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许 莹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art2024@163.com 2024年2月26日 星期一影 视 33

法国小说家福楼拜曾展望“艺术越来越科

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

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在近期热门的Sora

大模型让人们看到，机器已经实现了对这个世

界的感知、观察和交互能力，舞蹈艺术也在借

助科技之力不断“跳”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

貌。以甲辰龙年春晚舞蹈《锦鲤》为例，再次印

证艺术与科技成功结合，实现创新。虽已过去

十天有余，但热议话题只增不减。通过北京舞

蹈学院官方微信平台、个人舞蹈公众号、各大

艺术媒体平台等相继揭秘《锦鲤》的幕后创作

过程，刊发一系列相关舞蹈文章来看，春晚舞

台的流量传播和口红效应也一把将“北京舞蹈

学院青年舞团舞者华宵一”“北舞大一新生”

“北京舞蹈学院为春晚倾力打造”“威亚技术新

舞蹈”等相关话题送上热搜。通过数据运算、

威亚和弹簧绳结合而塑造的11只锦鲤，借以

《大鱼》的旋律再次引发观众共鸣。《锦鲤》在走

出央视春晚、走进人民心中的过程中，她“活”

了也“火”了。对于非专业观众而言，《锦鲤》既

是舞蹈形态的优美呈现，是女性肢体的柔美表

达，又是舞蹈艺术真善美的精神传递。而对于

专业观众而言，这是春晚舞蹈团队基于当代的

双创表达，是舞美团队对东方美学的倾情抒

写，更是导演团队借助科技羽翼，实现了当下

观众的审美需求。

传神表达，《锦鲤》“活”了。《锦鲤》导演汤

成龙以及春晚舞蹈总监刘惠子将传统舞蹈与

现代手法相结合，以“天然去雕饰”“身轻如燕”

的北舞大一新生为择选演员，通过“重神轻形”

的审美表达以物写意来凸显《锦鲤》的气韵生

动，进而让观众产生“迁想妙得”的艺术视觉，

实现情感共振。《淮南子·说山训》中言“画西施

之面，美而不可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

《魏晋胜流画赞》中有“一象之明昧，不若悟对

之通神也。”中国人对传统艺术的审美自古以

来就强调“神贵于形”“以神制形”。传神与人

必先传神与己，舞者华宵一在采访中直言，日

常的训练于她们而言，已将舞台喻为水，身体

化为鱼，通过虚实相生之手法、动静相宜之动

作在立体空间中为观众构建中国传统艺术的

传神意境。

其一，传神需要“以形写神”。舞台上“活”

起来的锦鲤是舞者依靠身体的中段部位来控

制威亚和弹簧绳，继而发力，上下、左右的“游”

动来模拟锦鲤在水中的各种形象。如，我们看

到演员忽而高腾低卧、折腰屈体，忽而左右跃

动、如飞似游，忽而安卧地面、若仰若俯，加之

少女的纤瘦清纯，画面呈现惟妙惟肖、生气灵

动、婉若游龙，可谓是妙不可言；其二，传神需

要“悟对通神”。以眼到心，通过眼神的传情实

现形神合一是《锦鲤》的抽象表达手法，演员以

眼神带动头部的“寻”“转”“摆”等360度的立

体转动来细腻呈现鱼对外界声音的敏感，以镜

头中的表情与神色的传达，使其幻化为对鱼的

灵动写意，进而传神，让观众在“似”与“不似”

之间领悟舞蹈的深远意境。其三，传神需要

“灵性融通”。《锦鲤》之“活”在于人与动物的灵

性相通。当舞蹈进入高潮，舞者的动作以“荡”

显“游”，通过手臂的伸、弯、绕模拟鱼，脚下的

走、跳、跃表达鱼，以鱼之形勾勒“凌波微步，罗

袜生尘”的美妙画面，凸显东方女性的阴柔之

美；当舞者以“动”生“跃”，在垂直上下的跳动、

左右之间的摇摆以及不同位置面向同一方向

游动飞舞，恰如“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进而以

舞姿展现鱼跃龙门迎新春的美好寓意。

中国艺术的审美表达在构建静穆与飞动

辩证统一的艺术时空中，总能将艺术空间从有

限拉向无限。《锦鲤》的表演以动显静、静亦有

动，无论是在空中立体静止、横展身体成圆游

动，抑或是贴地安卧、螺旋式升空起舞，都将舞

蹈的艺术空间导向无限，将时间引入无穷。演

员通过对锦鲤的形态模拟营构出龙飞在天、或

饮于渊、见龙在田的民族精神，即翩然腾飞的

龙文化及龙智慧的审美表达，进而使得观众

“迁想妙得”，从而求得“意在象外”。不得不

说，这一创作手法是《锦鲤》的一大亮点，而这

也恰好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符合中国

观众的审美需求。

技术助力，《锦鲤》“火”了。《锦鲤》的

“火”，在于她是人与数据的“共舞”。依靠数

据运算编排一个舞蹈，《锦鲤》成为历年春晚

舞台上舞蹈类节目的首创。台前我们看到的

自由游弋的锦鲤，牵动身上的威亚和弹簧绳

为观众勾勒出每一条动人的线型艺术，实则

是台下程序团队借助电脑计算，终以上百个

数据分析合力而成。回望过去三个月的打

磨，数据会由于演员的身高、体重、力量发生

变化，会由于天气、气温、绳索的新旧不同出

现问题，电脑数据操控都要能够做到以万变

应不变，精准有效把控 11 个演员在舞台位

置、动作速度、身体旋转、人体滞空等各方面

生成的坐标，才能实现人与数据的“共舞”。

因此，《锦鲤》既是对11位演员的私人订制，

又是给观众的一份独特新礼。

此外，人与威亚“对话”，将威亚和弹簧绳

相结合，通过二者立形象、展风姿，是《锦鲤》表

达人与动物舞蹈题材的首创，而这一乘科技之

车的艺术手法也再次体现出中华文明具有突

出的创造性。春晚舞蹈总监刘惠子在采访中

称，“舞蹈演员既能通过弹簧绳，表现鱼群的荡

漾感，又可以借助威亚，瞬间被拎到半空。”因

此，有了数据的支撑与技术的加持，将威亚与

弹簧绳相结合来实现鱼在立体空间中的“游

动”，配上演员朱砂红与白色叠加的服饰，对比

舞台蓝绿色系的油画屏幕，借交互技术之力将

演员脚底的水波纹根据动作的变化而变化，俯

瞰整个舞台，犹如身处画境，观众眼前的每一

个锦鲤都“活”了起来。

春晚舞蹈创作团队，正以日日新、又日新

的创作态度对中国传统舞蹈艺术的审美表达

进行深化，从对传统文化元素、符号的运用，到

对审美意蕴、文化韵味的表达，《锦鲤》所“跳”

的新貌已经内化为当下中国观众的精神需

求。当科技与艺术、艺术与思想、思想与科技

相互链接，我们与这11只锦鲤一起共情、共

舞、共游在水中，感受其独特魅力。

（作者系舞评人）

《《锦鲤锦鲤》》缘何鱼跃央视春晚的龙门缘何鱼跃央视春晚的龙门
□刘皖皖

关 注

从2018年到 2024年，《大江大河》七年三

部。近日，《大江大河》系列终章《大江大河之岁月

如歌》迎来收官。作为网络文学现实题材改编的

优秀范本，这一故事系列长于表现时代洪流中的

个体命运走向与经济变革中精彩的合作博弈、人

性锤炼中的理想情怀，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性，

续作因而一直广受期待。第三部延续并深化经济

建设的线索，不仅再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建立的伟大进程，也托举了时代发展中的个

体生命价值。

电视剧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景

式描绘。《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是一部疾风骤雨

式的改革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党的

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较改

革初期，经济建设的框架逐渐形成，在时代浪潮

中翻滚的人们逐渐从变革外围进入到内围，翻筋

斗、闯难关，展现他们与时俱进的眼界、本领。对

比来看，如果说该系列第一二部侧重于敢想敢干

的信心开启，第三部则是关于如何干的详细图

解。在此背景下的人物奋斗故事与社会经济建设

要求着更复杂的叙事架构，电视剧第三部则很好

完成了这样的设计——故事开篇便利落地切入

主人公在新赛道上的挑战，不断迭起的矛盾冲突

则将观众逐渐带入到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出

彩的经济线索成为这一季的亮点所在，更是彼时

经济改革加速度的直观显现。

当改革大船进入深水区后，经济发展的横截

面也在影视中被全面展开。剧作在盘根错节的关

键问题上倾注了大量笔墨，使前两部的经济线索

持续细化，这包括中外合资线索中国内资产重

组、海外上市融资的道路建设问题；国有企业改

革线索中的生产自救、技术升级问题；乡镇企业

改革中经济循环思路的调整等。饱满密集的剧情

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完善的过程

具象化，为观众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

组织结构、改革症结提供了生动的故事依托，展

现出时代正剧的史诗品格。

细节之中有重点，剧作对于改革难题与发展

矛盾的刻画，成为影视扣人心弦的关键。如对国

有资产的保护、对国内旧有产业的盘活效率、对

工人的安置问题、对速度与质量的平衡问题等，

不仅牵动着一代人的回忆，也与今天的经济发展

道路息息相关。这一部记载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建立的故事，担当得起改革开放深水区

的全景影像之称。

解决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要解决人的问题。

风起云涌，天高地阔。一部改革开放史正是中国

人民奋斗、创新的辉煌历史。延续时代与个人志

的书写方式，第三部剧作在明确人物成长方向的

设定上，延伸出对人的发展的思考和关怀，表现

出坚定、深厚、有情感、有温度的人民史观。

第三部开篇，主人公们都进入到新的环境。

环境的变化带来人的变化，发展正是改变的正向

结果。第三部的故事重心正在于发展中人的抉

择。主人公们身处风口浪尖，在经历了一轮洗礼

之后，再次站在时代路口前，问道远方。正如宋运

辉在集体发展与个体生存间的权衡难题，雷东宝

在集体观念上的心态站位问题，杨巡对经济合作

中的理念认知狭隘等。这些问题关涉到社会效率

与人心团结，每一道关卡都考验着人的认知、魄

力、韧性，更挑战着人的决心、信心、公心。

人作为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是文艺故事最

打动受众的所在。在前两部的铺垫基础上，观众

对于人物的走向之关注，已经带有强烈的感情色

彩。当人物的成功或失败只是一种落幕方式时，

牵动人心的永远是人物缔造自己命运时的荡气

回肠。《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在经济变革的宏观

框架下，聚焦人的能动性、局限性与命运之关联。

就人的初心、格局、毅力、智慧，成功谱写了一曲

人的史诗。这一季中，三个主人公的成长线曲折

而深刻。随着改革过程的推进，观念、能力、信念、

良心等在一个人身上的合力效应逐渐加强，人物

与自我的博弈令观众感同身受，主人公成长轨迹

均显示出其必然性。以杨巡为例，这一人物的奋

斗与攀爬充满励志与辛酸，同时也不乏自私与算

计，其身上人性的摇摆和坚持令人动容深思。雷

东宝作为一个农民企业家，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与唏嘘的结局，丰富了一个时代农民的形象。

电视剧的成功还在于群像塑造的得力。在滔

滔大潮中，我们看到人物群像的去留身影。主人

公们固然步伐矫健，勇毅向前，配角们也脱颖而

出，如杨速、任遐迩、彭阳厂年轻的技术人员等纷

纷登上时代列车。当复杂人性在时代的荡涤中被

分解、锻造，每一个与时代共行的人，都有不断熔

铸自我的机遇。

电视剧高扬了取法过去与观照未来的现实主

义精神。生活有多复杂，现实主义就有多复杂。当

切开生活的横截面，在观察现象与本质、整体与部

分的因果关联时，现实主义视角也正在生成。《大

江大河之岁月如歌》中的叙事精神当如是。

在这一部中，剧作对于历史事件的分析维

度更加多元，这是对于历史的尊重，也是文艺表

现手法提取现实主义能量的客观要义。剧中，在

淘汰旧产能的大趋势下，宋运辉为彭阳农药厂

争取到一年的研发期似乎是有些许争议的剧

情，然而随着剧情的不断展开，事件得以促成的

多方合力要素缓缓显现——上级愿意搞试点探

索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径是政策弹性所

在；宋运辉技术团队的坚持和奋斗是硬性保障；

工人们自救的愿望和动力是人心所向。但故事

并不满足于此，通过这件事情，对国营企业体制

情况前因后果的分析，才使这一剧情本身的出

现及其解决获得了真实意味。对当时历史问题

的透彻解剖，使观众真正进入到观察时代的可

信视角中。

现实主义也面向未来。剧作尽管是对改革开

放历史的回望，却能真切感受到一种关乎当下的

思考甚至是预判，这在剧中所强调着的精神的未

来向度中可以窥见，如强调面对机遇和危机的感

知与判断力，在博弈中坚持共赢的思维策略，在

变革中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等。

《大江大河》系列的文化定位策略是成功的。

剧作调性鲜明，在对改革开放的奋斗回顾中，肯

定了党和国家的历史选择，肯定了人民的主体地

位，在青春而不失严谨的叙事中，传递出坚定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时，

剧作的现实关怀也彰显出文化温度，对改革开放

领路人的决断与行路人的艰难均报以敬意，将团

结、坚韧的意念播撒开来，浸润了社会风气，起到

凝心聚力的效果，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

文化力量。

《大江大河》系列改编自阿耐网络小说《大江

东去》，剧作取材原小说扎实的实业发展描写，对

原著权谋情节大幅减少，赋予人物性格更明亮的

底色，基调温暖，在弘扬主旋律方面成效显著。当

然，剧作改编也存在人物立体度减弱、情节设置

戏剧化、个别情节饱满度欠缺等问题，这也是网

络文学现实题材改编中常见的问题。在此类改编

蓝本的经验基础上，文艺工作者还应考虑网络文

学改编优质化与可持续开发的问题，包括对文本

的择选标准、对IP系列的质量保障、对现实主义

叙事的手法打磨等，力求推动更多高质量文艺作

品的诞生。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

培养博士后）

电视剧电视剧《《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将团结将团结、、坚韧的意念播撒开来坚韧的意念播撒开来
□□孙甜鸽孙甜鸽

追溯中国的起源，正史记载中只

有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和夏商周王

朝，但考古学已经重构了中国远古文

明的起源与谱系，《何以中国》依托中

国百年考古的丰富成果，追溯中华文

明的根基、发源与早期发展，为我们呈

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图景。

影片共分8集，第一集《秦汉》讲

述秦汉“书同文，车同轨”与思想制度

上的“大一统”，展现了秦汉建立统一

多民族国家的历程。第二集《摇篮》由

此上溯到4万年前，讲述了旧、新石器

时代之交东亚“现代人”的诞生，此后

从第三集《星斗》到第八集《天下》则按

时间顺序讲述了中华先民从狩猎走向

农业定居，组成家庭和社会，建立信仰

和审美，形成区域古国，开启夏商周王

朝，直至秦汉建立的宏阔历史进程。在

这以千年、万年为时间单位的叙述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大地上文明的火

种如何诞生，又如何由点到面，由分散

到聚集，最后融汇成一个“大一统”的

文明体。

影片中展现了诸多珍贵文物，以

实物形式让我们看到了早期文明的物

质形态，其中出土于陕西宝鸡的“何

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的记载，这

是迄今看到最早的、以文字书写的“中

国”。在文明的物质形态之外，影片还

对审美、观念、信仰等文明的精神形态

进行了细致呈现，并对其中的转折与

流变进行梳理与分析，全面展现了中

华文明的早期形态与形成过程，比如

影片中展现的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是目前发现的

最早的孔子像。总导演干超说，“《何以

中国》至少一半的篇章，是完全没有出现于历史文

献记载的，考古是我们唯一复原历史的手段。”影

片汲取考古的最新成果，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新

知，重构了我们对远古文明的理解与想象，也深化

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特性的认知。

在形式上，《何以中国》采取真人纪录片的形

式，出镜演员包括胡歌、曹磊、黄尧、吴倩等，他们在

影片中的精彩表演让历史中的人物活了起来，比如

胡歌饰演的啬夫弘是丝绸之路一个驿站上的小吏，

黄尧饰演的解忧公主是与乌孙和亲的西汉公主，伴

随着1990年敦煌悬泉置汉简的发现，

啬夫弘这个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小人物

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影片以他的视角看

到和亲50多年后重回大汉国土的解忧

公主，两人在片中没有一句台词，但镜

头的巧妙运用却将他们内心的复杂情

感充分表现出来。影片还呈现了秦简中

的黑夫和惊、吹骨笛的贾湖少年，以及

陶器上留下的一枚指纹，这些几乎淹没

在历史中的小人物及其痕迹，可以让我

们感受到数千年前那些人的呼吸。影片

将他们与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秦皇汉

武等历史人物并置，从生活史、社会史、

器物史的角度，拓展了我们对历史的理

解，也复活了他们所生活的具体环境，

让观众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细节

与进程。影片画面精美、制作精良，每一

帧都如美术作品一样，再配以舒缓抒情

的音乐与精心制作的旁白，让整部影片

娓娓道来，在叙述节奏的把握上恰到好

处。影片中的解说词也极为精彩，将百

年来的考古成果以通俗易懂而又富于

诗意的语言表现出来，既有专业性，也

易于为观众接受。

在整体结构上，《何以中国》采用

倒叙方式，从秦汉开始，上溯四万年，

然后顺叙，直到春秋战国，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叙述结构。每一集都有一个相

对集中的主题，如《古国》讲述的是

5000年到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各

区域古国，《择中》讲述的是夏朝“最早

中国”的诞生，《殷商》讲殷商的制度与

祭祀文化，《家国》讲西周宗法文化的

形成，《天下》讲春秋战国与秦统一的

进程，整体上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

体、家国一体文化的形成过程。

《何以中国》聚焦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是如何

形成的这一核心问题，视野宏阔、思考深邃、意蕴

丰厚。在当今时代提出与思考这一问题，既是对历

史的回应，也是对未来的瞻望。在今天，当我们回

顾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已与近代以来任何时期的

态度都不相同，我们更加自信、更加珍惜，以更加

从容的艺术态度去反观与再现。在这个意义上，

《何以中国》不仅重构了我们的远古文明谱系，也

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自信与优雅。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学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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