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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评论

看    年戏曲春晚有感

◆ 华心怡

那个《大西洋底来的人》
你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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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晚王菲、叶童与赵雅芝的

走红，以及《大西洋底来的人》的热

播，足以看出记忆杀之威力。据说，

看过这部剧的人都是已知天命、奔

退休的年纪了。另有一说，很多国

人知道的第一个英语名字是麦克和

伊丽莎白，这部剧中的男主女主。

“上古神剧”《大西洋底来的人》

日前悄咪咪地亮相东方卫视午夜

档，却激起不小的动静。4K修复，原

版发音，炸出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

《大西洋底来的人》当年有多

火？它于1980年初在央视一套播

出，是中国引进的首部大型科幻

片。剧集讲述了神秘生物麦克 · 哈

里斯从海底世界来到凡人社会，成

为科学研究的奇异样本。麦克拥有

不属于人类的超能力，却同样拥有

人性的温暖。他帮助伊丽莎白博士

研究谜一般的大海，他也试图融入

谜一般的人类。

当年在中国电视机普及率不到

1%的背景下，《大西洋底来的人》创

造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每周四

晚八时，聚在有电视的朋友家中一

起追剧，成为当年企盼的乐事，如今

可追的往事。麦克的蛤蟆镜、黄色

泳裤，甚至独特泳姿都成为一种时

尚，为人效仿。对那一代人来说，这

就是一种共同记忆。

紧随《大西洋底来的人》之后，

《加里森敢死队》《神探亨特》《鹰冠

庄园》《大饭店》《根》等接踵而来。

重温《大西洋底来的人》，很多人带

着怀旧的心。甚至于，剧情现在看

来有些“无脑”。但一切都要放到

四十多年前的文化语境、生活环境

中去对标。显然，当年的《大西洋

底来的人》从概念到故事，是新奇

别致的。

所以，重温《大西洋底来的人》，

也不单纯只是念念不忘自己青春片

段中的一个章节，它也曾是我们懵

懵懂懂，风风火火探索世界的纪念

印章。原来，一切还可以是这样的！

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是经济

的起飞，还有文艺的多元，由内向外

的，自外及里的，知了世界，也更好

地知了自己。互鉴，互学，然后有了

自己的积累、原创与创新。《大西洋

底来的人》这些电视剧，便是一扇窗

口，探出头去，我们看见世界的形形

色色，生出希冀的洋洋洒洒，创造今

日的轰轰烈烈。并最终，在坚守与

开拓的平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文

化自信。

无疑，电视的全盛时代已经过

去。但不同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

仍以不同的属性所长勾画出远方。

一个人，一辈子，何其有限。在书本

中，走过几百个人的人生；在影片

中，去往难以驻足的土壤；在戏剧

中，感受无法触及的意境；在画作

中，体味厚重奇趣的笔锋……于是，

一个人，一辈子，展开再展开，有限

中遥想无限。这大概也是《大西洋

底来的人》重播引发回忆杀的意义

所在——永远向外张望，永远保持

好奇，而后，永远踏实前行。

2025年春节戏曲晚会以“盛世

梨园 锦绣山河”为主题，为全国观

众精心烹制了一场戏曲盛宴。晚

会深度诠释了“守正创新”的理念，

秉持着对传统的敬畏之心，彰显出

强大的文化自信；精准把握当代审

美趋向，展现出高远的文化追求，

实现了戏曲传承与传播之路上的

一次飞跃。

越民族越现代
戏曲，自诞生以来便深深扎根

于民间，承载着民众的情感与期

望，是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生动

体现。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场晚会

借助现代多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

将各地风格迥异的戏曲表演传递

到全球华人的眼前，让大家领略到

戏曲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和多

样情感价值。例如，在开场节目

《百戏芳华》里，京剧、山西四大梆

子、黄梅戏、豫剧等多剧种名家新

秀齐聚一堂，各剧种特色鲜明，整

个节目在视觉和听觉上都给观众

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流光溢彩》更

是荟萃各剧种名家，展现当代戏曲

界的艺术风采。

在全媒体传播的今日，重新审

视戏曲传播的景象，已然超脱了个

体喜好范畴，它承载着传承民族精

神、凝聚文化共识、丰富大众精神

家园等核心价值，成为连接历史与

当下、沟通地域与人心的坚实桥

梁。比如，票友与京剧演员携手表

演的《声声入戏》。票友们来自各

行各业，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如

今戏曲传播已经走向纵深，从单纯

表演迈向文化传承。欣赏、学唱戏

曲成为现代人提升人文素养的途

径，映照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底

蕴、人格气质与修养。

戏曲频道把握住这些变化，在

春戏晚会上创新呈现全国各地不同

方言、不同声腔、不同剧种的有个性

的表演，展示戏曲在新时代、新环

境、新介质上的迭代转型，让全国乃

至全球的华人观众，在现代文明背

景下，通过现代视听感受到在中华

传统戏曲里所蕴含的中国人的文化

背景、人生情感、生命态度和人格基

因。可见，在戏曲的传播上，越展示

传统越显示出现代的生机。

越民间越流行
山西，作为中国戏曲的重要发

源地之一，多个剧种都有“戏曲活

化石”的美誉。今年的春戏晚会

选址太原，巧妙借助山西丰富的戏

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地域风情，让

戏曲回归民间，展现出其最本真、

最具烟火气的一面。比如《老巷烟

火》，将太原莲花落、风火流星等山

西非遗与流行说唱结合起来，不仅

让太原的地域文化得到了生动展

示，也让戏曲艺术更加贴近现代观

众的生活，使戏曲在民间焕发出新

的流行魅力。

今年春戏晚会，“多剧种创演

秀”这一新提法也为戏曲发展注入

新活力。《山水情缘》由京剧、粤剧、

川剧、婺剧四个剧种青年演员同台

演绎民间经典故事《白蛇传》，呼应

乙巳蛇年，表现“千年爱一回”的主

题。在艺术表现力上，各剧种充分

展现了各自特色，彼此不可取代。

尤其婺剧《白蛇传 · 断桥》，上世纪

60年代晋京演出，周恩来总理给予

高度评价，被誉为“天下第一桥”。

今天欣赏婺剧的这一折“断桥”，其

艺术魅力所在一方面固然与婺剧

演员表演的高难度技巧有关，另一

方面则是它历经70余年、几代演

员的传承演出，依旧呈现出极为鲜

明的现代艺术的美感。

婺剧“断桥”所表现出的“现代

艺术的美感”不仅是行当化、程式

化的繁难技艺，更是在复杂情境下

所揭示出的人性复杂微妙的变

化。婺剧中白蛇、许仙、小青的性

格纤毫毕现，戏曲程式化的舞蹈

与现代肢体语言的结合，处理得

天衣无缝，现代是一种时间概念，

现代更是一种价值观与审美观的

表现，婺剧《白蛇传 · 断桥》是传统

戏曲表演和传统故事现代传承与

传播的经典创造。

越古老越年轻
今年是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

春节，传统戏曲是春节文化极为

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春节文化

相融，构成了今年春戏晚会的一

大显著特征。向古老的戏曲文化

致敬，并非要单纯地回归过去那

种集市的、民俗式的表演场所，而

是要从古老的春节文化里探寻戏

曲在各个时代所呈现出的现场

感，将其化作当下戏曲继续前行、

蓬勃发展的养分。

创意剧空间越剧《我的大观

园》的出现是新型戏曲传播时代

的一大亮点。戏曲的传播方式从

草台戏园的“唱戏时代”发展到进

入镜框式舞台剧场的“演戏时

代”，再发展到大剧院、小剧场、沉

浸式、新空间乃至重新返回传统戏

台、庭院、广场的多元表演空间的

“演艺时代”和通过影视、网络、数

字化多媒体线上及视频传播的“演

播时代”，多种传播形式共存下的

当代戏曲，已经进入了全新的传播

时代。我们固然要重视传承，同时

也要重视传播。没有传播的传承

是没有今天与未来的传承，因此从

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就是传承，传

播是最好的传承之一。

“创意剧空间”利用现代传播

手段，实现身在杭州的演员实时参

与晚会，打破时空限制，完成表演

的“现场穿越”。该节目更是顺应

短视频潮流，将全本大戏剪裁为主

题片段，依托影视化拍摄与剪辑手

段提炼精华，异地同框无缝衔接，

提升演员的高光表演。这是总台戏

曲频道适应市场化需求，强化版权

意识，挖掘运用资源，催生独家内

容，带来再生效应的一次有益尝试。

深受观众喜爱并拥有线上流

量的青年戏曲明星加盟春戏晚会，

通过他们的广泛影响引流造势创

造收视新高，背后是戏曲从小众回

归以年轻人为主的大众群体。当

下年轻人受高等教育，亲近传统文

化 ，戏 曲 借 助

“红楼梦”“西游

记”等经典 IP，

融合新科技、新

观 念 ，重 塑 美

感，推动中华文

化向现代文明

转化，进而回应

了时代的命题。

继“电波”“李清照”

之后，上海出品的舞剧

赛道中，下一个爆款在

哪里？日前在国际舞蹈

中心上演的“元舞际”原

创舞蹈专场，可以令人

窥见上海舞剧的潜在张

力和未来前景……

“元舞际”是上海歌

舞团每年举办一次、由

歌舞团的舞蹈演员自编

自导自演的优秀舞蹈作

品的高光汇聚。最新一

期“元舞际”的12个节

目，预示了上海未来舞

蹈的发展方向。

在这些青年舞蹈演

员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

中，最有“舞剧苗头”的

大概率不是独舞——独

舞难以生发人物关系的

互动，可以抒发个人情

绪但是难以呈现叙事情

节。观众的审美心理是

需要被阶段性拨动的，

这就是戏剧必然有发

生、突转、悬念的情节起

伏，“勾”得住观众的每

一次期待。因此，最有

“舞剧苗头”的起码是双

人舞，最好是群舞。

在“元舞际”中，双

人舞《千年难抵一香缘》

（编导：侯腾飞 演员：方文 毕然）

与群舞《前世今生》（编导：朱凤

伟 演员：周晓辉 祝赫 沈莘凯

金开纪 娄家诚）仿佛彼此为对方

的“前世今生”——《千》是国风满

满的白蛇与许仙的现实主义写

照。双人舞姿饱蘸情

感。令人击掌的是道具

伞的运用——伞，本身

就是故事中的必要道

具，但是当白蛇双手向

后，两个肘关节都被架

在横过来的伞上之时

——这把原先象征情感

呵护的伞，就成了情感

的束缚。许仙对白蛇的

情感何尝不是一种束缚

呢？此时，道具与舞姿

的结合，形成了观点。

而在《前世今生》这部有

着象征主义色彩的“白

蛇新传”中，一层塑料薄

膜不仅具有叙事性还具

备了艺术性。起先，白

蛇的各种盘桓，有着舞

姿拟物的技术内涵。当

四位男演员展开一张几

乎占据舞台一半面积的

塑料薄膜覆于白蛇头顶

之后，加上变幻的灯光

效果，“破茧”的叙事，美

美地达成了。白蛇破出

一个与头同大的洞，慢

慢把薄膜的洞撑开至腰

部——它又成了她的

裙。白蛇始终是一个尽

量在人间寻求适应，始

终在做着把不利于自身

的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的努力的“人”。这两部

作品都通过舞姿、道具、

灯光、舞美等，塑造人

物、推进情节、表达观点

且展现美……

在节目单上，我们

还可以看到朱洁静的名

字，列在策划、监制一

栏；人工智能专家倪冰

冰及其算法团队，也占

据不短的篇幅；影像与

交互设计组有9人……

如今的舞台剧不再单纯

仅为舞蹈演员个人的表

达。

当王佳俊谢幕的时

候，一堆从天而降的词

组、短语“砸”向撑着伞的他：“我

自己”“追随光”“心灵”“渗透自己

的身体”“坚持与热爱”“重塑”“镜

子看见了你”……这些可以自由

组合的短语，也是青年舞蹈人的

“心声”与“自勉”。

越传统越时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