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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
地万里江山；三五步行遍
天下，六七人雄家万师。”
这副传统戏台上的楹联，
道尽了中国传统戏曲的
魅力。新时代，戏曲这个
“非遗”国宝应如何面对
传统和创新，又该如何薪
火相传？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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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

“国家图书馆终于迎来了
这份特殊的礼物”

2020年11月4日，法文本《论语导读》

典藏仪式暨展览开幕式在国家图书馆举行。

“此部法文本《论语导读》是2019年中法建

交55周年之际由马克龙总统赠送习近平

主席，其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充分展示了

中国政府、习近平主席对这份珍贵礼物的

珍视和尊重，必将成为中法文化交流深入

开展的有力见证。”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

在致辞中如是表示。 0版1

推动综艺节目
持续健康发展

□ 文卫华

近年来，综艺节目在内容和模式自主

创新、引发观众共鸣等方面取得亮眼成

绩。不仅如此，综艺节目积极探索纵深化、

融合化路子，不断切入各个垂直领域，追求

与相关行业的协同效应，成为引领文化风

尚的新抓手、新入口。

很长时间以来，历史类综艺节目一直

发挥着传播历史知识的科教功能，而《国家

宝藏》《上新了·故宫》《我在颐和园等你》等

新综艺节目，不仅彰显传统文化无穷魅力，

还有效助推博物馆、文创产业发展。据统

计，自2017年《国家宝藏》开播以来，通过

“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上升了

50%，“为一座博物馆赴一座城”成为新兴

热门旅游项目。《上新了·故宫》专门开设投

票专区，观众可以对每期文创新品进行投

票，得票高者就会投入生产；《我在颐和园

等你》直接打造苏州街主题店铺，创造出

“网红体验店”。

音乐剧、街舞、脱口秀等文艺形式，也

借助相关综艺节目的热播，成功进入大众

视野，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潮流文化。曾

经，作为舶来品的音乐剧一度受众有限。

现在据统计，2019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

专业考生增幅达46%。《这！就是街舞》《热

血街舞团》等节目的热播，加速街舞在我国

的发展。各种街舞赛事不断涌现，年轻人

学习街舞的热情高涨，街舞培训行业也迎

来风口。《乐队的夏天》《一起乐队吧》《我们

的乐队》等节目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乐

队文化，爱上乐队演出。在节目助推下，参

赛乐队也实现人气热度和商业价值的提

升。《这！就是灌篮》将真人秀与竞技体育相

融合，对球员选拔以及体育经纪产业链产

生积极影响，版权模式被国外传媒集团购

买，推动中国原创网络综艺进军海外市场。

综艺节目能够对社会文化深度开掘，

“精耕细作”。一方面，综艺节目自身需要

迭代升级。近年来我国综艺节目发展迅

猛，竞争激烈，迫切需要开拓新主题、新领

域、新故事、新视听，以突破同质化竞争的

困局。小众领域为综艺节目提供了创新元

素和新鲜面孔，综艺节目团队顺势聚焦垂

直圈层，从中寻找创意灵感，开掘新的主题

内容，拓展节目空间。另一方面，部分文艺

形式存在一定的欣赏门槛，缺少有效抵达

大众的渠道，综艺节目的“加盟”有效增强

这类文艺形式的趣味性、感染力和亲切

感。借助专业团队、成熟的节目模式和推

广手段，这类文艺形式也进入大众视野，为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欣赏。

随着影响力不断扩大，当前许多综艺节

目进一步开掘内容，拓展行业边界，从而释

放出更大能量，助推产业整合升级。比如

《中国新说唱》推广华语说唱，积极开发衍生

节目和艺人经纪，探索说唱歌手职业发展路

径，推动说唱产业规模化发展；《铁甲雄心》

《这！就是铁甲》将“综艺+赛事+教育+产

品”四大链条相结合，通过“以综带赛、以赛

带学”的方式，投入青少年竞技机器人市场。

“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

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

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综艺节目作

为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文艺形态，影响面

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提升，要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传播主流价值，传播正

能量，努力在主题立意、文化内涵、审美价

值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推动综艺节目持

续健康发展。

□ 白 瀛 任沁沁

“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

江山；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雄

家万师。”这副传统戏台上的楹联，

道尽了中国传统戏曲的魅力。新

时代，戏曲这个“非遗”国宝应如何

面对传统和创新，又该如何薪火

相传？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戏

曲学院师生回信中强调：“希望中国

戏曲学院以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

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

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

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守正：“移步而不换形”

1949年末，梅兰芳在一次采访

中对京剧发展提出了“移步而不换

形”的主张：应保留京剧的古典艺术

魅力，如果进行改革，也要保存它固

有的规范和程式，在传统基础上有

的放矢地改动一点，不能冒失地大

动手术。

但近年来戏曲界的一些创新热

潮，让不少戏曲界的专家感到担忧。

87岁的戏曲教育家、中国戏曲

学院原副院长钮骠说，戏曲有严谨

规整的规范与样态，创新要时刻不

脱离戏曲艺术的规律和本体。“有的

演出水袖没了，脸也不描了，这违背

了传统，也不能让观众领略到京剧

之美。”

前几年，有的现代戏舞台上出

现飞机尾巴和发动机轰鸣声。

“这违背了京剧的艺术创作规

律。”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名家孙萍

说，京剧具有大写意的特点，演员用

表演来展示环境、时空和人物内心，

太写实的艺术形式并不适合京剧

表演。

当然，也有人指出，中国戏曲的

表演程式是在农耕生活基础上提炼

的，并反映其时的生活和审美趣味，

但20世纪后中国进入工业化、信息

化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

变化，于是戏曲程式在反映现实生

活和塑造当代人物时，就显得力不

从心了。对此，有专家认为，戏曲要

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

“传统戏曲的文化根性、灵魂，

是我们要坚持守护的。”钮骠说。

创新：伸向人性和灵魂

不久前，孙萍与青年演员张一山

联袂推出跨界合作乐曲《声声慢》，

贵妃醉酒的情思与李清照的寻觅跨

时空交融，成为古老国粹走进现代

语境的一次新尝试。

古老的戏曲如何再度焕发青

春，是当代戏曲人孜孜以求的课

题。除艺术种类融合跨界外，创新

思想内涵也是一个重要方向。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王晓鹰

曾指出，中国传统戏曲的一大瓶颈

是，受儒家实践理性和实用主义影

响，大多传递的都是社会伦理道德

的善恶评判，缺少具有理性思辨意

义和人类普遍性的诗情哲理。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戏曲作

品跳出这一窠臼，将关注点伸向了

人性和灵魂。根据敦煌壁画故事改

编的京昆剧《荼蘼花开》，探讨现代

人在理想与现实中的困难选择；脱

胎于明代剧作家徐渭剧作的昆曲

《四声猿·翠乡梦》，探讨人与欲望之

间的关系……

“在信息化、电子化时代，我们要

善用科学技术，在舞台灯光美术布景

上贴近青年观众，在不破坏传统戏曲

文化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85岁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说。

21世纪初，作家白先勇打造的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以青春靓

丽的演员阵容，配以小提琴等西洋

乐器和追光灯等现代舞台技术，在

全国年轻人中引发“昆曲热”。

“说到底，激活戏曲市场是根

本。”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

长傅谨说，“一味守旧的‘唱念做

打’不会火，一味孤芳自赏不接地

气只会被市场抛弃，只有贴合时代

的演绎和解读，让当代人感受经典

与时代的艺术共振，戏曲市场才能

有希望。”

树人：“口传心授”未过时

作为京剧“第一科班”，成立于

1904年的富连成社在开办的44年

中培养了近800名京剧人才，其中

不乏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谭元

寿、梅兰芳、周信芳等名家。

近年来有声音质疑其“集体师

徒制”的科班教育模式，建议当代戏

曲教育借鉴西方戏剧的培养方式。

但业内主流认为，富连成社“口传心

授”的教育方法，是中国传统艺术教

育以实践为基础的宝贵经验，在当

下戏曲传承体系中并未过时。

84岁的花脸表演艺术家、中国

戏曲学院原副院长马名群，就是这

种实践性教育模式的受益者。1950

年，马名群考入刚刚成立的文化部

戏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中国戏

曲学院前身），40多位富连成社专家

都在学校任教，身段课、把子课、曲

牌课、剧目课都是老师面对面、一对

一教授，让他受益匪浅。

中国戏曲学院是新中国由国家

兴办的第一所戏曲教育机构，也是

我国唯一独立建制培养戏曲艺术高

级专门人才院校，建校70年来，招

收了28个戏曲剧种本科学生，包括

京剧、昆曲、藏戏、粤剧4个世界级

“非遗”剧种，以及豫剧、晋剧、越剧、

黄梅戏、梨园戏、阿宫腔等国家级

“非遗”剧种。

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冉常建

说，中国戏曲学院围绕新文科建设

和双一流建设，正不断拓宽教学的

知识领域，对“口传心授”的戏曲教

育独特模式进行创造性继承，将其

和现代教育的体制、机制、方法有机

融合，努力实现戏曲教育传统和现

代教育精神的有机统一。

□ 刘颖颖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本喵我

又回来啦！”随着“故宫猫”的逗趣

开场白，《上新了·故宫》拉开了第

三季的序幕。与此同时，《国家宝

藏》《经典咏流传》也“官宣”新一季

待播，不少网友纷纷表示，“期待！

搬起小板凳坐等”“又到了花式催

更的日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节目创

作的一座富矿，关键在于是否具有

独到的眼光和发掘的功力。”中国电

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编辑闫伟表示，

目前，对文化的开发还只是冰山一

角，文化类节目应该继续找寻自己

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串联古今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紫禁城几何中心点是哪里？千

岁文物“老前辈”有哪些故事？《上新

了·故宫》第三季不光继续“解锁”

600岁紫禁城的冷知识，还有20所

高校大学生团队的文创设计PK，吸

引了许多观众的目光。有网友评

论，“节目很热血，希望能坚持下

去”，“对古人的智慧感到震撼，佩服

故宫人执着的守护”。

除了《上新了·故宫》，近年来，

《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

咏流传》等具有人文情怀的文化类

节目播出之后均成为了爆款，“圈

粉”无数，在社会上掀起了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的热潮。

这些节目何以能够成功，并且形

成“综N代”？在闫伟看来，首先是找

准了选题，“中华传统文化有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关键在于

是否具有独到的眼光和发掘的功力，

这些节目在这两方面都可圈可点。”

《上新了·故宫》总导演毛嘉也

曾表示：“我们想以故宫为坐标，让观

众领略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找到民族

的来处，并展示华夏文明如何与其他

世界文明进行互通互建互融。”

此外，这些节目通过新颖的形

式来呈现文物、成语、诗词、戏曲等

传统文化元素，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比如《国家宝藏》第二季，不仅

邀请了演员进行情景演绎，还融入

音乐剧、舞剧等多种艺术手法。“观

众的最大期待就是我们要走进哪些

博物馆、讲述哪些文物的故事，以及

由谁来讲述、用什么方式讲述等，我

们所有的创作都在满足观众的求知

欲和好奇心。”主创团队如是说。

闫伟认为，除了精致考究的制

作，这些节目善于找到传统和现代

的精神契合，用巧妙的构思将古今

串联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真正让优

秀传统文化从故纸堆里、博物馆里

活起来、火起来。

创新表达
差异化发展才能走得更远

近年来，除了《国家宝藏》《中国

诗词大会》等节目本身的升级创新，

还涌现了多种新类型的文化类节

目：《朗读者》开启全民“朗读亭”直播

活动；《了不起的长城》以探险来科普

长城文化；《我在颐和园等你》以嘉宾

闯关打造文创店铺……多样的风格，

让观众看到了“文化+”的魅力。

“这些节目在原有文化创意的

基础上，尝试与慢综艺、真人秀、体

验类节目等相融合，让传统文化的

现代化表达、时尚化表达具有了更

加多样化的路径。”闫伟说。

然而，目前文化类节目层出不

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如何才能

保证影响力和收视率，更好地吸引

观众，同时进一步传递文化自信，是

创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经典咏流传》制片人兼总导演

田梅曾说道：“我们一直在坚持的，

就是在创新中去体现文化自信，将

文化和时代、时尚牢牢结合。”

“如果想要常做常新，首先要在

选题上继续创新。”闫伟表示，中华传

统文化博大精深，而现在的节目只是

开掘出冰山一角，要警惕创作的跟风

化和同质化，找寻差异化发展之路。

“还要在节目表达上求新，不能

满足于节目元素和类型融合的表层

化创新，而应探寻符合电视综艺节

目内在规律的本质创新，多生产出

自主创新的民族化品牌和节目模

式，并找到中国故事和国际表达的

最佳契合点，争取增强其国际传播

力和影响力。”闫伟说。

文 化 类 节 目 如 何 常 做 常 新

唱 念 做打挥洒时代风流
——中国戏曲的新时代探索

现代京剧现代京剧《《将军魂将军魂》》
在沈在沈阳上演阳上演

近日，由沈阳市公共文化

服务中心（沈阳市文化演艺

中心）、沈阳京剧院制作创排

的大型现代京剧《将军魂》在

沈阳盛京大剧院上演。图为

节目现场。

于海洋 摄

从融汇古今到跨界创新，真正让优秀传统文化从故纸堆里、博物馆里活起来、火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