影市场掀起了此类
电影的热潮，但现实题材在建构大片美学
方面逐渐体现出其局限性。近三年以来，
新主旋律大片明显集中于历史战争题材
（如抗美援朝题材主题影片）和部分灾难
题材（如《烈火英雄》《惊天救援》）。前者
严肃的革命伦理和写实表达使得文本在
表现空间上较为有限，而后者则难以负载
“宏大美学”的想象，这使得主旋律视野中
的大片建构逐渐陷入了困境。

结合票房成绩、总体评价和美学特
质，近来如《流浪地球2》和《封神第一
部》这样出众的国产大片并不多，这其实
并不偶然。大片所需要的充沛的想象力
和宏大美学的视听震撼，往往在幻想类题
材中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呈现。同时，比

之于现实题材，幻想题材也更有助于拓
宽意义模式和表述空间，彰显娱乐价值。

以好莱坞的经验来说，奠定好莱坞
全球影响力的，是以技术进行卓越想象
的一系列影片，如《星球大战》《侏罗纪公
园》等。对于中国大片来说，幻想题材同
样是大片最具潜力的表达模式。不过，
就目前的电影整体创作来说，中国电影
市场的幻想题材创作，除了《流浪地球》
系列这一科幻力作，只有在古典神话领
域取得了一些成绩，产生了《画皮》《封神
第一部》等真人电影，以及《西游之魔童
降世》《白蛇》三部曲等动画电影。

这里体现出一个非常显著的矛盾。
自新世纪以来，以网络文学、游戏等为代
表的新媒介文化，已经产生出大量的幻
想文化作品，并不断延拓到电视剧这一
主流媒介中来。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幻
想文化已经占据了显著的优势地位。然
而，出于各种原因，电影市场反应迟缓，
未能对幻想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转换和
运用，而是以保守的姿态固守古典神话
这一阵地。电影领域的幻想文化开发，
远远落后于当下大众文化领域中幻想文

化的发展。事实上，幻想题材也有过一
些经典题材之外的开拓。在国内兴起大
片热潮时，就陆续产生过《无极》《长城》
等电影，但这些电影情节悬浮，缺乏本土
文化意识，未能取得良好反响。2020年
以后产生过《阴阳师》《侍神令》这样以日
本阴阳师文化为背景、二次元风格较为
浓郁的作品，但这种源自于海外文化传
统的表达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

相比较而言，2024年的两部幻想题
材电影中，《749局》有着基于本土现实
的想象力来源，《异人之下》取材于当代
漫画作品，并通过动漫改编产生了一定
影响力。这两部作品具备了较为显著的
本土意涵和新媒介文化特质。然而遗憾
的是，比之于《长城》生硬地搬弄好莱坞
怪兽片套路，《749局》则以隐含的青春
偶像剧情感表达叠加好莱坞元素的生硬
串烧，显现出了更为彻底的思维混乱，尤
其是本土文化主体性的缺失。而《异人
之下》则几乎完全脱离原著的精髓，显现
出了制作团队对于作品本身和新媒介文
化盲目混乱的认知。这两部作品的失
利，体现出电影领域对于新媒介文化经
验的严重匮乏。

相比之下，今天暑假取得了巨大成
功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在一定程度上
取代了电影的生态位。它的成功首先来
自于优秀的视听效果和美术呈现，营造
出虚拟真实的恢弘美学和极致沉浸感。
其次，则是它虽然取材于经典神话，但却
吸收了新媒介文化（小说《悟空传》）的经
验，对原著进行了大胆的颠覆性表达，从
而打开了全新的意义空间。《黑神话：悟
空》以技术所营造的审美冲击为基础，叠
加了新媒介时代的幻想文化表意模式；
它作为3A大作的成功，显现了幻想文化
的深刻潜能。同样，在电影场域中，也应
该重视新媒介文化经验，尤其是新世纪
以来的幻想文化传统。这不仅可以为大
片提供更为宏辉和更富想象力的叙事和
审美空间，更有助于立身于本土文化潮
流，建构更具主体意识的中国式大片。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当下，网络游戏因其市场份额高与

受众群体广而成为新兴的文化载体和传

播渠道。根据游戏工委数据统计，最近

五年中国国产游戏已进入全球91个国家

和地区，许多海外用户通过接触中国游

戏而产生对中国的正向认知和积极评

价。国产游戏海外用户比普通民众对中

国的好感度整体高出20%以上，68%的

海外用户表示喜欢游戏中的中国文化元

素。可见游戏对文化的传播具有其自身

独特的优势。

从2015年根据游戏改编的粤剧《决

战天策府》算起，戏曲与游戏的融合探

索，已经过近十年时间。十年间，这种融

合探索不断深入，可谓在传统文化搭载

游戏这一数字技术平台进行传播的潮流

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下瞩目的文化现象。

“嵌入式”融合与
“戏曲化游戏”

将戏曲元素植入游戏的角色设计、

剧情设置、视觉艺术、音乐音效等，赋予

游戏独特的戏曲美学风格与艺术特征，

戏曲与游戏的“嵌入式”融合，使游戏彰

显出更多文化性和艺术性的可能。

比如《原神》的“飞彩镌流年”上线

时，推出了戏曲角色“云堇”及相关内容，

在海内外引发京剧热。“云堇”在游戏中

被设定为“璃月戏”的名角，不管是服装

与妆容细节，还是角色在释放技能时的

动作手势，都充满标志性的戏曲元素，

服装上的绒球、翎子、云肩，以及“舞花

枪”等戏曲动作，对海外玩家来说极具

视觉冲击力和新鲜感，而过场动画《神

女劈观》采用“皮影戏”二维动画，呈现

“云堇”的一段融合戏曲特技动作与传

统武术的舞花枪表演。这段充满京腔

韵味的唱段在全球统一采用中文配音，

对仗工整的唱词、“巾帼”“天伦”“知音”

等系列专有词汇及其所传达的博大精深

的历史文化，引发海外玩家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讨论和探索。目前，《神女劈观》

在国内B站的观看量已超过3460万人

次，在YouTube上收获超过1295万次的

观看，成为传统戏曲文化全球传播的成

功案例。

“戏曲化游戏”则融合戏曲和游戏两

种不同的艺术样态，通过游戏的交互特

性对戏曲进行传播与表达，从而拓展传

统戏曲舞台边界，重塑戏曲的观演关系

和观看模式。比如手机游戏《京剧猫》、

单机角色扮演游戏《古剑奇谭三》、三国

题材策略游戏《小小霸主》，均由游戏厂

商自主研发，制作团队在使用丰富想象

力打造游戏世界的同时，将传统戏曲文

化元素渗透到游戏设定中。

而在其中，国有戏曲院团的参与合

作，令这样的游戏戏曲融合更为丰富多

元和深入。

早在2019年，《天涯明月刀》就与上

海京剧院合作春季京剧主题版本《曲韵

芳华》，京剧元素巧妙融进游戏的“武侠

江湖”脸谱和靠旗设计，杨扬、吴响军、方

沐蓉三位青年京剧演员为游戏时装“心

王 ·折子戏”献唱《红娘》《定军山》《穆桂

英挂帅》等京剧经典唱段。同年10月，

《王者荣耀》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联合

推出游戏角色上官婉儿的越剧文化皮

肤，上线后相关话题微博阅读量达7亿，

总曝光量15亿，越剧皮肤最终获取人数

6400万。

在此基础上，将经典剧目或与之有

关的人物角色、价值理念植入游戏是戏

曲院团与游戏厂商联动合作的另一主要

内容。装扮类手游《闪耀暖暖》与国家京

剧院合作推出《杨门女将》穆桂英的京剧

戏服套装“月照关山”，重庆京剧院将京

剧经典剧目《梁红玉》植入手游《忘川风

华录》中，推出南宋抗金名将梁红玉这一

游戏角色。与此同时，《逆水寒》展开与

豫剧、京剧和昆剧的三次联动，推动传统

经典剧目或唱段在网络游戏中的传

播。而《逆水寒》在早前还上线了“瓦舍

听戏”系统，在游戏中搭建戏台“梨韵

阁”，将《牡丹亭》《梁祝》《天仙配》《女驸

马》等经典曲目通过演员的动捕和配唱

还原在游戏中，此举在潜移默化中拓展

传统戏曲舞台边界，建构新的观演关系

和观看模式。

  转化与“游改戏
曲”“戏改游戏”

IP转化是戏曲与游戏在内容上进行

深度关联，依据产品IP的粉丝黏性推动

游戏玩家与戏曲观众之间进行转化，开

拓戏曲和游戏两大产业新兴的商业模式

和多维度的融合发展空间。细分之下，有

“游改戏曲”和“戏改游戏”两种模式。

“游改戏曲”，即将具有强大IP粉丝

效应的网络游戏改编成戏曲作品，以戏

曲的方式重新书写和构建游戏文化，在

粉丝经济效应驱动下，能够一定程度带

动戏曲市场突破。比如由马鞍山市艺术

剧院联合完美世界游戏共同打造的新

《诛仙》手游定制黄梅小戏《痴情咒》，视

频在新《诛仙》官方微博播出，仅一天的

播放量就达到45万。

反过来，戏曲也可以成为游戏改编

的蓝本。当戏曲元素融入游戏机制与玩

法规则，则进一步推动游戏玩家和戏曲

观众之间的社群转化，这在戏曲IP改编

网络游戏中尤为凸显。

上海越剧院将传统越剧《红楼梦》注

入《绝对演绎》游戏情境与玩法机制，以

宝黛爱情为主线，玩家通过“玩游戏”学

习越剧《红楼梦》唱腔身段，整个游戏是

玩家体验身为越剧演员的成长过程。此

次合作极大活跃了当前用户，获得较多

的新进用户，游戏玩家对于联动的内容

体验好评度达到80%，其中有50%的玩

家还去搜索了《红楼梦》的相关内容。

除了很多游戏爱好者开始关注越剧，一

些越剧戏迷也开始尝试进入手机游戏，

以求通关获得参与《红楼梦》线下活动

的机会，游戏玩家与越剧观众发生双向

转化。

在上述两种IP转化的融合模式中，

优质的高黏度粉丝随着原IP在产业中的

转化而转化，其核心是利用粉丝效应背

后游戏玩家的消费力和戏游融合的吸金

潜力，以文化资本利润再生产为目的，对

原IP的商业价值进行二次或多重的发掘

利用：强大的游戏IP通过转化改编，向

“游改戏曲”输入数量庞大的玩家粉丝，

实现零成本营销，降低宣传成本的同时，

客观上为传统戏曲拓展了新观众群体；

“戏改游戏”强调戏曲IP与游戏机制及玩

法规则的融合，进而促进游戏玩家和戏

曲观众之间的双向转化。由此可见，IP

转化的“戏游融合”蕴藏巨大的粉丝经济

效应和吸金变现潜力，也给戏曲和游戏

两大文化产业的互动合作空间带来巨大

商机。

综观当下国内市场，无论是游戏IP

改编戏曲还是戏曲IP改编游戏，均尚为

一片蓝海。如何以IP为桥梁，在戏游融

合中开创戏曲艺术发展的新方向——不

局限于照搬游戏IP的剧情和标识性符

号，而重在以戏曲艺术主体来重写和讲

述游戏故事，这是有待进一步深潜挖掘

的领域。

通过“嵌入”和“转化”，戏曲与游戏

跨界融合形成新的艺术形态和表演样

式，进而获得更多的文化再生产空间，以

一种与当代连接、符合现代审美的演绎

方式传播、传承戏曲文化，在数字技术时

代讲述属于本民族文化和价值理念的

“中国故事”。网络游戏以强交互性和庞

大的用户群，超越单纯娱乐工具的价值

范畴，为戏曲艺术拓展新观众群体、输出

相关价值理念，以及戏曲的创新性传承、

转化与发展开辟新的路径。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国产大片可借幻想文化激活创造力
高翔

戏曲与游戏跨界融合
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杨子

结合票房成绩、总体评价和美学特质，近来较为出众的国产大片几乎

只有包括《流浪地球2》（下图）和《封神第一部》（左图）在内的少数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