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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生 卢倩蓉
记者 卫 中

上天入地、探索未竟，勇

立潮头、踏浪而行，是近年来

中国高质量发展向“新”而行

的关键词。随着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国有企业的内生发展动力不

断增强，为促进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日

前，由总台与国务院国资委

联合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大

国基石》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精彩回归，聚焦国

资央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

型实践，彰显新时代背景下

国资央企的担当贡献。

讲好国资央企
建设故事

从山川阻隔到天路贯

通，三条跨越天山的特长隧

道展现出新时代交通建设领

域绿色技术和数智技术发展

的新质生产力；食品安全、海

洋渔业、动漫产业、防灾减

灾，算力正成为支撑国家发

展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

要基石；作为高技术服务业

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检验检

测认证标准计量，积极推动

着中国从“制造”向“创造”转

型；在保障质量和供应安全

的基础上，传统盐行业在科

技赋能下多元发展，承担新

使命。

纪录片《大国基石》聚焦

“科技创新、新兴产业、民生

保障”三个领域，通过挖掘中

国制造的核心突破传递中国

勇攀世界高峰的发展成果，

通过讲述中国制造的攻坚克

难故事凸显建设者们的自立

自强精神，通过展现中国制

造对百姓民生的改善彰显中

国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优势。

三个层面，层层递进，向观众

呈现出一幅充满激情的发展

蓝图，激发民族自豪感与自

信心。

建构可感可触
中国形象

面对高精尖和国家基础

性产业这些“硬核”拍摄主体，纪录片通过大

叙事、中叙事、小叙事三个叙述层次相结合

的手法，形成多元并存的叙事体系，立体真

实地记录和表征了现代化科技工程的建设

攻关过程，展现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

例如在首期《三跨天山》中，宏观上，

按照板块组接结构，搭建起三条跨越天

山的特长隧道从“筑基”到“克难”再到

“圆梦”的艰难历程，成为中国建设交通

强国的现实写照；中观上，将这一过程分

解，与困难、技术、装备等多

个主体相关联，既解决隧道

通风还能保护脆弱的冰川

生态的平行导洞、应对突发

岩爆的隧道掘进机，还有用

于识别隧道隐患的数字化

监控平台、通畅排水系统的

新型管道疏通剂……一个

个横亘在生态敏感地区工

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

难题的解决，将交通运输的

高质量发展从大写意勾勒

成工笔画；在微观上，由这

些大国基石的一线科研和

工作人员作为讲述者，既增

强了影像的真实性与说服

力，也让观众在人物真情实

感的叙述与回忆中感受建

设之艰难、成果之不易。

镜头中展现的是作为

“物”的产业与工程，实质上

处处蕴藏着“人”的内核，建

设一切以人为本，一切源于

人的力量，成果一切服务于

人的生活，由人类共享，有

利于让中国工程故事、中国

智慧与中国精神更好地走

出去。

描绘大国工程
美学意趣

跟随航拍镜头感受天

山的险峻地形和多变气候，

见证跨越天山的东天山隧

道、胜利隧道和西天山隧道

修建之不易，成果之壮观；

在水下摄像头的带领下来

到一个藏于海底的数据中

心，跟随身着潜水服的运维

人员潜入深海，维护海底数

据舱，解锁绿色低碳的算力

密码；微距镜头下安装了大

约 300个传感器的风机叶

片，正在进行一项验证安全

性的极限加载测试，小小的

叶片要承受重达67吨力的

压迫……

在总台“思想+艺术+技

术”的创作理念指引下，《大

国基石》在具有亲临一线感

的纪实镜头的基础上，采用

了航拍、微距、水下等特殊

拍摄手段，辅以数据可视化

等视觉呈现，以更为丰富、

多元、生动的视听语言组

合，解答当今中国如何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经济运转注入不竭

活力这一时代举措。

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发展，从安全支

撑到百姓福祉，《大国基石》以全新的视

角、生动的解读和多元的表达，拓展了

“大国工程”纪录片的创作格局，展现了

党的领导下国资央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奋进之路，彰显出中国式高质量发展以

人民为中心的本质理念与求真务实、直

面挑战、开拓创新的澎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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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年末，一股红黑色调掀起新
国风音乐剧浪潮，《锦衣卫之刀与花》
（以下简称《锦衣卫》）执子入局，吹皱
了上海音乐剧市场。
《南唐后主》《杨戬》珠玉在前，“群

像加国风”已然成为剧伙音乐的创作舒
适区。本剧《锦衣卫》以明朝靖难之役
为背景，融合摇滚、戏曲、说唱、武术等
多样形式，佐以巧妙夺目的舞台设计，
演花开花落，唱刀光剑影，为观众呈现
一餐“鸡腿”“配菜”皆备的全席宴。

红幕拉开，皇帝钦点的促织大赛
即将开始。典型的反英雄主义男主角
风舞阳和梅霜花正如棋盘上的一分两
色，出身相似却因生逢乱世人微权轻，
不得以走向殊途。普天之下，遍地虫
鸣。何以得知谁是蛐蛐儿呢？或，何
以得知谁不是蛐蛐儿呢？宠物嬉闹借
代明争暗斗的战场硝烟，搞笑诙谐的
气氛中以小见大，错综复杂的剧情支
线，立住的不仅是庞大的关系网络，还
有世态百味的鲜活人生。
《锦衣卫》的主视觉图里，“蛐蛐儿

锦衣卫”风舞阳身着黑衣，心思深沉的
梅霜花一袭红装。黑为刀，红为花，放
之舞台，红线缠绕象征五代帝王的五个
圆圈，连接台侧的七把铁青色刀剑。王
权易主时光轮回，到处散落着被命运倾
轧的碎片。上方，条凳尽数侧面摆放，

“人”字造型堆砌成巨大的坟冢。舞者
双飞燕跨过的，是平平无奇的生活物
件，也是社会动荡中的惨烈过往。

作为音乐剧叙事的重要一环，《锦
衣卫》使用大量的中国戏曲与民族器
乐元素来完成舞台行动与音乐语言的
对应。《笼中斗》《战与仇》文场弹拨乐
器、武场打击乐器的转换，作为对白与
打戏的自然衔接，也巧妙区分了不同
情节的紧张程度；《醉灯》中国大鼓恢
弘壮阔，风舞阳生父、师父二人死后相
见，唱响忠肝义胆的战歌，激烈的鼓点
擂在风舞阳的心上，凤凰淬火重生；
《刀与花》《仇恨之子》则形成呼应关
系，风梅互换唱段，彼此回望，小人物
的名氏只能留存在曾真心相待的宿命
对手的脑海。歌队功能的设置回顾了
戏剧传统，渲染了或高昂或悲壮的群
体情绪，是情节推动不可或缺的一
环。红与黑或许生来并无对立，新手
法与旧经典的结合，体现当代创作者
的表达选择。

绣衣春当霄汉立，落英空谷人物
非。《锦衣卫》带着探索中国音乐剧特色
风格的野心，把握当代音乐剧脉络，谱
一曲云谲波诡的回旋大歌。传统与流
行并存共生，树立新国潮音乐的风向
标，书写宏大叙述中的平凡人，形成了
细腻的时代观照。（作者为青年艺评人）

赵可卿

《锦衣卫之刀与花》：
红黑色调的新国风浪潮

“一声响彻云天，一腔诉千年，邀

我入戏游人间。”虚拟歌手洛天依以一

首《戏游九州》，将戏曲文化的精髓融

入现代元素，让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焕

发新生。12月20日《戏游九州》MV上

线哔哩哔哩（B站），目前单视频播放量

已超692万。今晚播出的B站“最美的

夜”跨年晚会上，洛天依将与越剧演员

陈丽君“同台”飙戏，演绎这首新曲。

作为国内最著名的虚拟歌手之

一，洛天依曾因《普通Disco》《勾指

起誓》《霜雪千年》《达拉崩吧》等歌

曲出圈，深受年轻群体喜爱。新歌

《戏游九州》 已开启“天依游学记 ·

戏曲季”的旅程，带着网友一同寻访

昆曲、京剧、越剧的艺术传承，领略

异彩纷呈的戏调声腔，感受一腔诉千

年的文化韵味。

演绎戏韵风华

“谁折柳入梦，牡丹亭畔，青丝缱

绻，春光惹人恋。”洛天依方才唱罢《牡

丹亭》的动人故事；曲未落，昆曲演员

张冉叹了一声——“不到园林，怎知春

色如许”，戏腔婉转，仿佛钻进心深处。

虚拟歌手与真人演员“同台”合

唱，数字科技与传统戏曲共奏新声。

《戏游九州》以戏曲发展脉络为主线，

以大运河水路为动线，选取昆曲《牡丹

亭》、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京剧《霸

王别姬》等经典剧目唱段进行再创作，

带领听者踏上一场由南到北、从柔婉

到铿锵的声音之旅。在快节奏的流行

音乐叙事中，歌曲穿插了戏曲名段的

经典唱句。“这才是二次元应该出现的

戏曲联动，不媚不娇，有的是戏曲的韵

味和洒脱大气。”B站网友“可爱的困

困”在歌曲评论区留言。

如何让昆曲的幽雅、越剧的柔美

与京剧的高亢交相辉映？“在三个不

同戏种的融合中，我们以较为简单入

耳主题动机为线索，通过相似的音程

关系与和声思路，将不同戏曲板块彼

此呼应，宛如九州山水中的不同景

致。”制作团队Vsinger负责人表示，

《戏游九州》 吸收了多个戏种旋律，

融合了丰富唱腔特色，给听者带来兼

容并蓄的听觉体验。“国风、戏曲、

摇滚、说唱……整首作品在多元风格

中保持连贯统一，并达成情感表达上

的递进。”

“歌曲的整体氛围来源于1995年

出版的《牡丹亭》专辑，扬琴、琵琶、古

筝、曲笛等元素的声音非常‘亲切贴

脸’，我们用这个思路构建起了前奏和

主歌部分的纹理。”Vsinger负责人透

露，编曲把国风乐器放进粒子合成器

进行“搅碎”，由此得到更“有机”的声

景。“我们还使用西洋乐器结合民乐的

设计思路，在越剧经典名段《游子成

龙 ·书房》中就有‘弦乐+民乐’的形式，

听起来既有传统中国味道，又增加了

现代感。”

《戏游九州》的结尾段落采用大合

唱的形式，通过多声部的层叠与和声

的逐层扩展，将戏曲角色、人间故事与

历史记忆一并托举，民族乐器音色结

合人声合成技术，再加上Creuzer、莫米

兔的调音技艺，使虚拟歌手得以流畅

自如地演绎戏韵风华。

突破方寸戏台

作为二次元领域最具代表性的IP

之一，洛天依拥有众多Z世代粉丝，微

博上“洛天依”的相关词条话题浏览量

超过10亿。2023年B站跨年晚会上，

洛天依与龚琳娜共同演绎“天依游学

记”的第一首单曲《歌行四方》，唱出对

少数民族非遗音乐的致敬和传承。今

年12月开启的“天依游学记 ·戏曲季”

突破方寸戏台，Vsinger负责人表示，

“戏文有情，戏曲人的热爱与坚守亦是

情。戏曲与生活从来密不可分，希望

以《戏游九州》和‘天依游学记’吸引更

多年轻人走近戏曲。”

据悉，洛天依制作团队与中国戏

曲学会等深度合作，邀请作词人元和

令、付茂华，作曲人刘兆伦、丁嘉昱、俞

佳乐担纲创作部分，张冉、谢江慧、郑

博文、梁歆艺等戏曲演员同台出镜。

在制作过程中，超过20位专家汇聚一

堂，对舞台细节、视觉呈现等进行了反

复沟通和斟酌。

在“天依游学记 · 戏曲季”纪录片

中，记录了洛天依向戏曲演员“拜师学

艺”的经历。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得主张冉为她“教授”《牡丹亭 ·游园惊

梦》中的“绕地游”，还介绍了昆曲戏

服、头面的知识，引发网友的浓厚兴

趣。“在突破次元创新中，不能变的就

是‘四功五法’，这是戏曲的根。只要

流派在，越剧就还在。”青年越剧演员

谢江慧说。

借由先进数字技术和全新传播理

念，中国传统戏曲“百花齐放”的胜景

不再仅存于记忆或舞台，而是被年轻

的歌声和听众驱动着，生生不息。

数字科技与传统戏曲共奏新声，今晚B站“最美的夜”跨年晚会上——

洛天依、陈丽君“同台”飙戏
■本报记者 宣晶

篆刻，中国文化艺术中极具代表性

的一门艺术，同样也是海派艺术的重要

组成部分，方寸之间，张力无限。可

惜，提起海派艺术，篆刻被很多人所忽

略。近日程十发美术馆上新的“游刃乾

坤——近现代海派篆刻的崛起暨来楚生

陈巨来叶潞渊篆刻学术特展”，是近年来

申城难得一见的大规模梳理海派篆刻

的展览。由上海中国画院主办的此次

展览，以包括260余件 （组） 篆刻、

书画作品及文献的体量，回望来楚

生、陈巨来、叶潞渊三大海派篆刻名

家异彩纷呈的艺术历程，也带领人们领

略近现代篆刻艺术流变中海上印坛先驱

们的熠熠星光。

同一展柜里，由来楚生、陈巨来、叶

潞渊分别刻制的同一内容印章，构成展

览的引子。上海中国画院在新中国美术

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成立伊始集结一

大批海派名家。来楚生、陈巨来、叶潞渊

同为画院的首批画师，在画院筹备阶段

不约而同刻制“上海中国画院藏”收藏

印。三枚印章印风各异，在雄放、精工、

中和三端予人深刻印象。

不少人是通过一幅名为《收菜籽》的

人物画认识来楚生的。事实上，这更是

一位诗、书、画、印均擅长的艺术名家。

此次展览汇聚的来楚生篆刻精品30余

方，其中的肖形印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基

础上，大大拓展了表现视域。例如，一方

佛造像巧妙借用方形印章与石窟中佛龛

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为造像印创作提供

了还原石窟空间的可能性，加上模拟造

像记的朱文边框，庄严肃穆。而另一方

展出的双面印，白文一面有来楚生一贯

的苍茫古拙意趣，另一面龙肖形印的形

象概况凛凛有大汉气象。

陈巨来，以一本满是艺坛掌故的《安

持人物琐忆》走进大众视野。此次展览

展出的颇多陈巨来的篆刻作品都是首次

公开亮相。陈巨来曾深入研究汉印，得

秦汉玺印之精髓，尤在“元朱文”一格上

独树一帜，被赞誉为“近代元朱文第

一”。此次陈列在独立展柜的一方刻有

“下里巴人”的印章，是陈巨来平生最具

代表性的作品。清代巴慰祖曾刻《下里

巴人》细朱文刻，陈巨来在此基础上进行

临摹再创作，线条凝练、章法和谐，更添

庄重典雅之美。这方印四个字笔画都很

少，陈巨来奏刀匠心独运，四字分布均

匀，空间分割恰到好处，恰如张大千所言

“多一分显肥，少一丝觉瘦”。

一方刻有“一九六三年秋”的印章，

在展厅里显得颇为另类。如是刊刻内

容，在陈巨来篆刻生涯里仅此一件，在中

国篆刻发展史上也史无前例。这是因

为，传统篆刻虽有纪年的表现形式，但均

以天干地支纪年为内容。陈巨来是为上

海中国画院举办的1963年秋季画展，刻

下这方印章。彼时展出的103件作品，

均为画师们从传统样式中走出来反映时

代风貌之作，曾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1963年秋季画展之后，上海中国画院年

展诞生了，成为坚持至今的品牌特色展

览项目。此次随这方印章一并展出的，

还有两件当年的参展作品，分别为唐云

的《普宁山色》和应野平的《富春江上锦

千堆》。

叶潞渊与陈巨来共同师事赵叔孺。

与陈巨来的精润不同，其作品典雅而沉

静，广泛取法秦汉古玺、商周金文、两汉

碑额、泉币、镜铭、砖瓦等，将它们融会贯

通，终成自己的风格。此次展出的由叶

潞渊家属提供的众多自用印，面目多样，

形式丰富。例如一方朱文“叶押”印，采

用的是元押印式，外形像一只葫芦。而

其朱文“生于丁未”“草世木”印等，则寓

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寸之内，颇

有意趣。

展览特别展出的陈豫钟、陈鸿寿、赵

之琛、钱松等一批清代浙派等名家作品，

均来自叶潞渊捐赠。西泠八家在篆刻史

上有着重要地位，影响巨大，海派众多名

家都受过其恩泽。汇聚在展厅的赵之

谦、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马公愚、钱

瘦铁、邓散木、方介堪、朱复戡、钱君匋、

单晓天、方去疾、吴朴堂、高式熊等大家

作品，则勾勒出近现代海派篆刻名家林

立、千峰竞秀的局面，由此让人们窥见近

现代海派篆刻在全国独特的位置。

   余件（组）篆刻、书画作品及文献亮相程十发美术馆

回望近现代海上印坛的熠熠星光
■本报记者 范昕

“不愧是专业演员！”00后的王同

学兴奋地竖起大拇指。昨天下午，王同

学与母亲在人民广场地铁站，与一场荟

萃式的戏曲演出不期而遇，上海戏曲艺

术中心旗下六家专业院团演员带来的表

演，让幼时学过京剧的她移不开眼。

《走进演艺大世界，聆听戏韵传情》

迎新演出昨天在地铁人民广场站的公

共空间“地铁音乐角”举行，邀请市民游

客在城市公共空间，邂逅中华传统艺

术，共享文化之美。这场美妙的邂逅时

长约60分钟，演出内容丰富多元，囊括

京剧《拾玉镯》《霸王别姬》、昆曲《牡丹

亭 ·游园》、越剧《红楼梦 ·读西厢》、沪剧

《探情》、淮剧《白蛇传 ·游湖》、评弹《声

声慢》等脍炙人口的选段。

“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感觉很不

一样。”上海京剧院演员刘韩希烨提前

两小时抵达现场进行化妆，全身的造型

与正式表演并无二致，只为在短短几分

钟的时间里，让观众欣赏到原汁原味的

京剧。谈及为何选择花旦行的看家戏

《拾玉镯》，刘韩希烨认为她表演的片段

以肢体语言为主，演员通过戏曲程式诠

释开门、喂鸡、找鸡等一系列情节，对于

普通观众来说是很好的入门戏。

提到昆曲，不少人的第一反应便是

《牡丹亭》，《牡丹亭》中，“游园”又属知

名度最高的片段之一，演出中，上海昆

剧团青年演员汪思雅在十分钟内将寻

梦的“杜丽娘”呈现在观众面前，令人恍

若走进汤显祖的名著中。演员们非常

珍惜这个在人流密集的地铁站展示戏

曲的机会，几乎全部彩唱，妆容完整。

作为今年白玉兰戏剧奖新人主角奖的

获得者，上海越剧院的俞果与搭档陆志

艳一同带来越剧《红楼梦》。“我们常说

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想舞台也

是这样，没有小舞台，每个能传播戏曲

的舞台都非常有意义。”

“青砖伴瓦漆，白马踏新泥”……网

络热歌《声声慢》前奏一起，就有不少观

众跟着哼唱。“期待来上海坐地铁旅游

的游客们能被评弹这门曲种吸引。”上

海评弹团青年演员谢宇佳表示。

上海地铁音乐角成立于2013年，

是上海地铁持续时间最久、最具标识性

的文化品牌项目，创立至今已开展了

700余场演出，包括专业乐团、群文演

出、活动仪式等。这里地处上海地铁人

民广场站这一交通枢纽的心脏地带，是

一个多条地铁线交汇、连接城市脉动与

文化灵魂的艺术空间。

据上海演艺大世界服务中心主任

康骐介绍，本次活动筹备许久，期待在

岁末迎新之际，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台文

化大餐。“演艺大世界是全国规模最大、

密度最高的剧场群，我们同样希望精彩

的演出可以走出剧场，来到观众身边。”

她表示，“戏曲是中国演艺文化的宝库，

希望这场演出可以成为一把钥匙，帮驻

足的人们打开戏曲的世界。”作为上海

十大文化品牌之一，“演艺大世界”以社

会化大美育为己任，引导观众用不同形

式走进演艺大世界，共享国际文化大都

市的建设成果。

在地铁站邂逅一曲《声声慢》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一场荟萃式的戏曲演出与市民游客邂逅在人民广场地铁站。（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