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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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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语言模型的发展备受

瞩目，人工智能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崭

露头角，其文本还显示出影视改编领

域的巨大潜力。继《天命使徒》之后，

华东师范大学王峰团队发布的第二部

AI生成小说《机纪觉醒》，就是一个这

样的案例。

经典选材+戏剧冲突+人性深度+

头脑风暴，一直是影视改编屡试不爽的

盛行套路。例如彼得 · 杰克逊执导的

《指环王》三部曲，改编自J.R.R.托尔金

的史诗奇幻小说《指环王》。遵循这样

的“改编套路”，该作品不仅取得了巨大

的票房成功，还广受评论界认可。其成

功的一大因素就是围绕着文本的可视

化改编，而这种改编方式并非简单的

“看图说话”或从文本到画面的直接转

换，而是一种编剧策略——通过多线叙

事、问题驱动、思想上的高概念以及娱

乐性的表现方式来完成。

首先是非线性和多线性叙事以及

情节设置。

熟稔电影史的人都知道，《公民凯

恩》成为电影艺术的经典标准，其一就

是因为它的多线叙事手法。通过时空

调度呈现复杂叙事并非必要，却是视听

艺术不可替代的优势之一。比较《天命

使徒》和《机纪觉醒》可以发现，前者侧

重于主人公玄豹在天地神教中的成长

冒险，情节主要通过战斗和探险来推

动，属于单线任务；而后者则通过庄理

和艾莉娅的双线交织，展开关于科技枢

纽的解码与反抗，提升了故事的立体感

与错综复杂性，更适合影视改编中的时

空调度需求。

情节设置方面，很显然《机纪觉醒》

包含了更多的悬念设计，如“思维枢纽”

解码的多步骤环节以及潜伏的未知威

胁，使得整个故事充满紧张感和连贯

性。数据统计显示，《机纪觉醒》每章节

的冲突密度平均为1.5次，高于《天命使

徒》的1.2次，这使读者的情感体验更为

激烈，故事推进也更加流畅。

悬念设计等同于问题设计。我们

在谈到大卫 · 波德威尔和诺艾尔 · 卡罗

尔的影像后理论叙事框架时，就有所谓

“问题驱动的叙事”概念，将叙事过程划

分为一系列“大小问题”，以解构观众的

观影过程和电影叙事的运作方式。核

心问题是叙事中的大问题，与故事的主

线和最终结果相关，例如观众在观看侦

探片时的核心问题是“谁是凶手”。大

问题是推动观众持续关注电影进展的

关键，是叙事的“核心引力”。小问题则

是细节性的，贯穿在情节各阶段，为故

事增添层次感。这些问题帮助观众逐

步解读电影，例如，“这个角色接下来会

做什么？”“某个物品的用途是什么？”而

《机纪觉醒》正是在这些悬念设计上满

足了问题驱动的叙事需求，具备更强的

影视改编潜力。

其次，影视改编的文本可视化体现

在高概念上。

高概念能够将复杂的故事以简单

有力的方式转换为视觉语言，同时因其

简单有力的核心叙事点，能够快速吸引

观众并具有市场潜力。例如“当一个普

通人穿越到魔法世界成为拯救者”（如

《哈利 ·波特》），或“来自不同背景的恋

人在巨大灾难中相遇”（如《泰坦尼克

号》），都属于高概念。从高概念的角度来看，《机纪觉醒》比《天命使徒》在影视改

编潜力上更具优势，因为它围绕“科技对人类思想的控制”这一核心主题，带有强

烈的戏剧冲突和深层次的伦理思考，更利于打造复杂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共鸣，

使观众在对科技与人性冲突的视觉体验中产生深刻的情感投入，也更具市场吸

引力和宣传优势。相比之下，《天命使徒》虽然具有英雄成长的主题，但其高概念

较为传统，集中于个体英雄主义，缺乏社会层面的深度探索，主题上更趋向于个

人奋斗，情感张力相对单一。

最后，影视改编的文本可视化体现在娱乐方面，包括动作、角色塑造和场景

渲染。

《机纪觉醒》中包含大量的追逃、潜入和战斗情节。例如，庄理在科研所内

的紧张潜行、艾莉娅在战场上的激烈战斗等，这些场景都可以在影视中通过动

作设计和特效运用得到更加直观的展现。特别是在庄理和敌人之间的解码对

抗和智力博弈中，影视剧可以通过剪辑和配乐来增强场景的悬疑感和紧张

感。此外，小说中描述的虚拟思维空间和现实场景的对比，为影视化的镜头切

换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这种现实与虚拟交替的情节，可以通过画面特效和镜

头变换来增强观众的视觉体验，同时也为影视剧的悬疑和心理惊悚氛围增加

了层次。

从场景渲染来看，小说中大量涉及高科技解码、虚拟思维空间和科技枢纽的

描写，为影视化的视觉呈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例如，庄理解码“思维枢纽”时的

大量代码和算法的视觉化表达，以及虚拟思维空间的构建，都可以通过3D特效

和CGI（计算机生成图像）技术来呈现，带来强烈的未来科技感。这种场景的视

觉冲击力不仅符合观众对科幻题材的期待，也能增加影片的观赏性。小说中

的反乌托邦社会，通过压抑的城市景象、戒备森严的科研所和破败的地下反抗

军基地等场景展现出来。这种对社会环境的视觉化呈现可以通过色调的暗

淡、建筑的高冷设计和高对比度的光影效果来营造出紧张、压抑的氛围，增强

观众的代入感。

在《天命使徒》中，玄豹作为孤胆英雄，展现出追求力量和坚韧的信念，但配

角缺乏深入互动。而《机纪觉醒》的主角庄理和艾莉娅更丰富多面，庄理不仅是

反抗军首领也是科研人员，专注于探讨“真实自我”；艾莉娅在战斗中表现坚韧，

与庄理的情感互动也显示了她的脆弱。这样的角色关系刻画，使庄理技术突破

时的内心冲突和艾莉娅的担忧更具真实感，观众更能共鸣。小说还描绘了反抗

军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信任危机，增强了影视改编的人际冲突和情感戏份。

从《天命使徒》到《机纪觉醒》，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写作平台日新月异

的发展，不仅逐渐雕琢出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和文学气质，还延伸出影视剧改

编的巨大潜力。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奇妙。1928年科

学家亚历山大 ·弗莱明在实验中偶然发现培养皿上的霉菌能杀死细菌，虽然这

并不是他的研究目标，但他深入研究后发现了青霉素。这一意外的发现后来

成为抗生素的基础，彻底改变了医学。同样的，我们今天看到《天命使徒》展现

了AI在奇幻冒险叙事中的潜力，然而《机纪觉醒》更将其对人性、科技和自由

的思考推向了深处。AI生成的文本在影视改编中的适配性，犹如一块尚未雕

琢的璞玉已然拥有无限可能，它以多线叙事、紧凑的悬疑设置、清晰的高概念

主题谱写了影视文本的可视化。这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创作手段，更有可能赋

予影视作品改编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未来的银幕上，我们或许能目睹由AI创

作并改编的故事流光溢彩。这些文本不仅是人类情感的映射，更展现了技术

与艺术交融下的独特视角。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影视创编中心主任）

让京剧艺术更加“声入人心”
崔伟

京剧艺术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

宝，流传200年来一代代杰出艺术家的创

造自然功不可没；但同样重要的是，京剧

每一步的前行发展，特别是文化与艺术

品味的提升，更离不开观众这片肥沃的

艺术土壤。因此，做好传承与发展京剧

文化这篇大文章，重视对戏迷、票友的培

养团结，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

近期热播的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声

声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

票友大会》，就是一场电视人极具民族文

化传承发展使命感，并充分发扬当代电

视传播创新优势，在培养观众，厚植京剧

发展基础上，做出巨大突破与强烈效果

的传播盛宴与京剧课堂。

收看后我强烈感受到，《总台首届京

剧票友大会》的本质就是立足最大程度

呈现喜爱京剧文化的普通人所具有的戏

曲人生情感与艺术情怀。更深层次的意

义，则是通过每个选手各自不同与戏结缘

的经历，与戏相伴的岁月，显现出内心深

处特有的深挚民族文化情结，讲述属于每

个人自己对京剧文化的感悟、认知，并在

大会提供的平台上，点亮每一个参与者深

深的京剧之恋，凸显京剧之美、人生之美。

其实，这正是节目的独特定位，正因

为如此，才使得我们的欣赏过程一改以

往面对某些节目时的那种浅显，能够具

有对每个参与者才艺背后内心世界的温

暖邂逅产生的人生共鸣。于是，节目开

掘方向的独具匠心，必然在呈现形态上

发散出更有感染力和新奇感的诸多亮

点、燃点。总结起来有如下三点：

一是戏与人生的水乳交融。

据我所知，《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

会》自启动以来，各地的响应参与程度是

极为踊跃的。这首先说明了国粹京剧艺

术的巨大影响力，同时更体现出总台文

艺节目中心选题站位精准，的确有着在

弘扬传统戏曲文化上的影响力，且足以

形成以点带面的撬动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大会不同以往，

更鲜明显现了活动创意和追求的深沉用

意与高远目标，即票友的汇聚只是搭建

一个平台，展示才艺也不是主要目的；真

正想做的是开掘参与者内心深处的民族

文化情怀，力求讲出、讲活各自伴随京剧

艺术真实且具有感染力的人生风景，是

开掘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民族精神的深

沉感、存在感、血肉感。

有幸的是，我曾参与了复评的遴

选。看着每一个报名者的才艺展示和自

我介绍，经常产生艺术评判之上的某种

感动。它令我顿悟，当下的京剧爱好者

早已不是以往的那种老票友。新生代的

京剧爱好者不仅追求京剧技艺的“观、

学、会、演、精”，而且更能体现京剧文化

在普通人人生行进中的精神滋育、境界

提升、力量萃取。可见，戏曲恐怕绝不是

一种简单的艺术消遣和爱好，而是民族

血脉和人生滋养的宝贵积淀。他们爱好

京剧，传承的不仅仅是文化，所有优秀的

报名者与京剧相伴，几乎无不焕发出与

众不同的人生和精神的充实与精彩。

在节目播出过程中，听票友们讲述

他们与戏曲的情缘，每每会发现生活中戏

曲带给人的精神力量，更能获知带给不同

选手的人生支撑。这个节目，可贵在走出

了以往一些赛、奖狭窄的技艺比拼，显示

出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守正创新，聚焦文艺

爱好者的新风景，最终形成的是对民族文

化为什么弥足珍贵的深深思考与践行。

二是参与者更加年轻和广泛。

没有年轻人热爱和参与的传统文化

是很难有光明未来的。《总台首届京剧票

友大会》再不是以往的票友活动那样充

满暮气，而是洋溢着浓烈的青春活力。

一大批青年京剧爱好者的闪亮登场，令

人看到了国家大力倡导民族文化发展繁

荣的可喜成果，更由衷欣慰京剧文化传

承普及的勃勃生机和无限希望。

参与节目的所有年轻人，每一个都

有着较高的京剧演唱水平，更充满着对

京剧深沉的爱和学习钻研的执着。几个

大学生选手让我印象深刻，他们或攻老

生，或学旦角，人人都能看到他们花费的

巨大心血，那种全身心的投入和呈现效

果，夸赞他们身手不凡不为过。印象深

刻的是，选手中一个编辑出身的旦角参

与者徐梦然，从6岁就钻研“张派”青衣；

一个农民出身的花脸选手李全忠，气势

与演唱都充满了质朴阳刚，甚至有专业

花脸所缺乏的雄浑；24岁的北大学子潘

宇轩习京剧小生，声音峭拔具有力度，使

得观赏节目时有惊喜显现。

这次活动选手参与的广泛性特别明

显，而且职业、身份非常接地气，但水平

却不低。我们常说戏曲传承“高手在民

间”，果然名不虚传。其实，从更深层次

看这次票友的优选和展示全过程，更具

有京剧文化普及引领性，体现出总台所

秉持的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以及服务

基层、服务人民的节目立足点。

三是模式设计返璞归真。

在节目呈现面貌上，《总台首届京剧

票友大会》同样体现出不同以往的精彩

环节设置。在遴选出的选手分行当展示

基础上，并未滑向比赛的功利性走向，而

是设计为令人耳目一新、别开生面的合

作性竞争，最终通过在《四郎探母》《红鬃

烈马》《白蛇传》等展开角色争夺战，使晋

级、胜出更具有实力感的标准和高水平

的检验。于是，通过合作剧目呈现的学

习、排演、合作环节，谁会成为最优秀的

票友群组，变得颇有悬念，但却名副其实

打造与完成了京剧爱好者的好看之旅，

且使节目充满了悬念感。

这种阶梯性递进更为科学且充满创

新，彻底改变了单纯聚焦个人名次和水

平的功利色彩，做到了既有技艺评比，更

重合作、学习。最终能够通过整体的呈

现经典剧目，展现票友实力，体现京剧艺

术的整体性以及从学到精、从台下到台

上、从清唱到彩唱的精深和立体，使京剧

体验升华出了更好、更全面的完整本质。

四是情趣、情感、情怀的终极收获。

对节目效果的创新、出新，《总台首

届京剧票友大会》并未止步于技艺表现

的优劣高下，其欣赏效果和节目表现还

充满浓浓温度感，充满情趣、情感、情

怀。情趣表现在节目呈现的精彩故事

中；情感蕴藏在选手对京剧深深的挚爱

里；而最终所表现的终极效果则是调动

与感染选手，特别是电视机前每一位收

看者的民族文化情怀的加深、加重。

不能不赞赏编导所下的功夫，发

现、开掘殊非易事，是否开掘充分，表现

生动，体现在节目每位选手的故事都很

真诚，很鲜活，一扫以往大多这类节目

夸夸其谈的空洞。我特别感动的是几

位已退休票友们对喜爱京剧的表达。

他们口中岁月的积淀使得所谈京剧伴

随人生的特有情怀，满含依恋，句句动

容。有了这些参与者情感的真实，节目

的精彩、京剧的精彩，就都迸发出浓浓

的温度。

因为具有建立在情感开掘上的温度

给与，自《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开播

以来，我每期都期待着认识新票友、赏观

新技艺、获得新知识。当然，具有这样的

期待，不但说明节目所展现的票友风采、

京剧风光总能带给观众惊喜与感动，对我

来说也像一个伴随认识或不认识的新老

朋友走进京剧的迷人历程，加深我对京剧

的认识，对民族文化的理解，调动起我们

为各位选手进步和收获的由衷兴奋。

总之，这个节目的最大创新，恐怕在

于能通过参与者情感和情怀的不断展

现，让观赏、观看过程，足以变为结识新

朋友、获取新知识的宝贵学习课堂和共

同的目标奔赴。这在以往的节目赛事和

活动中还真很少出现过。

（作者为戏曲评论家）

是传统的，也是当代观众期待的
——评新版黄梅戏《天仙配》

胡一峰

面对新戏，观众一般同时关注“演
什么”和“怎么演”；走进老戏的舞台，对
“怎么演”的期待显然远甚于“演什
么”。尤其要用经典作品征服年轻观
众，无疑对演出者来说是最大的考验。

今年以来，由“梅花奖”得主袁媛担
纲主演，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新版《天
仙配》举行了几十场全国巡演，从现场
青年观众的反应来看，创作团队可以说
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黄梅戏代表剧目《天仙配》以岳西
高腔《槐荫记》为蓝本，流传过程中多有
损益。此次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新版
共五场，即“鹊桥”“路遇”“上工”“织绢”
“分别”，删去了以往版本中“满工”这一
场的部分内容，时长相应压缩至两小
时。这样的处理，在不损伤观众“听戏”
获得感的基础上，使全剧剧情更加紧
凑，节奏更加明快。

被删的“满工”包含傅员外不守信
用，妄图赖账，强留董永夫妇继续服役
的诸多内容。从故事和剧本演变的历
史看，傅员外的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颇
有变化。在更早的民间传说和戏曲文
本中，傅员外一度以乐善好施、忠厚长
者的形象出现，在七仙女回天庭后，他
甚至将女儿嫁给了董永。1950年代改
定的版本塑造了傅员外刁狠狡诈的压
迫者形象，从而给七仙女和董永的爱情
增添了反抗剥削与压迫的色彩。此次
修改后的这一版引导观众把注意力更
多地集中在七仙女和董永的爱情本身。

纵观《天仙配》的流传历史，越至晚
近，七仙女与董永爱情的烟火气、生活
感越浓厚。

三国时代曹植以“天灵感至德，神
女为秉机”解释这段感情的底层逻
辑。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而言，爱情纳
入果报，只要做好人，“天上掉老婆”，
显然缺乏认同基础。同样，出现一个
不以棒打鸳鸯为目的的恶员外，也非
突出主题之必须。在这个意义上，这
一版《天仙配》的处理简化了七仙女和
董永重获自由身的过程，把相对更多
的“戏”留给他俩的二人世界，进一步
提纯了这个古老的故事的爱情线。七
仙女在天庭对董永一见钟情，下到凡
间，嫁给董永，患难相扶，不离不弃，更
像当下年轻人常说的“纯爱”。爱情是
浪漫的，但任何一种浪漫都具有时代
色彩。对爱情超越外部环境的纯粹性
的凸显，更契合当代人特别是青年对
于浪漫的想象。

戏曲是表演艺术，正如阿甲所言：

“演员本身便是物化了的作品”。戏
曲作品的一切文学和舞台意图都必
须依靠演员来落实。《天仙配》是旦角
担纲戏的代表。作为安徽省黄梅戏剧
院第四代“七仙女”，袁媛对这一经典角
色的演绎，既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
黄梅戏艺术传统中的“七仙女”演给当
下观众的过程，也是在新时代的舞台
上为当下观众演出他们心中的“七仙
女”的过程。

我们看到，舞台上这个七仙女扮相
娇媚秀丽，身段活泼窈窕，唱腔清亮甜
润，真可谓演出了“七仙女”的文化内涵
和艺术精神，演出了她个人对于七仙女
和黄梅戏的理解和热爱，演出了当下观
众对“七仙女”的审美期待。

艺术以抒情为能事。戏曲的情感
具有高度技巧性。优秀的演员往往把技
巧的情感内化到自己的艺术天性之中，
在此基础上，融入来自即时生活感悟的
真实情感，再加以流畅自如的表达。灌
注了此种情感的舞台形象，在经典美、形
式美的基础上，更多了新鲜的美，活泼的
美，会让观众更感亲切、熨帖。袁媛的
“七仙女”便是如此，在遵循程式的基础
上增添了性格化表演的新光彩。

一方面，她坚守黄梅戏艺术本体，
合乎戏曲规矩法度，尊重前辈创造积累，
借鉴吸收前代“七仙女”的表演心得。比
如，“路遇”一场中，董永问“但不知大姐

家住哪里，要往哪里去”，七仙女答“我本
住在蓬莱村”。严凤英大师谈到此处的
表演时曾说，董永的问题是七仙女不曾
料到又必须回答的，因此她在回答时需
稍加思索，又因为“蓬莱村”的回答是撒
谎，七仙女的神态必先由略慌张至平和
以至于一丝小小的得意。袁媛在处理这
一段时，表情变化十分细腻，脸色略一沉
即满脸笑意，既流露出七仙女微妙的心
理变化，又表现出她的机智应变。

另一方面，袁媛以自己的艺术禀赋
和对剧目的理解，丰富和更新了七仙女
的情感内涵，为这个经典角色注入了属
于时代的美感。我们看到，这一版“七
仙女”不同场次的心境变迁及其外化分
外鲜明。从“鹊桥”里情窦乍开的少女，
到“路遇”中嫁得良偶的新妇，再到“上
工”“织绢”中贤淑忠贞的贤内助，直至
“分别”里备受煎熬的离人，既是从仙女
到人妻的身份变化，更体现出女性在生
活阅历中的内心磨砺与人格成长。由
此，袁媛创新演绎了不少让人上头的
“名场面”。

比如，七仙女初遇董永时，百般设
计，无理搅三分，恨嫁之心，溢于言表。
为了拦住董永去路，她故意撞他一膀又
反咬一口，故作蛮狠，双手点指，咄咄逼
人，见到董永诺诺后退，她掩口偷笑。
不料，再想故技重施却被董永躲过，惊
觉心机被窥破，她赶紧双袖掩面，含羞

后退。这个段落不长，却又几次反转，
袁媛此处的表演身段灵动，表情丰富，
凡动皆舞，唱念俱佳，或暗喜，或佯嗔，
或装狠，或露怯，成功地把七仙女的心
理变化外化为肢体语言，观之既是古代
传说里的七仙女，又如现实生活中的刁
蛮女友，在凸显场面戏剧性的同时又增
添了几份游戏感。

再如，“分别”一场。这是全剧高
潮，人仙之情注定不被天庭祝福，这个
纯爱的浪漫故事将回归“相爱者必将分
离”的永恒母题。面对天将公事公办的
通牒，七仙女内心如绞。“我与董郎恩爱
深如海，利剑难断我夫妻情。熬过傅家
百日苦，好比是熬过黑夜到天明。我愿
做凡人不做神，要我回去万不能！”这段
唱，袁媛处理得沉稳而坚定，表现出七
仙女誓与董永厮守人间的决心，以及想
借助难香求得姐姐帮忙来掌握局面的
乐观。岂料天将又告诉她，大公主已被
打入天牢。失了依靠的七仙女重申“不
回天庭”的决心时便少了些意气，多了
一丝结局难料的悲壮。待到天将第三
次传旨，并以将董永碎尸万段相胁迫，
七仙女的内心终被击溃，接下来的唱段
哀怨婉转，如泣如诉，不复“路遇”时的
清丽、“上工”时的利落，满是软肋被拿
捏的无奈。接下来与董永的戏中，七仙
女欲言又止，眼神苦中带滞，语音迟而
生涩，分明内心魂难守舍却又强作无
事，其悲其痛，淋漓尽致。最后，董永昏
倒在地，七仙女抚夫痛诉，留下诀别之
言，则又表现出痛定思痛的沉静。这样
的处理构成了人性在突如其来的重大
打击下情感变化的闭环，很真实也很艺
术，故事情境中的角色情感转化为更具
普遍性的生活情感，并借由演员的艺术
技巧传递给观众。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与外在的纷
扰迅变相比，人性的硬核更能抵御时间
的侵夺，当艺术家从故事角色中找到了
它，经典与时代的对话、剧中人与观剧
人的共鸣也便水到渠成了。

李渔说过，演旧剧如看古董。然而
古董之可爱者，以其体质愈陈愈古，色
相愈变愈奇。是以人人相宝，非宝其本
质如常，宝其能新而善变也。在我看
来，此一版《天仙配》正是这样一部新颜
焕发的优秀作品，让我们在享受经典穿
越时代之美的同时，又获得了赋予经典
时代内涵的启迪。

（作者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
主任）

看 台

新版黄梅戏《天仙配》演出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