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眠之夜》、TeamLab、开心麻花的《疯狂理

发店》、剧本娱乐、密室逃脱以及任何一款RPG游

戏……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沉浸式产业。

在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支持与指导下，中国沉

浸式产业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中心（上海）日前

正式揭牌，为我们展望了今后娱乐产业的发展新

方向：沉浸式。中娱协秘书长孔明表示，沉浸式产

业的特质就是无形、无界——基于体验经济的沉

浸式互动，横向可以融于娱乐、演艺、旅游、展览乃

至艺术，纵向需要创意等内容上游原创力支撑，中

游技术平台支持，贯穿下游商场、主题乐园等实体

经济。

与传统文娱行业单向体验不同，沉浸式文娱

的最大特征就是基于双向交流，“包裹”起观众全

方位感官的消费项目。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传统

的单向体验——哪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观众再怎

么以掌声向电影致敬，本质上也只是对着一块幕

布鼓掌，片中人无从知晓。去剧场看话剧是有双

向交流的可能——卓越的演员甚至从一声咳嗽

中就能感知观众对演出的喜好，但观众即时表

达个人观点似乎不合乎剧场礼仪，只有在谢幕

时可以充分喝彩。因而，沉浸式演艺突破性代

表剧目《不眠之夜》的出现，使得观演之间双向

交流即时有效。在学术上，沉浸式戏剧对应的

其实就是环境戏剧——依据不同环境调节表演

方式及其分寸。小剧场音乐剧《阿波罗尼亚》

等，也属于环境戏剧、沉浸式戏剧。开心麻花近

年来融入商场的《疯狂理发店》等“疯狂”系列，

干脆在剧情设置里把观众邀约为“侦探”，参与

剧情的“破案”过程，最后还会为观众颁发“奖

状”，还能让观众反复“玩”、反复看……

到了TeamLab无界美术馆，更是以高科技光

影等虚拟技术再现了美轮美奂的感官包裹效果，

面向全年龄段观众。手触、脚踩产生的光的涟漪，

也会因个体的力度和角度产生奇妙的变化，显得

乐趣无穷……

当前，最受广大年轻人欢迎的线下沉浸式项

目，就是剧本杀——如今也明确为“剧本娱乐”。

每一个剧本带来的不同时空场景体验，角色扮演

实践，成为具有社交属性的文娱新消费。它还激

活了商场、主题乐园等实体经济，应验了再怎么

“网来网去”，人，终究是要融入社会生活面对面的

本性。与此同时，最受广大年轻人欢迎的线上沉

浸式项目，就是各类网络游戏。

上海是率先推出《密室剧本杀内容管理暂行

规定》的城市，沉浸式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心（上

海）挂牌后的第一件具体工作，就是寻找、发掘

红色题材剧本娱乐内容且向长三角输出。中心

的最高目标，是顺应国家对数字城市、元宇宙等

技术新浪潮，以及促进实体经济、文旅融合、新

消费模式等线下发展模式，对于沉浸式产业予

以“包容、审慎”的管理模式，鼓励其面向市场的

高质量发展。包容与审慎，是基于信心与期

待。从上海起步，是因为中娱协认为，上海是“大

上海”，也是“夜上海”——前者肯定了上海的经济

实力、城市竞争力；后者肯定了上海的文化标杆、

文化驱动力。

沉浸式产业，也是一项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融合、迸发出新产能的行业。中心挂牌仪式在

华师大举行，也意味着该产业的理论研究箭在弦

上。对沉浸式产业的定义、内涵与外延正在全方

位明晰的过程之中，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的

底线要求更是已经明确。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

也会成为实践的“灯塔”，帮助进入这个新兴领域

的年轻人驶入正轨。如今，现成可以与沉浸式直

接融入的就是娱乐、演艺、影视、旅游、展览和艺

术，领域可扩大至文创、文旅，乃至传统文化的当

代表达、人工智能的人性化应用等等。

服务整个沉浸式产业，也是中心的重要职

责。服务方向包括版权保护、金融支持、行业融

合、平台搭建等等，帮助各个领域都赋能于市场需

求。未来，势必带来消费模式的革命。基于体验

经济的沉浸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将始终以内容

产业为核心，以科学技术为催化剂，以创新模式为

追求，以促进文化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为最终目标。

首先，沉浸式产业的上游，是激发文化内容的

创意，以剧本娱乐为例，今后产品线会愈加丰富、玩

法会更为多样。其次，沉浸式产业的中游，是面向

搭建技术平台的高科技公司。互联网企业投身这

一赛道，本身也代表着资本对这个行业的认可，继

而具有产业估值的价值。再者，沉浸式产业的下

游，就是各类实体经济，如果足够发达，商场、景区、

街区、主题乐园等还能容纳更多从业者，增加就业

人口。虽然，“沉浸式产业”这个概念也就从去年下

半年刚刚兴起，但目前全国从业人员应该以百万

计。并且，这一领域无论是从业者还是玩家，本科

学历以上占比极其高。今后，随着这一概念的普及

和行业的明确，从业者数量还将越来越多。

无界、无形，是沉浸式产业的特质，它可以融

入任何需要全方位感官体验的场景，并最终导致

消费。以TeamLab为例，它是沉浸式艺术展览的

代名词，但是如今该公司定位为“空间解决方

案”——为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空间打造的创意方

案，不仅限于展览。而上海，毫无疑问，已成为沉

浸式产业发展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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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一直以来，上海都是中国电视剧的创作重镇

之一。尤其在新时代，沪产电视的高质量发展已

经成为新常态，涌现了一大批以人民为主角，展

现时代风采，讴歌光辉岁月的优秀作品。在上海

电视节“白玉兰”飘香之际，回顾新时代的“上海

出品”优秀电视剧，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不仅能让

沪上人家浓郁的烟火气香飘万里，也能展现大上

海的格局，呈现中华民族的大风貌。

曾经，以《上海一家人》《蹉跎岁月》为代表的

海派电视剧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也代表了那个

年代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主流。近年来，在都市剧

这个题材领域，沪产电视剧依然贡献了不少精品

之作。以家庭、职场、婚恋、教育、住房

等民生话题为切入点，展现出当下都

市人的生存状态、情感需求、人际关系

和人生选择，一直是沪产都市题材剧

的叙事重点：《小欢喜》《小别离》《小舍

得》《小敏家》《心居》《安家》等，可以说

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之作。这类作品，

精准地捕捉到了都市人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有焦

虑，有期盼，有努力，有获得，有纠结，有释然……

既有寻常生活中柴米油盐构成的日常欢乐，也有

因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等热点话题所带来的内心

焦虑与困惑。《小欢喜》《小别离》《小舍得》……这

些“小”字剧的生产不仅体现了自觉的品牌意识，

而且业已成为沪产剧在全国产生影响力的知名

品牌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沪产电视剧中的女性题材剧

是荧屏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三十而已》

《二十不惑》可以说是代表作。以女性的年龄、职

场、婚恋、闺情、家庭为叙事主线，探讨当下都市

女性面临的种种人生选择，把严肃的人生思考，

融入女性视角和日常细致的生活细节和微妙的

情感状态之中来表达，这是沪产女性题材剧最为

擅长的内容和风格特色。

更令人欣喜的是，新时代沪产电视剧的成就

与收获，既有立足于上海特色的题材创作，更有

面向全国的视野和追求。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之际播出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全景式展示了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讴

歌了在社会重大转型期普通百姓的奋斗和创

造。连续两季的《大江大河》更是无论在口碑、影

像质量还是思想理念上，都重新为沪产剧立下了

标杆。2022年的《风吹半夏》延续了《大江大河》

的群像戏，再次展示了时代浪潮下的各种人生和

各类企业的大浪淘沙，有残酷有温暖有披荆斩棘

也有矛盾痛苦。今年热播的“战上海”为题材的

《破晓东方》，以开阔的政治和经济视野把上海在

解放的第一时间就建构重要棋局，这才有“全国

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使命必达。为抗疫

拼搏谱写民族精神画卷的《在一起》，为民族脊梁

树碑立传的《功勋》，反映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上海

巨变的《大浦东》，生动记录中国共产党伟大历程

的《光荣与梦想》，此外还有反腐剧《猎狐》、援非

医疗剧《埃博拉前线》、军旅剧《特战荣耀》、冬奥

剧《超越》……

“小”有小的细腻，“大”有大的磅礴，沪产电

视剧的创作者已经自觉把为时代画像、立传、明

德作为神圣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鼓与呼，丰富

人民的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沪产电视：

真是没想到，打开赵丽宏的最新作品《手足

琴》，会掀起自己如此巨大的情感共鸣。

小说开篇就以荞麦的儿童视角，情绪浓烈

地直面哥哥大麦的“死亡”。这是作者扔在每个

读者心中的炸弹：发生了什么？小读者和荞麦

一起着急，大麦到底怎么了？大读者不忍卒读，

荞麦这么小，可以承受吗？别急，“不能承受”的

还在后面。原来荞麦四岁、大麦九岁那年，就经

历过一次死亡，他们的爸爸那年生病去世了。

荞麦的天真、大麦的早熟和妈妈的心酸……故事

的开端在轻快的视角下，披上一些沉重的色彩。

寥寥数笔，赵丽宏究竟是如何既妥当表达

出孩童的情绪，又撩拨起拥有类似经历的成人

的心弦呢？直到读到大麦为了守护荞麦的音乐

梦，跟他说“你不会变成杨科”的时候，我才恍然

大悟——这部作品里，倾注了太多作者的真实

情感。赵丽宏在给华东师范大学的同学演讲时

曾提到，自己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就是当音乐

家，年少时甚至想过在音乐厅当售票人，这恰好

是小说中荞麦在屋顶提及的理想。他曾对同学

们感叹，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起码不会像波兰作

家笔下可怜的杨科一样，因为碰一下小提琴就

被打死。

如果荞麦投射了赵丽宏自己的影子，他的

这份心怀感激，就化作了小说中妈妈的水潽蛋、

老旧的国光牌口琴、弄堂口的排骨年糕铺、市场

上的邮票和南京路上的西洋乐器店……我相

信，这些生活细节中，蕴藏着不少他真实的童年

记忆，激起无数人情感的共鸣。

若要论这部作品里最打动我的角色，那一

定是哥哥大麦。一个过早经历人间悲情的孩

子，不仅承担起“长兄如父”的责任，更为弟弟的

天赋与梦想，在世事的飘摇中撑起一把坚不可

摧的守护伞，哪怕延迟自己的航天梦想，也要助

推荞麦走向看似遥不可及的音乐梦。他一次又

一次义无反顾地救下被打的荞麦、跌入窨井的

七妹、火灾中的排骨阿叔一家……联想到那个

残酷的开头，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揪起：千万不

要因为做好事而出事啊，他还有个飞翔的梦想

没有实现呢！

欧阳江河曾评价赵丽宏的一首诗歌《牙

齿》，称其“用童年记忆寻找已经失去的疼痛”，

这句评价仍适用于这部作品。有些坎坷和悲

欢，终究是笔墨无法承载的重量，但他们会以各

种形式存在于无法预测的人生之中，可能如疼

痛至脱落的牙齿一般，作为身体曾经的一部分；

也可能是哪怕现实再困难，只要想做，就一定不

会轻易放弃任何机会创造奇迹的大麦，一个作

为精神寄托的存在。死亡或恶斗的残酷性，在

哲学领域被消解，留下的，是作者送给每个人的

那只充满力量的手足琴，在心灵上拉出飞扬的

乐声。

小说结尾，大麦虽因煤气中毒留下的病根，

导致入学体检不过关，命运又让他辗转成为了

世界名校攻读天体物理学的博士，我开始愿意

相信每个时代大麦都会存在。不论是否有过共

同遭遇，这个在几十年前依然竭尽所能的哥哥，

用命运的关门开窗，坚定地告诉如今每一个执

着于追梦的成年人：勇敢地坚持，勇敢地付出，

勇敢地享受这波澜起伏的人生吧。你的勇敢会

换来他人的坚信，而这份坚信，会帮助更多的人

走向更远的远方。愿每一株荞麦都能长成大

麦，守护更多的荞麦。

赵丽宏的这本《手足琴》，恰如开卷时那盛

大的阳光，包裹着读者小小的心房。谁说儿童

文学的受众只有儿童呢？人生路漫，大道至简，

最深刻的意蕴往往潜藏在最质朴的话语里吧。

昨天，朋友聊起上海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

的德国柏林国立博古睿美术馆馆藏展。这个展

只有6位画家，不过这6位画家每位都是现代艺

术史上里程碑式的存在：巴勃罗 · 毕加索、保罗 ·

克利、亨利 · 马蒂斯、阿尔伯托 · 贾科梅蒂、保罗 ·

塞尚、乔治 · 布拉克。

听着朋友的讲述，我思路就开了小差：不是

说AI将让大多数画家失去饭碗吗？如果毕加

索生在AI时代，他会不会也丢饭碗呢？

如果AI能够凭空创造出类似毕加索、杜

尚、康定斯基这样颠覆性划时代的艺术家，而且

持续递进性地推出更新的艺术理念和风格，那

没得说，我们人类可以放弃绘画，去探索别的

AI玩不了的东西。如果AI不能做到这一步，那

毕加索还有得活。或许也只有那样具有创造

性、颠覆性、开拓性的艺术家才具有在AI时代

存在的意义。

人类艺术发展史虽然本质上就是思想开拓

史和表达手段的创造史，但是有相当长历史时

期，创造性并不那么得到普遍认知，实用性才被

视为更具有现实价值的。在工业文明兴起之前

的西方，画家的主要市场一是教廷，二是贵族。

你要把人画美了，把神画神了，那就有饭吃了。

美术教育也是把之前赢得金饭碗的名画家的技

法、样式，传授给那些试图吃这碗饭的年轻人，

跟工匠学徒没有太大的差异。这也就是门手艺

活儿。

但是，随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给西方世界带

来的蝴蝶效应，人们对艺术在解放人性、激发想

象力和创造力上的作用有了前所未有的认知。

而随着工业文明的繁荣发展，照相技术的发明

和普及，那种作为手艺活儿的画像营生，受到了

类似当前AI技术的冲击。没有压力不思变。

在这个关键点，人类的创造力再一次在艺术领

域发挥了巨大作用。艺术家开始探索前所未有

的艺术形式和理念，以挖掘和表达人类在新的

文明时代空前发展的想象力和丰富多样的内心

世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更加剧了原创性、

实验性、探索性、颠覆性等特质在艺术领域的重

要性，因为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空前便捷，那种拾

人牙慧、滥竽充数的画家面临着“见光死”的威

胁。原创性在艺术领域的重视程度正逐步趋同

于科学领域。

AI确实是人类艺术史迄今为止遇到的最

严峻的考验。它考验的是人能不能进一步提升

自己在艺术上的创造力。至今我们所见的AI

绘画，还只是把人类曾经创造出来的艺术风格、

样式、技法、理念吃到肚子里，然后根据人的要

求有选择地挑选某些风格样式“组装”成新的

画。譬如你可以要求它用毕加索风格画你的女

朋友。但是若世上无毕加索，AI也画不出毕加

索风格。

如果毕加索是生在当下时代的年轻画家，

他应该不会害怕AI，因为他想画的，本来就是

历史上没有的，AI肚子里也没有的艺术样式。

甚至他大概率会去学习AI技术。如何输入指

令也能体现一个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丰富的

知识积淀。AI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手里，绝不

会被用来画出别人风格的作品，这是耻辱。

我不认为AI是艺术的“末法时代”。人类有

了汽车，马车夫没有都饿死；人类有了起重机，扛

大包的工人也没有都饿死。为什么？因为我们

人会顺应时代和环境去改变自己，创造新的生存

方式。艺术同样如此，只要艺术对人类还有意

义。我想是有意义的。

探险家，是想去探索人类未曾抵达的外部

世界；艺术家，则是想去探索未曾抵达的人类内

心世界，并把它表达出来。只要这是有意义的，

艺术不死，毕加索们也不会死。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林距离——读赵丽宏《手足琴》有感
◆ 徐闻见

上海成为“沉浸式文娱”先锋有感

暌违五年，索尼动画交出蜘蛛侠系

列的第二部《纵横宇宙》，甫一上线，就

凭借丰富的视觉效果，吸引了众多观众

购票捧场。

纵横宇宙，顾名思义是不同时间空

间维度中的蜘蛛侠轨迹相互交错，从

而发生的故事。比如65宇宙的女侠

格温投靠928宇宙的联盟领袖米格尔

和616宇宙的初代女侠杰西卡；比如

2099宇宙的蜘蛛侠迈尔斯追踪联盟叛

逆者“斑点”。为营造不同的时空体验，

影片为每一位蜘蛛侠定制了个性化的

视觉背景。

格温的宇宙充盈印象派的水彩画

风，温柔梦幻；迈尔斯的2099所在城

市纽瓦约，充斥赛博朋克的工业美漫

风；转到蒙巴顿的帕维塔，印度漫画中

融入视效的当代感，满屏曼陀罗风的

繁花似锦……

《纵横宇宙》的全球动画团队超过

1000人，其中单视觉特效团队近800人，

这是真人电影都难以企及的宏大规模。

每一个宇宙都具有独特的风格，每一位

英雄都令人过目难忘。艺术指导帕特里

克·奥基夫透露，创作团队费尽心思，各显

其才，有的角色从杂志剪裁而来，有的则

是2D的铅笔画。像朋克蜘蛛侠的造型，

花费三年时间才最终定稿。由此呈现给

观众的，是一部动漫的集大成之作，一场

银幕的视觉盛宴。

艾迪生说：色彩能够说出所有的语

言。诚哉斯言！《纵横宇宙》更难得的，

是每一种画风对人物、故事恰如其分的烘托。以

蜘蛛女侠格温的片段为例。身为警察，格温的父

亲誓将命案追查到底，甚至不惜丢掉警督的职衔，

却不知“疑犯”就是相依为命的女儿。

仔细看，格温的世界光影流动，随着光

源强弱和色调冷暖的变化，亲人间的心

灵对话，完全外化在银幕上；用心品，当

公寓、家具、墙壁等背景逐一淡化，纯净

的水彩线条勾勒中，老格温的肩膀微微

颤动，小女孩的身子摇摇欲坠，父女间

的那堵心墙，终于经由画笔打通。

如果仅以视觉效果打分，《纵横宇

宙》称得上杰作。但若细究影片的故事

线，却似乎只开了个头，且略显混乱。

主线是迈尔斯追踪蜘蛛侠联盟的叛逆

者“斑点”，因为后者的疯狂越界，蜘蛛

侠维系的时空网络面临被割裂的危险，

继而影响人类生存。同时，主角被赋予

另一条故事线——在多元宇宙中，年轻

的迈尔斯轮番扮演家人、学生和英雄的

角色，又要与蜘蛛侠的宿命抗争。结

果，在告别“纽约布鲁克林社区生活”的

真实感后，电影后半段，迈尔斯变身蜘

蛛侠游历多元宇宙。原本，为了坚持自

己的信念改变宿命，他不得不与其他平

行宇宙的蜘蛛侠为敌，但这一段观影体

验，温暖有爱又渴望自立的少年却在聒

噪的插科打诨和追逐战中迷失，视觉奇

观完全盖过了叙事主线。观众突然发

现，140分钟的电影戛然而止——被几

百种造型的蜘蛛侠冲击眼球后，谁还记

得迈尔斯追捕“斑点”才是影片的主线？

迈尔斯的使命不了了之，坐在银幕

前，观众好似刚翻开漫画书又匆匆合

上。这部《纵横宇宙》的价值，更多在于

探索动画视效的“多样性”，带动动漫电影工业的

多元融合。至于蜘蛛侠的故事，少安毋躁，未来，

“蜘蛛宇宙”的第三部等着观众继续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