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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近日，湖南卫视青年舞者竞技节目《舞
蹈风暴2》收官。这一季《舞蹈风暴》以高超
的编导思维和精神境界，将不同文化、风格、
种类的舞蹈艺术汇聚一堂。民族舞之神韵、
芭蕾舞之优雅、拉丁舞之风情、现代舞之前
卫、街舞之劲爆都在舞台上尽展风流，以舞
蹈的名义共赴一场意味隽永的心灵之约。

以极致的视觉美感实现审美突破
在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视文艺史上，舞

蹈类节目从未间断却始终不温不火。梳理起
来有三个原因：一从视觉效果来看，与剧场
舞台相比，电视荧屏上呈现的舞蹈节目较缺
乏临场感、沉浸感和仪式感，相对减弱了舞
蹈艺术的表现力。二从传播效果来看，舞蹈
节目不像音乐节目有持续贩售、反复传播的
优长。比如歌曲既能够口耳相传、伴随播放，
亦可成为KTV等文娱活动中的优先选项。
三从接受程度来看，舞蹈节目不像音乐或喜
剧节目审美门槛较低、接受程度较高，因此
舞蹈节目总是在小众范围内热络，似乎难以

“破圈”。而这三个不利因素在《舞蹈风暴》的
舞台上都得到了有效解决。

首先，在4K数字高清技术的赋能下，
《舞蹈风暴》的音画质感实现了质的飞跃。圆
形舞台、环状观众池，辅以绚丽耀目且变幻
多端的灯光设计，让观众的代入感、仪式感
有效增强，观众的情绪、情感更容易沉浸于
节目当中。先进的360度立体视效成像技
术，能够捕捉舞蹈语汇中转瞬即逝的动态画
面，营造出东方美学所说的“气韵生动”“澄
怀味象”的审美氛围，亦可收获西方美学所
说的“震惊”“崇高”的审美留韵。“风暴时刻”
实现了动态审美与静态审美的精妙结合，成
为每期节目的破题、点睛之笔，留下了“瞬间
即永恒”的审美哲思。其次，《舞蹈风暴》实现
了线上线下的积极联动。在卫视平台、芒果
TV和短视频平台形成播出矩阵，在国家大
剧院等剧场开展线下艺术交流，激发了观众
尤其是青年观众对舞蹈艺术的兴趣，带动了
剧场演出的热络，让舞蹈成为充满正能量的

“新国潮”。再者，舞蹈艺术是既具象又抽象
的艺术品类。具象的是舞者在举手投足之间
可以被观众所感知和接受，抽象的是舞蹈语
汇可以有多重解读方式，有时甚至难以捉
摸。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舞蹈风暴》在专业
性和普及性、竞技性和观赏性之间拿捏到
位。四位“风暴鉴证官”会针对一些舞蹈的种
类、流派和历史进行深入浅出的专业性解
读，帮助观众从看热闹过渡到看门道，助力
舞蹈艺术破圈，收获了社会效应和收视效果
的双丰收。

以精妙的舞蹈编排完成艺术超越
艺术需要一种至臻而纯粹的美。《舞蹈

风暴》的魅力在于，舞者在跳舞的时候将艺
术之美诉诸于灵魂、诉诸于情感乃至诉诸于
哲思。在舞蹈语汇可以到达的范畴与极限，
把舞蹈编排的手法、风格和表现力做到近乎
极致，让舞者能够充分释放其艺术才华，在
价值引领、艺术审美和感官愉悦方面做到兼
顾和平衡。如青年舞蹈家黎星表演的《星星
的世界》关注自闭症儿童丰富却鲜为人知的
内心世界，李艳超表演的《离你并不遥远》关
注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群体，他们以青
年艺术家应有的敏锐和悲悯致敬生命。可以
说，对舞蹈艺术的敬畏和珍视，对舞者才华

的开掘和释放，是这档节目走向成功的重要
基础。

在节目赛制和舞蹈编排上，节目组也做
到了匠心独具。推杆的仪式感、赛制设置的
悬念感、团队作战出场“斗舞”时的幽默感，
为节目增添了神韵。镜头对嘉宾情绪情感和
动作神态的捕捉精准到位，剪辑干净利落，
叙事行云流水。音乐、舞美、灯光、道具成为
舞蹈编排时的重要艺术手段，帮助观众更好
地认识和理解舞蹈艺术的精妙。跨舞种、跨
文化、跨风格的创新融合以及戏剧性、故事
化的演绎，让《舞蹈风暴》成为一场融汇东西
方舞蹈精华的艺术试验。吕科镝的《界》融合
了民族舞和街舞元素。陈镇威和杨小健则在
《一个舞者》里实现了芭蕾舞与地板舞的“巅
峰对决”。华宵一和李艳超在演绎《风声》时
身着复古旗袍，尽显优美身姿，在举手投足、
一颦一笑间把女性的柔美与信仰的坚毅表
现得传神到位。

同时，《舞蹈风暴》充分利用新的电视技
术手段，让观众突破舞蹈艺术在时间上的线
性表达方式所带来的某种局限性，从而完成
视听语言蒙太奇式的影视化表达。舞蹈艺术
和电视技术浑然天成的“风暴时刻”，把舞蹈
艺术的动态美与静态美、肢体语言与造型语
言、叙事性与抒情性完美结合，成为每一期

节目的高光时刻。比如谭元元与陈镇威合作
的《重生》运用芭蕾的方式把身体的极致美
感彻底释放；谢欣、王韬瑞和陈添表演的《幻
镜》空灵而抽离，用意向性、符号化的方式表
达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哲思。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致敬伟大时代
中国的民族民间舞蹈流传数千载，从神

话传说《山海经》到远古时期的崖画舞蹈，从
先秦时期的名家典籍到敦煌壁画，中国舞蹈
对传统文化的记载和传承从未停歇。而在
《舞蹈风暴》的舞台上，各种类型的舞蹈对民
族民间舞蹈元素的自觉吸纳和主动融合，显
示了新时代舞者所具备的文化自觉意识和
文化责任意识。华宵一的《长相思》、罗昱文
的《问月》、黎星的《齐天》等节目都倾注了对
中华古典文化神韵、意象、境界和风采的敬
畏与热爱。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
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要，新时代的舞蹈传承人
更加自信、从容和踊跃地为中华传统文化鼓
与呼。在《舞蹈风暴》里，在街舞中融入民族
服饰和古典元素，在中国古典舞中融入武术
元素，在民族舞中融入海阳秧歌等，都是兼
具守正与创新的艺术探索。民族文化的精神
还乡，成为新时代整个文学艺术界的潮流。
国风、国乐乃至民族服饰在年轻人当中被着
重唤醒。可以说，在各种艺术中融入民族文
化符号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中华民
族走向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

综上，《舞蹈风暴》的成功给电视文艺发
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一、文化自信是打造高质量电视文艺节
目的重要基础。努力思考文化的发展方向，
树立符合电视美学生态和艺术传播规律的
文化自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挖掘民族
文化、高雅艺术乃至小众艺术当中的闪光
点，或可打造破圈而出、最大化地满足受众
观看需求的现象级节目。《舞蹈风暴》作为垂
直类文化综艺节目，把看似小众的命题做成
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大文章，这正是文化自
信的生动体现。二、工匠精神是打造出高质
量电视节目的保证。《舞蹈风暴》对每一支舞
蹈颇具奇思妙想的精心编排，舞者对于舞蹈
动作近乎严苛的细心打磨，服化道摄录美等
各个工种极高的完成度，让舞台呈现出殿堂
级的艺术质感。三、高质量电视节目具备成
为超级IP的潜质。从两季节目所积累的创
作经验和播出效果来看，《舞蹈风暴》有能力
打造具有超级IP潜质的系列文化衍生品，
让舞蹈的魅力持续发酵。

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在2020年最后一天
上映。很快，这部中成本电影就赢得了市场的青
睐，元旦档三天累计票房逾7亿元，创造了该档
期的历史纪录。电影选用青年演员易烊千玺出演
主角，其自带的“流量”为票房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也因此使一些观众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打着抗
癌旗号的‘偶像剧’”。流量固然重要，然而从整个
网络的反馈来看，可以说这部电影是用一个巧妙
的故事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一些面
向，特别是为2020这个特殊的抗疫之年打开了
一道情绪释放的出口。这道出口没有从疫情切
入，而是把当代中国社会更深层的问题用年轻人
的爱情做了充满温度的诠释和表达。

如何突破社会的圈层与情感的阻隔
文化的圈层化是作为近年来被频繁讨论的

一个话题，不同圈层的年轻人沉浸于自我的世界
中，形成饭圈、二次元圈、相声圈等，使得“破壁出
圈”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显得比较困难。而与之相
应的是，社会学一贯以“分层”作为讨论视角，阐
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与跨越。无论何种论
述，当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某些情感隔阂是
一种基本的底层结构。《送你一朵小红花》正是在
这一结构中找到了故事的承载对象——一群癌
症患者（病友群），尤其是两位年轻的异性患者。

从《我不是药神》到《少年的你》，从《嘉年华》
到《狗十三》，以现实生活为场景的中小成本电影

“走红”的背后往往都站着一群特殊的人群。传统
社会学将“他们”命名为“边缘人群”，然而在情感

隔阂显豁的社会中，“他们”其实也可能并不处于
社会的边缘，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不经意间
就变成“他们”。感染疾病或遭遇暴力，很多时候
并不是个人主观可以避免的。他们本该是被关切
的对象，却被“边缘化”，恰说明了社会情感阻隔
的问题。

《送你一朵小红花》整部电影都在试图打破
这种局面。无论是开篇韦一航参加病友群聚会时
出现的“二次元圈”，还是借用相声演员岳云鹏来
打动“相声圈”，都是一种“破圈”的尝试。片中还
有户外圈、游戏圈、广场舞圈等，还有父母与叛逆
期的子女，医生与不知所措的病人，显现出人与
人之间距离。而这些圈层之间的隔断，在电影中，
却都被陶慧的儿子韦一航的“热情”与“微笑”所
冲破。

“小红花”是电影表达情感终将冲破人与人
之间过分戒备（在电影中表现为韦一航的“丧”）
的一个象征。在片中，它奖励了韦一航“第一次主
动”；而在电影的接受中，它要表达的就是人与人
之间应该有的深刻而悠远的共情。尽管拥有共情
极难，甚至亲人之间的沟通和彼此理解也举步维
艰。但正是这种沟通让人间生活充满意义，其典
型体现就是陌生人之间的爱情。表面看，《送你一
朵小红花》聚焦的是癌症患者这一特殊人群，但

其实它要阐述的，乃是人群与人群、人与人之间
情感交往的重要与迫切。

如何书写生活的不易与坚韧的人性
《送你一朵小红花》没有把目光只聚焦于“癌

症患者”这一特殊人群，而是从这一人群出发，将
“不易的你”视为“理想观众”，用生活的艰辛和少
年的自我为电影注入了更多打动观众的情节点。
马小远冒雨拉着韦一航的手，让他看望失去孙子
的老奶奶、聋哑残疾的快递员；韦一航母亲买菜
反复挑拣、父亲下班后兼职开专车顾不上吃

饭……这一切都暗含着“生活不易”的视觉表达。
应该说，这种“爬坡感”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相对普
遍的情感展现。《送你一朵小红花》将其做了富有
戏剧性的书写，集中在“染上重疾”的故事设定中
予以表现，很易引发观众的共鸣。

在电影中这种共鸣是用“跟生活死磕”的坚
韧人性来引起的，而其化解则需要两种武器。其
根本者，是深厚的亲情与温度。电影中设置了“父
母失去子女后如何过好一天”的桥段，用视频混
剪的方式嵌入叙事之中，让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对
抗情绪消弭于无形，又激发了大段的情感表征，
使观众感受到“凡尘俗世”的美。其直接者，是调
侃的言语和姿态。电影中的两位父亲都是“插科
打诨”的高手。他们把“搞笑”演绎成生活的技巧，
大大缓解了“不易”之感。而建筑工地上的沙哈拉
沙漠、索道缆车上的蓝色火星、海鲜市场里的南
极洲、高楼之上的喜马拉雅溶洞，更是两位罹患
癌症的少年用来对抗“不易”的轻巧“武器”。

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爬坡困顿”这一社会
情感结构，坚韧的人性、深沉的情感和乐观的生
活姿态是三种必要的抵抗装备。而《送你一朵小
红花》正兼具了这三种装备，才赢得了众多观众
的眼泪。

面向美好生活的平凡寄望
电影的结尾终止在主人公的一段幻想之中，

在那个“没有病痛与悲伤的世界”（另一个平行时
空），每一个人都快乐地生活着。坐在医院门口的
父亲和等在雨中的奶奶，都没有失去自己的亲
人。“吃遍美味的小吃”和“每天接孙子放学”这样
平凡的寄望，成为整部电影的落脚点，也点出了
世间人的最高向往。

这段结尾引发的争议最大。否定者认为这就
是一碗“心灵鸡汤”，它使整部电影的立意只是在
讲述一种不可能实现的“道理”，即人们向往的不
该是锦衣玉食、大富大贵，而是亲人团聚、健健康
康，亦即“简单而美好”。而电影中反复表现的现
实生活之“不易”，正好衬托出这种“鸡汤”的索然
无味。与之不同，肯定者则认为这段结尾充满温
情，是对俗世生活的憧憬和对平凡人生的致敬。

其实，就表征社会情感结构的角度而言，《送
你一朵小红花》的结尾正显现出整个社会不同人
群，尤其是电影所描写的普通职员（韦江）、小老
板（老马）这一阶层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那就是在
实现了“劳有所得”和“住有所居”之后的“病有所
医”和“老有所养”。如果说前两者是物质层面的
需求，那么后两者则更偏向精神和情感层面的需
求。医学有局限，这是常识。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
都能得到足够的情感支撑，特别是相对完善、稳
固而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则是一种幸福感的保
障。“癌症病友群”显然不够完善和稳固，面对某
些相对边缘的人群，如何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增强他们的幸福感与获得感，成了这部电
影留给社会的一道思考题。

圈层化、爬坡感和向往幸福，是这部电影所
揭示出的三个当代中国社会情感结构关键词。它
巧妙地运用了一种“轻悲剧”的类型，解释了这三
个关键词背后的逻辑。中国电影市场较缺乏经典
悲剧题材的作品久矣，“悲剧”这一艺术形态蕴涵
的崇高美感亦不见于流行文化之中。《送你一朵
小红花》歌颂了平凡人的坚韧，也蕴蓄着某种创
新的可能，那就是适度把控煽情，使悲剧能够引
发足够的社会反思。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
影是一次尝试。

评 点 《《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

歌颂了平凡人的坚韧歌颂了平凡人的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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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掬芬先生是新中国第一代儿童戏剧
表演艺术家的杰出代表。

她和同代的儿童戏剧表演艺术家一
起，在新中国的儿童戏剧舞台上，塑造出各
种各样栩栩如生、鲜活可爱的少年儿童艺
术形象，令人惊喜，令人感佩，令人景仰。

仅以她创造的三个战争中的难童为
例。上世纪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话剧《以革
命的名义》（后拍摄成电影）中，她饰演的儿
童主角别佳（以及哥哥瓦夏），与剧中列宁
的那段生动幽默而又感人肺腑的戏剧片
段，早已成为儿童戏剧表演的经典。由此演
绎而来的那句经典台词“以革命的名义想
想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给了正在与
困难作斗争的人们很大的鼓舞力量。这是
话剧、儿童剧历史的镌刻。

上世纪改革开放伊始，在轰动话剧、儿
童剧舞台的经典剧目《报童》中，她仅仅扮
演了一名配角“蛐蛐”，却令人津津乐道了
40年。因为，在很短的戏剧表演中，她扮演的蛐蛐让观众看
到了抗战时期人民的艰难，看到了流浪儿童身上蕴藏着的
顽强的生存力量；而蛐蛐的命运转折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强大的感召力。

上世纪80年代，在儿童剧《喜哥》中，她把主角喜哥命运
的悲苦、艰险及其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向上的人生历程演绎得
一唱三叹、九曲回肠，再次显示了共产党是暗夜中的灯塔。

何止这些，还有人们赞叹不已的玛申卡、小鸟、大
妞……然而，这三个难童形象的光彩是永远夺目的。因为方
掬芬先生的儿童时代就是颠荡在抗日的战火中，她用自己
的命运感知雕刻了这三个难童形象的灵魂。一言以蔽之，她
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创造舞台人物形象啊！

所以，她是杰出的先生。
中国戏剧史和中国儿童戏剧史将永远铭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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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舞蹈之名共赴心灵之约以舞蹈之名共赴心灵之约
————评湖南卫视评湖南卫视《《舞蹈风暴舞蹈风暴》》 □□杨洪涛杨洪涛

华宵一华宵一（（右右））和李艳超演绎舞蹈作品和李艳超演绎舞蹈作品《《风声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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