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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 17日，由中泰两国专业制

作团队联手打造的电影《湄公河巨兽》全球首

映礼在京举行。导演徐阿晴携主创团队与影迷

互动交流拍摄挑战与创作心得。该片已于8月

22日七夕节正式上映。影片讲述了在泰国北

部的汶干府，一个潜伏在湄公河中的巨型生物

突然觉醒并袭击附近岛民，面对湄公河巨兽，

人们冒着夏季暴雨与警方团结起来，利用有限

资源与之决一死战的惊险故事。

首映礼现场，导演徐阿晴揭秘怪兽拍摄过

程。“为了让影片更具灾难现场的不可控感，我

们采用了物理特效和电脑特效相结合的制作

方法，从而让怪兽的袭击变得更加真实。”她特

别回忆了自己在拍摄之初面临的各种困难与

挑战，其中既包括语言、文化上的障碍，也有要

面对潮湿天气和暴雨季节的挑战。为了呈现出

更优质的作品，她尝试组建了一支由来自世界

各国专业影人深度合作的国际团队。据悉，该

片摄影师来自美国和中国，怪兽建模师则邀请

到《人猿星球》系列影片的怪兽建模师Jordu

Scheel，特效总监是参与漫威作品的技术人

员，演员阵容集结了来自中泰两国有着跨国电

影经验的优秀表演艺术家。

（影 讯）

中泰两国联手打造电影中泰两国联手打造电影《《湄公河巨兽湄公河巨兽》》

8月22日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七而遇 漫歌今夕——2023七夕特

别节目》如期而至，再次掀起了观众七夕看总台的特别仪式感。今年总台七

夕特别节目的特色，用“国潮音乐节”的方式将传统与青春较好融合在一起，

不仅突破了关于“爱”的表达形式，也扩展了有关七夕的新时代解读。

台上台下 双线并行
推出一场特别的“国潮音乐节”

七夕泛歌，以歌咏爱。古往今来，音乐一直都是表达爱情的最佳载体之

一，而爱情也是音乐乐于表达的内容。今年总台七夕特别节目，打破了过往主

持人串联节目的形式，以“蹲点式记者报道+国潮音乐节”的方式创新节目编

排。总导演顾志刚接受采访时谈到，音乐节是当下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新兴生

活方式之一，也是城市文旅发展中的新势力之一。《银河逃离计划》《想把我唱

给你听》《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路过人间》《一生中最爱》《月亮代表我

的心》《身骑白马》等音乐无不述说着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坚守。而蹲点

记者报道，则开启了更贴近观众的平等交流的视角。例如当观众跟随记者视

角游走于节目现场的七夕古风集市、探寻乞巧果摊时，原创情景歌曲《巧食

记》完美衔接，将“国潮音乐节”的节目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

台上台下双线并行的音乐场域里，青年群体的共鸣被放大。采访环节，

无论是街舞情侣档对着镜头自信展示青春无限的模样，还是老年夫妻合唱

一曲《夫妻双双把家还》，都与台上氛围和谐相融。总导演杨觐梦曾看过一期

记者庄胜春在节目《相对论》中报道蹲点河南戏曲现状的视频，“我是河南

人，看了这期节目我很感动，戏台下有那么多人风雨无阻来看戏，我们也想

把这种真诚带给观众。节目中所有的现场发声都是庄记者随机进入观众区

中采访获得的，没有台本。我们希望今年总台七夕特别节目，所有观众不是

被动观看，而是也能参与进来，融入自己的情绪与感受”。

星河对吟 大胆告白
让舞台升腾人间烟火气

《如七而遇 漫歌今夕》将镜头对准平凡人的感情故事：谭建华、

麦素梅两位老人几十年恩爱如初，用音乐构筑起细水长流的深情；夏

布绣非遗传承人张小红和吴婉菁教残障人士夏布绣技艺，完美诠释

了新时代七夕“乞巧”的女性力量；去年重庆山火中的“蝴蝶结女骑

士”吴朴慧在现场所有人的注视下被爱人李有霖告白，一对璧人完成

对爱的承诺……顾志刚谈到，“今年的七夕特别节目中有许多普通人

的爱情故事，他们代表各不相同的群体在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态度。他

们用爱回报社会的选择，既有父辈的影子、我们的影子，也有下一代

人的影子，我们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种中国式浪漫”。

在杨觐梦看来，毛哥毛嫂这组人物很具代表性，夫妻二人互相扶

持，历经千辛万苦。开过十多年货车的毛哥，深知睡不好的煎熬，和

毛嫂转行做起了床垫。一车一车测数据，一遍一遍对尺寸，他们带着

床垫跑遍云南每个城市。从一天卖一个床垫到远销国内外，如今夫

妻俩的生意越来越好。杨觐梦希望观众从节目中感受到，无论生活

中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向前，相信没有过不

去的坎儿。

草木寄情 多地互动
特色线下活动打造七夕新民俗

古人常以草木寄情。在今年的七夕特别节目中，节目外17个“告白树

屋”的设置成为今年七夕特别节目的一大亮点。此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

艺节目中心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了“古树下的告白”融媒体活

动，该活动将传统的七夕民俗活动与现代的节庆情感需求相结合，于8月

15日—22日在全国17个城市的特色古树下设立“告白树屋”，邀请民众前

往打卡祈愿、为爱告白。全国范围内遴选出的17棵线下打卡“告白古树”，

有来自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的红豆树、北京市密云区的九搂十八杈（侧柏）、

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区的古樟树、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夫妻树（银杏）等。

顾志刚谈到，在古树下告白的设置得以让节目组收集到更多祈愿，从而更好

实现情感的全方位传递和表达。在杨觐梦看来，这些古树正是时间的见证

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身边的人如何变化，那些饱经历史长河的冲刷、时

代环境的变迁的古树仍屹立不倒，它们逐渐成为精神寄托的象征，承载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我们希望这一线下活动，能够逐渐沉淀为关于七夕

的一种新民俗。”

除了江西新余仙女湖畔的国潮音乐节，今年七夕特别节目还在新余、湖

北郧西设置了外景分会场，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以独特形式带领观众体味

别具一格的浪漫与情调：《乡间漫歌·七夕啦》以俏皮可爱的歌曲，搭配乡野

游玩的诙谐，组成了一幅美好乡村的和美图景；《相见欢》在古色古韵的山水

之间唱响了古人对缱绻爱意的表达……为进一步丰富乡村文化，助力美好

乡村文化建设，节目组还专门组织放映队伍，走进一座座村镇，在当地文化

广场上搭建起幕布，在七夕这天让村民们欢聚一堂，一起观看总台七夕特别

节目，体会七夕的浪漫，品味新时代的甜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如七而遇 漫歌今夕——2023七夕特别节目》背后的故事：

中国式浪漫的创新演绎
□本报记者 许 莹

本报讯 8月14日至18日，由中国电影

基金会、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四川省雅

安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共同主办的

第十四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

雅安市举行。作为国台办2023年的重点交流

项目，本届电影展以“品光影台湾 游魅力雅

安”为主题，集中展映了《本日公休》《童话·世

界》《你在我心上》《哈勇家》《一家子儿咕咕叫》

《诈团圆》6部台湾本土影片。

“两岸电影展自2009年开办以来，一直致

力于搭建两岸电影人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为观

众提供深入了解两岸电影和文化的机会，也拉

近了两岸民众的距离。”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长张丕民表示，作为大熊猫的故乡、茶马古道

的起点，雅安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

有着突出的生态优势，美丽的景色吸引了许多

摄制组到这里取景。希望通过6部台湾影片能

有效地促进两岸电影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巩固和加深两岸同胞的感情。

“历经3年的停滞低谷，今年将是实体交

流归零再出发的一年。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让

台湾观众了解大陆电影的现今风貌，更要把台

湾电影再次推荐到大陆。”两岸电影交流委员

会主任委员、台湾著名导演朱延平表示，此前，

蕴含雅安元素的影片赴台引发热烈反响，雅安

与台湾缔结的缘分越来越深。“我们借此机会

到雅安走走看看，希望能激发更多灵感，创作

出更多兼具艺术水准和观众口碑的作品。”

雅安市文旅资源丰富、影视拍摄点位众

多，是很多影视剧的取景地，电影《人生路不

熟》《大路朝天》、音乐电影《云上牛背》、电视剧

《彝海结盟》《林师傅在首尔》，以及今年7月赴

台湾展映的《宇宙探索编辑部》等影视剧都在

雅安取景拍摄。同时，依托优势的大数据产业，

雅安建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数字渲染创

新中心，完成了《长津湖》《流浪地球2》等特效

大片的主体渲染任务。

（杨茹涵）

第第1414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举行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举行

由新锐青年导演左志国编剧并执导，演员吴镇

宇、任素汐、李康生领衔主演，董博、乌兰托雅·朵主演

的悬疑爱情电影《意外人生》将于今年9月1日正式登

陆全国各大院线。该片讲述了身在澳门漂泊的潘义

铭收到父亲的遗嘱，告知他有一笔巨额遗产，要求潘

义铭回乡参加葬礼才能继承，回乡后潘义铭偶遇了曾

经的恋人林悦、表面老实巴交的情敌华琪与素未谋面

的女儿木子，面对情感和利益的博弈他们做出各自抉

择的故事。在导演左志国看来，家庭和亲情是《意外

人生》的重要底色。“片中三位主演的台词风格和表演

风格虽然各不相同。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影片，我们希

望进一步强调生活流的纯粹感受，所以在符合人物关

系和人物逻辑的情况下，全部采用了演员原声。”据

悉，该片全程在云南大理实景拍摄，地域风格的呈现

与影片调性实现了较好统一。 （慧 言）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强调“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并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日前，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大型戏曲

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第二季在山东卫视播出。“宇宙”出自

《庄子》“旁日月，挟宇宙，为其吻合”，“宇”指一切空间，“宙”

指一切时间，“戏宇宙”即是以电视艺术的审美优势拓展戏曲

舞台的空间和时间，以“戏曲+”的创演思维探索戏曲守正与

创新、独立与开放、传承与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节

目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中彰显戏曲“两创”的时代魅力，

为戏曲文化融入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戏曲与电视的结缘互补由来已久，从1959年北京电视

台转播梅兰芳的《穆桂英挂帅》、尚小云的《双阳公主》等剧

目，198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戏曲栏目《九州戏苑》到2001年

央视戏曲频道开播，戏曲与电视的融合随时代发展而日趋深

入，近十年来《梨园春》《叮咯咙咚呛》《伶人王中王》《中国戏

曲大会》《角儿来了》等热播的戏曲节目更是遍及擂台赛、真

人秀、竞技答题、融媒体互动等多种电视形态，在百花齐放、

丰富荧屏的同时探索戏曲的活态传播，呈现出戏曲艺术与电

视艺术彼此需要、相互促进的发展局面。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国粹之一，具有凝练节制、抽象

写意、意蕴深远的美学特点。电视是覆盖面最广的大众传播

媒介，具有镜头灵活、形式逼真、叙事连贯的艺术优长。《戏宇

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两者的深度融合，进一步

实现了戏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一方面是在内容

上把握“两有”——“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

承”，这是“两创”的前提条件。节目通过设定主题的方式去

粗取精，或聚焦生、旦、净、丑戏曲行当的表演魅力，或关注巾

帼英雄、风流名士等戏曲人物的精神力量，由此确保戏曲精

粹在创演中的主体性。同时，节目秉承“繁荣发展戏曲事业

关键在人”的宗旨，结合电视艺术擅长纪录片、专题片的特

质，从讲好戏曲故事特别是讲好传承人的故事出发呈现创演

经过，由此极大地拓展了创演背后的时间和空间。在第二期

节目中，三组外国友人为完成创演任务奔赴中国各地寻找传

承人，不仅引出对地方剧种、流派、剧团的考察，更是在中外

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沿袭戏曲精华、探索与古为新。另一方面

是在形式上做到“两相”——“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这是“两创”的实践路径。节目以“戏曲+”思维打

开创新空间，通过戏曲与影视、歌舞、小品、杂技、舞台剧等形

式的深度融合，配合AI主持、AR舞台、全息投影等技术，将

传统戏曲转化为富有时代活力、符合现代审美的戏曲创演

“新样态”。如创演节目《三岔口》用蹦床和多媒体艺术装置

代替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戏曲舞蹈《百花争妍》用AR

技术呈现水袖功与虚拟场景的互动。《戏宇宙》通过“两有”和

“两相”进而实现“两创”，不仅开掘传统戏曲对现代社会的文

化价值和精神力量，更让其在现代文明的场域中以新形式不

断衍进和传播，积极推动戏曲文化融入当代中国新文化，成

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代文明的各类技术和表现形式赋予传统戏曲强大的

现代力量，传统戏曲又赋予现代文明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在对戏曲“两创”的探索实践中，《戏宇宙》带给我们三

点启示：一是处理好戏曲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既要兼收

并蓄、开放包容，也要独树一帜、守正创新。戏曲是以“角

儿”为核心的艺术，其艺术规律离不开演员对四功五法的创

造性运用，离不开程式化、虚拟化、写意化的表现特征。戏

曲节目的创新不应以简单的形式拼贴让戏曲沦为现代艺术

的配角和噱头，而应在尊重艺术家、遵循艺术规律的基础

上，真正做到以现代之形式开传统之生面，产生传统戏曲与

现代文化彼此激荡、相互融合的化学反应。二是处理好技

术思维与艺术思维的关系。在“元宇宙”概念大热，“XR+”

被广泛应用的今天，对技术的冷静祛魅同样重要。无论是

绚丽的AR舞台、还是灵动的AI虚拟人，其本质都在于服

务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既要肯定现代

科技对丰富舞台设计、创新表演形式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

以简单的感官刺激冲淡甚至取代艺术本应提供的思想启示

和精神美感，真正做到“思想+技术+艺术”的创新融合。三

是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普及”即秉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戏

曲文化的传播。“提高”即对待观众不能一味迎合，而是在循

循善诱中引导和培养观众的审美品位。当前很多戏曲节目

都有意培养年轻观众，针对流行文化和亚文化的各种形态，

既可以博采各家“拿来就用”，也要坚持以我为主“拿来就

化”，使审美风尚沿着戏曲艺术前进的方向、沿着现代文明

发展的方向去提高。

戏曲艺术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戏

曲文化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源泉。

期待《戏宇宙》继续以电视艺术的优势挖掘、阐发戏曲文化的

精华，继续推动戏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不断铸就

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作者林玉箫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讲师；仲呈祥系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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