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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沪苏湖高铁的开通，在承载着深

厚历史底蕴的浙江南浔，悠久文化与现代

创意的碰撞日渐增多，让古镇焕发出新的

生命力。

日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在宝善亲子

街正式启用了“视韵南浔”教学实践基地，

并在此举办了主题为“Glocal时代的转型：

全球视野，本地共创”的展览。展览通过生

动呈现如何将传统非遗文化与数字化、互

动化的现代元素融合，展现了这座历史名

镇在新时代下的文化转型与创新探索。

非遗文化创新转化
展览的中心，参观者的目光纷纷聚焦

于一座时尚的黑陶雕塑——但不是它的实

体，而是一张报纸里的动态图像。参观者

站在“TraukuTitan山神巨龙”之前，经过动

态捕捉的交互设计，山神巨龙可以做出与

参观者相同的动作（见上图）。不少小朋友

都争相体验。这件作品是由上海视觉艺术

学院优秀毕业生徐翰阳与龙山黑陶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曲冰携手创作的。

“这座雕塑让我们感受到非遗的无限

潜力。它打破了传统非遗艺术的界限，融

合了现代艺术与数字技术，让非遗文化在

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正在参观的

游客徐先生如是说。

展览中的另一亮点是“哈尼暖域”，这

件作品巧妙融合了哈尼族的传统文化与现

代设计。哈尼族的服饰制作工艺繁复，以

黑色为主色调，图案背后蕴藏着丰富的历

史和文化。在“哈尼暖

域”展项中，观众不仅能

直观欣赏这些传统图案，

还能通过多媒体技术与

它们互动。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的张雅真老师与

西双版纳阿卡亢博滇航

“哈尼族服饰制作技艺”

传习所的代表性传承人张琳艳携手创作，

将这些传统元素经过编程，组合成新的图

案，让哈尼族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地方文化深度融合
在南浔古镇，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设

计的碰撞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议题，而是通

过一件件互动艺术作品生动呈现。本次展

览策展人、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主任邹

一了认为，非遗之美需要结合观众喜爱的

新方式来展示，在互动和共创的过程中探

索公民美育浸润的路径。

本次展览的运营负责人沈建峰，是上

海视觉艺术学院南浔校友，他深耕家乡文

化产业多年，依托母校的平台资源，承接了

湖州文旅在上海举办的沪苏湖高铁“六进”

推介项目，为家乡的文化产业发展搭建了

更广阔的平台。

作为一个集展览、演艺、研学和创作于

一体的综合平台，“视韵南浔”基地将为未来

的文化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正如上

海视觉艺术学院学科办主任范希嘉所说：

“这里将成为一个开放共享的‘水乡生活实

验室’，让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机。”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王红

江表示，未来，南浔与非遗的跨学科合作将

成为推动文化创新的重要力量。通过将国

际视野的设计观与在地文化的挖掘活化相

结合，将这座古镇打造成一个充满创意的

实践型人才培养实验基地。

本报记者 赵玥

与山神巨龙互动 在哈尼暖域“织布”

去南浔古镇
体验数字化非遗

在山西太原的大街小巷，欢腾

上演百戏同台的热闹景象。昨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戏

曲晚会》在央视综合频道、戏曲频道

首播，央视网、央视频同步上线。今

年的春节戏曲晚会主舞台搭建在历

史文化名城山西太原，在戏韵流转

之间带领观众走进一场欢乐吉祥的

戏曲嘉年华。

晚会的整体构思突出了时代

感。通过“借景”手法，晚会将舞台

空间拓展至太原的大街小巷，使得

戏曲的艺术形式与当地风土人情融

为一体。

《活色生香》把戏曲与虚拟空间

视效技术结合，山西博物院的金代

戏俑、晋侯鸟尊等文物被“唤醒”，带

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幻之旅。别看

这五尊戏俑“灰头土脸”，幕后配音的

张建国、董圆圆、朱世慧、杨赤、张军

可都是名角。一觉睡了800年的戏俑

们，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飞的”去看

戏。晋侯鸟尊载着他们飞过今日太

原，来到了晋祠水镜台，看罗晨雪演绎

着《长生殿》的“重圆”（见左上图）。这

一折刚在去年年末的《太和正音——

故宫昆曲萃集》演出中上演，此番来到

古戏楼上演，更添古韵华彩。

科技手段的应用为戏曲带来了

全新的视觉和听觉体验。《纵横天

地》通过无人机与武戏的联动，创造

了一种全景式的戏曲表现形式。三

千架无人机在太原夜空中舞动，与

戏曲武戏演员相结合，不仅赋予了

武戏更多的动态美感，也使得传统

武戏的英雄气概在现代科技的助力

下焕发出崭新的魅力。

晚会中的跨界融合表现出戏曲

艺术的包容与活力。戏曲嘉年华

《百戏芳华》不仅汇聚全国各地戏

曲，更是深度挖掘山西本土剧种特

色、非遗民俗，在古街巷内上演一出

充满烟火气息的戏曲联欢。

《流光溢彩》集结各剧种戏曲名家

名角的经典演绎，展现了梨园精神的

薪火相传与不朽生命力。少儿演绎和

跨界演出，展示了戏曲艺术的普及与

延续。曾小敏、王珮瑜、施夏明唱响的

戏曲融合秀《跨越山海》，联动英国、法

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

本等十多个海外戏迷团体实现多屏共

唱、同频互动，展现着中华戏曲文化在

全球各地开枝散叶，共同为观众带来

欢聚一堂、喜气洋洋的过年氛围。

本报记者 赵玥

春节戏曲晚会用科技手段带来全新视听觉体验

戏俑打飞的看好戏
演员与无人机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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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神巨龙

《哪吒之魔童闹海》画面之

精美，制作之精良，场面之宏

大，远超第一部，放映厅里的笑

声和赞叹声此起彼伏；《唐探

1900》延续了系列作品一贯的

悬疑+喜剧风格，同时融入了

铁路华工的历史元素，既有笑

点又有泪点；《封神第二部：战

火西岐》在海报上大方地写着

“看中国神话，过中国新年”，大

银幕上将传统神话以瑰丽而又

不失厚重的方式呈现……经过

两天“激战”，2025年春节档总

票房已近38亿元，前三位座次

也已渐趋明朗。电影续作的品

质也续航，观众很买账，这是对

前作的高度认同和深厚情感，

更是对这些电影在丰富传统文

化内涵基础上展现现代表达的

充分肯定。

《哪吒2》
“魔童”长大了
还记得那个顶着烟熏妆、

梳着丸子头、笑起来带着几分

邪魅的哪吒吗？这个大年初

一，这个“魔童”又回来了，并且

长大了。

更长的制作周期、更充裕

的经费、更庞大的国产制作团

队，让影片不仅在视觉效果上

达到了新的高度，整个故事的

丰富度和复杂度都有了巨大的

提升，尤其是对家庭、友情和自

我认同的探讨，都得到了极大

的扩展。

比如，对家庭这一主题的

探讨更加深入了，观众对哪吒

和父母，敖丙和龙王，申公豹的

父亲和弟弟三个家庭有了更全

面的认知。比如，虽然哪吒、敖

丙的性格在第一部已经定位，

但在新故事里，他们都有了新的感悟与觉

醒。比如，相较于第一部喊出“我命由我不

由天”，这一部的思考有了更深层次的推进

——神仙究竟是什么？魔又是什么？魔等

同于邪恶吗？仙必然代表高尚吗？电影用

故事，给出了相悖的答案，而哪吒最后说道：

“我想要尝试一下，毕竟我们都还太年少，不

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种年轻视角，

会引起共鸣，或许将帮助

《哪吒2》拿下今年春节档的票

房冠军。

《唐探1900》
一段时代故事
关于《唐探1900》的介绍

很简单，很概括，“以1900年旧

金山为背景，讲述了中医秦福

和华人阿鬼卷入一起命案的故

事”。作为档期暂时票房排名

第二的作品，《唐探1900》于老

粉丝而言，优缺点都相当明

显。王宝强在片中饰演的阿

鬼，依旧发挥了他独特的喜剧

天赋，夸张的表情、幽默的台

词，搭配老搭档刘昊然饰演的

秦福，一静一动，为影片增添了

不少笑点。周润发的特别出演

更是引人关注，虽然他在影片

中的出场时间有限，但独特的

气场和结尾的大段英文对白，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

这个春节档真人电影中唯一的

喜剧片，白客、岳云鹏、张新成

所扮演的角色也都算是各具特

色，各有笑点。

《封神2》
焕新传统文化
“2023年《封神第一部：朝

歌风云》公映后，得到了超过

6000万观众的肯定和支持，我

们才有机会去完成第二部的后

期制作。”大年初二，《封神2》

剧组来到上海，导演乌尔善衷

心感谢观众。值得一提的是，

“封神三部曲”还从大量古书、

古画中汲取灵感。比如在《封

神2》中，魔家四将的造型灵感

就来源于唐代吴道子的《八十

七神仙卷》，角色邓婵玉的创作

则参考了商代将军妇好。

《封神2》在视觉特效方面

也实现了多方位的提升。比如

影片中出现了很多数字生物：

墨麒麟四蹄踏火而行、花狐貂腾跃灵巧如

电、蛟龙破风卷云，“数字角色”雷震子也加

入“西歧保卫战”，以雷霆之力对抗青云剑幻

化而成的蛟龙。乌尔善强调，影片在视觉特

效上的提升不仅仅是技术的展示：“我们不

仅想要让观众感受到视觉上的震撼，更希望

能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电影中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