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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自天生，工开于人”。以世界

科技巨著为创作灵感，讲述明朝科学

家宋应星人生故事的舞剧《天工开

物》自首演至今已连演 17城 42
场，凭借综合上座率超

97%、累计观众逾 4.7
万人、全网曝光量

超过 5 亿的佳

绩成为又

一 部

现象级舞剧。

5月 1日至 3日，该剧将在九棵树

（上海）未来艺术中心连演三场。8月
15日至 17日，还将亮相上海西岸大剧

院。这部舞剧由江西文演集团、北京

舞蹈学院共同出品，著名电影导演陆

川担任总导演及编剧。首次执导舞剧

的陆川说：“宋应星不仅仅是一个科学

家，更是一位哲人，他的精神和思想至

今依然对我们有启发意义。”

舞剧《天工开物》以“赶考”“著书”

“山河”等篇章为线索，通过舞蹈、影像

和现代科技的有机结合，再现“大明理

工男”宋应星的传奇人生。开篇“此书

与功名进取无关”这一行字，透露出一

种属于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所特有的

傲骨与情怀。而宋应星脱下了“长衫”

勇为时代的“逆行人”，用双手去拥抱生

活，用双足去丈量大地，在黑夜中点亮科

学的微光的信念也给年轻人带来启发。

在剧中饰演青年宋应星的是北京

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吕科镝，他的舞

蹈刚劲又具柔韧性，超强的身体控制力

使得他的每个动作都潇洒飘逸。看他

在舞台上轻盈翻飞，让观众惊叹“他真

的会飞！”尤其是谢幕时那个翻身跳，硬

控观众5秒，而这一精彩闪回也在网络

平台流传。老年宋应星的扮演者马蛟

龙，在网络上是坐拥百万粉丝的舞蹈博

主。剧中的他也会“飞”，其细腻表演贴

合人物内心，又和高超技艺深度融合。

舞剧《天工开物》也是一次创新实

验。全剧舞美设计参考大量史料，通过

对明代画卷、建筑、器物、服饰、家具等

资料的研究，让观众感受“明制美学”。

剧中“巨物”的应用、舞美装置、视觉呈

现无不体现大、巧、简这三个字。特别是

原书中123幅白描绣像的插图，凸显明

代版画特点，成为贯穿全局的美学元素。

舞台上农夫、工匠的服装灵感源

于“中国第一陶”江西万年出土陶器的

花纹。音乐创作兼顾明代雅乐与民乐

的特点，在音乐和声效中采集了大量

劳作的原始声音素材，比如：打铁、抽

拉风箱、稻浪、浇筑、耕作、劳动号子的

声音素材，并巧妙地运用到音乐旋律

中，应和这部“工匠之舞”。此外，陆川

还将电影手法融入戏剧，写实和写意

相结合的处理体现在每个细节中。舞

台前后双层纱幕，将舞台的实景与电

影的虚幻和代入感融为一体，让观众

感受舞台之美、服章之美、音乐之美、

影像之美、科技之美、大地之美……

本报记者 朱渊

爱奇艺宣布推出视频“跳

看”功能，业内一片哗然。部分

网友叫好：“一口气追完一部

剧，再也不用忍受那些拖沓的

剧情了！”也有创作者和观众表

示质疑：“这是对演员努力的践

踏！”“剧情被切得七零八落，还

有什么观看体验可言？”爱奇艺

创始人龚宇在日前官宣这个功

能时也解释：我们相信客观现

实，如果作品足够好，观众自然

不会 2倍速观看，这个功能也

就白费了。

事实上，优酷和腾讯视频

早已推出“只看TA”和“连播全

部看点”功能，观众可以自己选

择只看哪个角色的戏份。这场

由“跳看”引发的风波，不仅暴

露了长视频平台在用户需求与

内容价值之间的艰难抉择，更

折射出在“效率至上”的时代，

当观众的耐心被“快进”后，文

化生态面临的潜在隐忧。

一问：观剧体验真的“提
速”了吗？

长视频平台竞相推出此类

功能，其出发点不难理解。在

短视频的冲击下，用户的时间

被进一步切割，注意力变得更

加稀缺。平台需要通过技术手

段，迎合用户日益增长的效率

需求，以提升用户黏性和观看

时长。但这些功能看似为用户

提供了更便捷的观影方式，但

其背后隐含的，是对内容价值

和观看体验的重新定义。

二问：“爽点”之后，艺术的
回味何在？

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其

魅力不仅在于跌宕起伏的主线

剧情和主角光环，更在于丰满

立体的配角形象、细致入微的

情节铺垫以及通过视听语言营

造的整体氛围。这些元素共同

构成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

力，能够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和深入思考。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

《以美之名》中的演员代乐乐，

对“只看 TA”功能表达了强烈的担

忧。她认为，配角在一部剧中承担着重要

的支撑作用，许多鲜活的角色和重要的情节线都

依附于他们。如果观众仅仅通过“只看TA”功能锁定主

角，那么配角演员的努力将被忽视，剧作的丰富性和层次

感也会大打折扣。

《大宅门》里的白三爷、香秀，《编辑部的故事》里的牛

大姐、余德利，《渴望》里的“童年噩梦”王亚茹……每一个

角色都如此鲜活，代乐乐感慨道：“如果他们现在被拍，可

能都被跳过去了。”

三问：观众真的排斥“慢”吗？
长视频平台对效率的过度追求，不仅可能损害内容

本身的价值，更可能对整个文化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直言这种做法是“在拼命碎片

化”，一语道出其对文化生态的担忧。

当观众习惯于通过“跳看”“速看”等方式快速消费内

容时，他们可能会逐渐失去沉浸式观看的耐心和能力。

这种快餐式的消费习惯，不利于培养观众的审美能力和

文化素养，也可能导致创作者为了迎合这种快速的需求，

而牺牲艺术追求和深度表达。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长视频平台更应该承担起维护

内容价值和引导健康文化生态的责任。对于那些精心打

磨的作品，平台可以考虑弱化或关闭“跳看”“只看TA”等
功能，引导观众沉浸式观看，体会作品的完整魅力。

让“大明理工男”带你“飞”
《天工开物》成为又一部现象级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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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宫香港故宫
在张园在张园再现再现““园林园林””

“沪港双城，艺脉相承”
上海西九文化周启动

香港故宫不“故”——要在上海

张园举办新锐艺术展聚焦“园林”主

题；粤语音乐剧《大状王》6月才到文

化广场首演，但已经一票难求……香

港首次大规模与上海 6个著名文艺

机构和场地合作，呈现七大艺术类型

的“2025上海西九文化周”昨天启动，

并以“沪港双城，艺脉相承”为主题，

开启沪港文化对话。

这是香港西九文化管理局自

2008年成立以来，首次在香港区域以

外集中策展或协办文化艺术创意项

目。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

裁冯程淑仪表示，两地都拥有丰富多

元的历史文化底蕴，注重艺术与创意

产业，希望能在创造更多城市文化景

观的同时，促进艺术人才的交流与合

作。西九文化区占地四十公顷，不仅

是香港文旅地标，也是规模较大的城

市文化枢纽之一。

人生如建筑
景点成展厅

由M+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联

合主办的“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

4月 26日起开展，成为“西九文化

周”的“开场锣”。经过7年筹备的

这个展览，是首个其专业领域与

人生故事汇聚的全面回顾展，

展品超过 400件，不少为首

次在中国内地公开亮相。6
月 19日还将举办免费公

开讲座，由贝聿铭的儿

子、建筑师兼贝氏建筑事务所董事长

及创始人贝礼中与艺术家徐冰主讲。

建筑构成了城市的基本面貌。

近年来上海的网红打卡点张园，也将

成为此番香港故宫以“城市脉动——

中国传统文化再诠释”为主题的展

陈之地。16位青年艺术家将以“园

林”为主题，通过绘画、影像、音乐等

跨媒体手法，融入张园的日常生活

之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

吴志华介绍道：“香港故宫一直致力

于以创新手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并与当代生活联结。”

剧目循传统
形式要创新

原创粤语音乐剧《大状王》（见下

图），是由西九委约，与香港话剧团共

同主办及制作的火爆大制作。该剧6

月17日至29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公演

10场的票房已几乎售罄。这部乍一

看有着周星驰古装电影《九品芝麻

官》气质的音乐剧，既接地气又蕴含

着高尚与理想。

与此同时，西九戏曲中心与宛平

剧院合作的小剧场粤剧《霸王别姬》

（新编）将于6月20日、21日上演。该

剧在传承粤剧表演程式的同时，以当

代舞台设计的创新审美赢得赞誉，曾

入选“中国当代小剧场戏剧 40年影

响力榜单之40台剧目奖”的一等奖。

而基于传统武术理念，由香港舞

蹈团演出的“舞X武剧场《凝》”，将于

6月 21日和 22日在国际舞蹈中心首

演。《凝》是主创自 2018年起研究至

今的舞蹈与武术相结合的舞台艺术，

其中选段《静听松风》曾获得 2023年
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当代舞

奖。 本报记者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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