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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创造留给未来的戏剧影像
——“戏剧光影——2024北京国际高清舞台艺术影像周”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路斐斐

共筑和平——2024（巴黎）奥林匹克美术大会将举行

关 注

“这是一场革命的开始。”2009年 6

月的一个夜晚，当海伦·米伦主演的17世

纪法国新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的《费德

拉》，通过英国国家剧院启动的“英国国家

剧院现场”（National Theatre Live，以

下简称“NTLive”），首次在英国及世界

200多个影院进行转播时，一名英国《卫

报》的记者如此记述了那一夜他在影院获

得的观演震撼。

“那一晚，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成

功。”15年后的北京，在日前举办的“戏剧

光影——2024北京国际高清舞台艺术影

像周”活动中，英国国家剧院市场与发行

主管利奥·乔丹在回顾NTLive15年来拍

摄英国顶级舞台现场并发行至全球74个

国家、2500多座影院的历程时，仍然心潮

澎湃。从伦敦到北京，15年来，世界高清

舞台艺术影像飞速发展。在2024年这个

盛夏，由中国剧协、北京市文联主办的为

期两周、以高清舞台艺术影像为主题的首

个国际性行业交流活动中，中国、英国、俄

罗斯、韩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艺术影像

创作者、一线从业者汇聚一堂，近20场中

外优秀高清舞台艺术影像作品展映、新片

首映活动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天桥艺术

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多个京城地标性

剧场、影院亮相，7场主旨演讲和3场圆桌

对谈等学术活动纷纷举办。从中国电影金

鸡奖获奖作品3D全景声京剧电影《贞观

盛事》，到高清音乐剧影像《辅德里》、音乐

剧《在远方》，再到马修·伯恩编导的英国

舞剧《剪刀手爱德华》、第100部英国国家

剧院现场影像《奈伊》、拉尔夫·费因斯主

演的莎士比亚经典复排作品《麦克白》、法

兰西喜剧院演绎的莫里哀杰作《贵人迷》、

布图索夫导演改编的果戈里代表作《钦差

大臣》等，世界高清舞台艺术影像的最新

成果在“演艺之都”交相辉映，正如利奥·

乔丹感慨的，“那场革命已经以我们从未

梦想过的方式让戏剧变得触手可及”。

“科技改变生活，也一定会
改变艺术的表达”

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首次将中国京剧搬上了大银幕，“自那时

起，中国电影就为中国戏曲插上了翅膀”。

迄今已成功摄制11部戏剧电影的滕俊杰

导演说：“12年里我每拍一部作品就要思

考一步。为什么要拍戏剧电影？为什么要

拍戏曲？因为我们对经典关注得还不够，

要留存经典，传播发扬好传统文化，让中

国文化真正走近世界主流人群、主流文

化，今天的戏剧电影完全有能力做到。”今

年6月16日，由滕俊杰执导的第6部京剧

电影、程派演员张火丁主演的《锁麟囊》在

程砚秋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于上海国

际电影节首映，创造了加映多场均开票

“秒光”的票房成绩，“用电影的方式为舞

台赋能，以更具观赏性的视听呈现吸引更

多年轻人走进剧场、回归剧场”，已从一个

“愿望”变成了一种现实。

“看过影像版的人会想看舞台表演，

而看过现场表演的人也会对影像版感兴

趣。”韩国高清舞台艺术影像摄制团队舞

台所见制作公司负责人申艺智表示，尽管

总有舞台剧制作人、导演、演员向她表示，

担心高清舞台影像作品可能会造成剧场

核心观众的流失，但她对此一直乐观，“重

要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近年来，从3D

立体摄影到VR/XR投影映射与混合虚

拟制作，从音乐剧、摇滚音乐会到各种类

型的戏剧电影，她和团队不断以高清舞台

影像的方式与韩国的艺术现场发生着深

刻交流，随着韩国剧场门票价格的持续上

涨，通过电影和视频这些当今最常见的影

像媒介传播舞台艺术，已成为吸引韩国普

通民众走近剧场的重要手段。比如由他们

参与高清拍摄和后期发行的中国舞蹈诗

剧《只此青绿》影像版，就为这部迄今已现

场演出500多场的原创舞剧留下了珍贵

的完整影像记录。“影像叙事有着与舞台

叙事截然不同的特点”，她相信，通过影像的

桥梁，未来也一定会有更多的世界艺术爱

好者因此成为戏剧的观众、舞台的观众。

谈及舞台与影像的关系，北京人民艺

术剧院院长、北京剧协主席冯远征认为，

“科技改变生活，也一定会改变艺术的表

达”。今年两会期间，身为文艺界的全国政

协委员，他感到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在当

今科技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艺术如何跟

新质生产力挂钩。在他看来，科技赋能舞

台是趋势。首先反映在对舞台呈现的改变

上。比如北京人艺，最早的舞台布景是手

绘的，后来开始用幻灯，通过把图片投影

到幕布上产生特殊的艺术效果来达到艺

术表达的需要。随着投影仪、动画、LED

屏、实时图像传播等舞台技术元素的加

持，舞台呈现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日趋紧

密。现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不仅有利用

动画投影与数字模拟技术制作背景的话

剧《足球俱乐部》，还有了采用人工智能生

成技术根据剧情生成舞台流动影像背景

的话剧《张居正》。在他看来，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多媒体交互技术等高科技与舞台

表演的结合，将进一步推进戏剧创作、拓

展舞台空间，完成前所未有的舞台表达。

同时从VCD、蓝光DVD到数字影像、网

络直播，北京人艺不仅有了第一部戏剧电

影《哗变》，还有了70周年院庆日时首次高

清实时直播的8K录制的《茶馆》与即将走

进院线发行的戏剧电影《茶馆》，冯远征认

为，“科技在创新舞台表达的同时，也在不

断催生着新的舞台影像产品，并因此拓宽

着舞台艺术的传播方式。”冯远征说。

拥抱新技术，分享对戏剧
共同的爱

“技术每年都在迭代，在变得更好，也

带来了更多的可能。”英国莎士比亚环球

剧院前艺术总监、导演多米尼克·德罗姆

古尔说。多米尼克曾于2022年为中国观

众带来了由他执导、中国舞蹈家王亚彬编

舞的舞台剧《弗兰肯斯坦》的中文版。而该

剧原版早在2012年于英国首演后的第二

年即以高清影像的形式与中国观众见面，

并在此后于国内多次放映，反响强烈。在

他看来，数字摄录技术带来了远比模拟视

频技术时代更清晰的画面与景深。把戏剧

拍成数字视频，让人们好像在剧院看表演

一样，这为剧作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与活

力。从2009年萌生创建环球剧院自己的

在线平台的想法，再到如今平台已拥有80

多部戏剧影像作品，在多米尼克看来，戏

剧的线上市场蕴藏着巨大潜力。特别是疫

情发生之后，在线平台的作品传播获得巨

大的胜利。

本次展映期间放映的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高清影像话剧《家客》的编剧、上海文

广演艺集团副总裁喻荣军，是国内较早参

与高清舞台影像制作与放映引进的戏剧

人之一。2015年，英国国家剧院首次与中

国国家话剧院合作，并与上海文广演艺集

团等单位联合制作推出了根据英国小说

家迈克尔·莫波格同名小说改编的舞台剧

《战马》中文版，同时也把“现场影像放映”

的概念带给了中方团队。作为中英文化年

的重要交流活动，《战马》在北上广等地的

巡演十分轰动。谈及之所以会积极推动外

国戏剧和舞台影像进入中国，喻荣军表

示，这也源于他2012年左右在英国的一

次经历：“在这里，在一个小镇的电影院就

可以买票看到英国国家剧院的戏剧。”第

一场观演的经历让他大为震撼，“剧场演

出通过大屏幕呈现了出来，使我更加沉浸

到了戏剧的情境中去”。

“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拍电影，而是在

做一个‘剧场播放器’。”利奥·乔丹形象地

解释道。15年间，NTLive的工作方式不

断发生变化，但“尝试以最好的方式拍摄

一部戏剧作品”的总体观念没变。“有时一

个NTLive作品中会有2000多个镜头，

有时只有几百个，但无论多少个，每个镜

头都是经过精心设计、提前计划好的。我

们会借助多次影像记录与回放来集体讨

论如何进行最终的拍摄，如何调整机位、

灯光、声音甚至演员的妆造，以确保每位

观众都能在影院获得不同于在剧场直接

观看演出的精彩体验。”利奥表示，作为

英国文化生活的中心，英国国家剧院被

称为“伦敦市中心最大的‘工厂’”。每年

这里都会创作出30部左右的原创或重

排戏剧、音乐剧作品，并在这里制作全部

的道具、布景、服装等。虽然剧院每年也

从政府获得拨款，但他们依然靠门票等其

他方式获得的收入进行着越来越多的创

新，“我们拥抱和利用新技术、新想法和新

观点以走在创新的前沿，NTLive就是最

好的例子”。

“记录我们正在生活的世
界，把它留给未来”

“技术使很多事情成为可能。但真实、

坦诚的表演与剧场的体验依然是戏剧最

独特的、有机的、不可替代的部分。”多米

尼克说。他曾供职的环球剧院坐落于伦敦

泰晤士河南岸，这里曾是400多年前莎士

比亚和他的剧团演出的地方。1997年剧

场重建后，这里依然保留了中世纪形制的

环形露天剧场结构。在多米尼克心中，这

个由橡木搭建、茅草铺就屋顶的剧院是

“世界上最精彩、最美丽、最激动人心、最

充满活力的剧院之一”。由于没有封闭的

屋顶，环球剧院的阳光会在下午射入剧场

时将舞台和观众“一起照亮”，而夜晚剧场

的灯光也同样如此。影像技术的运用为他

们捕捉记录下了在那些时刻里戏剧绽放

的恒久精髓：“每个人都在同样的光亮里，

分享着对戏剧共同的爱。”对多米尼克来

说，高清舞台艺术影像了不起的地方还在

于，“通过它可以让我与所有已经被创作、

记录下来的杰出作品，以及更多的艺术家

和未来的观众之间建立一种联结。它不只

记录着我们的创作，也像一面镜子一样真

实记录着我们正在生活的世界，并把它留

给未来的人们”。

在利奥·乔丹看来，拥抱数字技术和

创新并不意味着放弃剧院几百年来一直

延续的方式，而是为确保有尽可能多的

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能获得世界一

流 的 资 源 ，与 全 球 观 众 分 享 戏 剧 。

“NTLive的使命就是不断寻找新观众。”

在他看来，NTLive吸引观众的不只是放

映的内容，也包括这种能彼此分享体验的

参与戏剧的方式。利奥介绍，在英国，现在

每一个NTLive项目都可以在800多个

场馆里进行放映，其中约一半都不是传统

的影院，如书店、艺术中心等，甚至连卡车

都可以成为NTLive的放映场所。“这些

场馆里工作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为

NTLive服务，是我们使命的延伸，即要

把戏剧带给最广泛的观众。”如今，英国已

在74个国家建立了放映场馆网络，通过

与不同国家的合作，把本土优秀的戏剧作

品带给世界观众，在利奥看来，“这也是一

个展示国家戏剧成果的世界之旅”。

“无论作为戏剧还是作为电影，无论

是传统的演出录像还是‘新现场’的高清

影像，高清舞台艺术影像的未来发展，关

键还是需要培养大量的青年人才。”中国

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教授、高清戏剧

影像《辅德里》的编剧、导演牟森说。中国

国家话剧院制作人、一级舞台监督李东则

谈到，从世界范围来看，经典的剧目、优秀

的编导演和优良的制作仍是高清舞台艺

术影像立足的根本。“现在，我们的拍摄、

放映设备和各项技术指标均已达到了国

际水平，关键在于我们能选择什么样的拍

摄内容。如果‘线下’效果都一般，‘线上’

也不会变得更受欢迎。今天的我们是否也

具备每年从几百部戏剧佳作里优中选优

挑选高清拍摄项目的创作资源？这是我们

未来大力发展高清舞台影像的一个更大

的前提。”

20世纪30年代，作为团结全中国人民反抗

帝国主义侵略、凝聚中华民族的战歌，由党的左

翼电影小组领导拍摄的抗战影片《风云儿女》的

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经唱响即传遍全中

国，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

首歌曲的创作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又有哪些动

人的故事？由孟卫东作曲、游暐之编剧、廖向红

导演、上海歌剧院创作演出的民族歌剧《义勇军

进行曲》，为观众展现了当年左翼文化人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以笔为剑，积极投身

抗日救亡运动，凝聚起爱国救亡的革命力量，最

终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经典歌曲的激情

澎湃的历史。7月5日至6日，民族歌剧《义勇军

进行曲》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一帧帧充满

时代感的纪实画面，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一

曲曲恢宏流畅的音乐，带给观众极大的心灵震撼

与感动。

以《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为主题的艺术作

品，此前更常见的是以作曲家聂耳为中心的创

作，对于歌词作者、著名的戏剧家田汉反而较少

提及。此番，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是以九一

八事变爆发后、全民抗战的社会大背景为底色，

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切入时机，将党的左翼电

影小组成立、聂耳入党、“三友式”录音机研发成

功、电影《风云儿女》曲折的创作历程等历史事件

艺术地展现出来，揭示出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之

所以成为彰显民族精神的象征、成为鼓舞人民大

众推倒三座大山获得独立自由的“心中之歌”的

深层原因。该剧最大的特点，是塑造了抗战时期

一批左翼文化革命者的群像，让观众看到《义勇

军进行曲》的创作诞生是风云时代的推动，是民

族解放诉求之下万众一心的成果。可以说，民族

歌剧《义勇军进行曲》，是一部敌后抗战文化历史

的音乐教科书。

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编剧游暐之在戏剧事件的选择

和安排上，上半场着重于时代背景和核心事件的铺垫，下半场聚焦于电影

《风云儿女》和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整部剧两幕六场外加序

和尾声，以时间为顺序正向展开，辅以空间的立体跨越和“戏中戏”的处理

手法，信息量虽大但节奏紧凑，既有群像戏塑造出时代风云感，又凸现了

剧中各个人物的鲜明个性。编剧在剧情铺陈中仍考虑到如何将角色人物

塑造得更为丰满立体，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突出了当年进步革命青年们

在风云年代经历战火洗礼后思想上的成长。

剧中身陷囹圄的田汉与投入创作的聂耳隔空“对话”，聂耳唱起了咏

叹调《字字重千钧》，而田汉在激奋的歌声中慷慨激昂地念诵《义勇军进行

曲》的歌词，二者的交融将《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时聂耳与田汉心灵相通的

精神契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当聂耳被迫转移海外，与狱中的田汉遥相

思念，再一次隔空对唱《五月的风》，优美动人的剧诗和旋律将二人深厚的

师生同志情谊和他们对祖国人民深挚的爱，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感人至

深、令人难忘。

时空众多、人物众多的歌剧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导演的眼光与功力是

关键。廖向红导演凭借她之前丰富的歌剧执导实践经验，运用众多现代

舞台艺术手段，将这段历史犹如电影镜头般精妙地展现出来。在舞台调

度上，导演把舞台前区与后区分割成独立的时空，前区主要表现剧中人物

本身的行动，而后区则呈现与剧情相关的群体性场景，时而是烽火硝烟的

战争画面，时而是烘托气氛推动情节的合唱，前后交融相得益彰。为了实

现快速场景转换，巧妙运用车台，让舞台景置转换自如，让音乐和戏剧的

推进更加流畅，达到多角度全方位地艺术展现一段历史。

作曲家孟卫东近年来在歌剧创作上成果丰厚，他一直秉持“写中国观

众听得懂的音乐，写歌剧演员爱唱的音乐”的歌剧音乐创作理念。民族歌

剧《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时而激情四射，时而舒缓深情，旋律朴实流畅，

可听性很强。特别是剧中田汉的咏叹调《凤凰的再生》，用深情的笔法写

出了田汉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而聂耳被迫背井离乡登船前的咏叹调

《等着我挚爱的祖国》，更是用动人的音符表达了聂耳别离祖国时的不舍

之情。田汉、夏衍的二重唱《这是一条光明的路》以及聂耳的咏叹调《深藏

心中的梦想》，用激情的旋律将聂耳在田汉和夏衍的见证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并从此立志为信仰而奋斗的真挚情感通过音乐尽情挥洒出来。剧中

的混声合唱《风云儿女》更是节奏鲜明激荡人心，淳朴的旋律一下就能被

观众记住，从而被深深感染，禁不住跟随着节拍哼唱。

围绕聂耳的人物塑造，剧中除了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还完整出现了

《毕业歌》与《铁蹄下的歌女》，两首歌曲的呈现不仅保持了原貌，甚至还原

场景，在推动戏剧进程的同时，更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当年的历史足迹。

同时，作曲家在白山牺牲前的咏叹调《忘不了》、晓月诉说身世的咏叹调

《回不去的北平城》、王人美的咏叹调《演员的荣光》的创作中都融入了抗

战时期歌曲的元素，使人物更贴近那个时代。《长城万里长》更是一首剧诗

优美、旋律动听和声透彻的优秀的混声合唱，音乐中融入了《长城谣》的元

素，歌声像一股暖流流淌到观众的心中。由上海歌剧院院长、指挥家许忠

指挥的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精准地掌控了全剧音乐的节奏和力度，在人

物歌唱时力求乐队让出空间给演员最好的发挥，使舞台上每个角色都能

尽情歌唱，让唱词清晰可辨，直达观众内心。

本剧中除了饰演田汉的男中音歌唱家孙砾是外请，其余角色都由上

海歌剧院的年轻歌唱家担纲。孙砾用沉稳、激昂、广阔且温暖的嗓音质

感，在表演上认真处理每一个细节，塑造出作为抗战时期革命文化运动的

先锋者和“老大哥”的鲜活形象，让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其他人物的演出

也非常到位，每位演员都力求在演唱中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和特点；合唱队

收放自如的歌声也为歌剧演出增添色彩。

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以历史的视角、艺术的手法，再现了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历程，是一部艺术品质精良、思想精深的好作品。

期待上海歌剧院在不断的演出当中，对作品进一步精雕细琢，打造成唱得

响、传得开、留得下的高峰之作。

（作者系中国音乐剧协会理事、《北京青年报》资深文化记者）

7月23日，在巴黎夏季奥运会开幕前

夕，“共筑和平——2024（巴黎）奥林匹克美

术大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文化

艺术发展促进会主席杨晓阳，副主席曾来

德、陈耀宗、周心海、夏斯均等参加活动。

在法国国家奥委会大力支持下，由巴

黎奥组委授权，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

和法国造型艺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共筑

和平——2024（巴黎）奥林匹克美术大会”

将于8月8日在巴黎塞纳国家音乐中心举

行。本次展览征集了中国、法国、西班牙、乌

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90位艺术家的作品

120余件（组）。其中，国内60位国画家、书

法家应邀参展。受邀艺术作品深深植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核，具有丰厚

的文化底蕴，彰显了民族精神的文脉传承。

国外艺术家作品则多以油画、雕塑形式呈

现，体现了世界文明的交流融通、绚丽多姿。

据介绍，“奥美大会”是中国文促会

2008年于北京奥运会期间创办的一个以

奥林匹克艺术为主体的国际文化交流平

台，16年来曾先后在北京、伦敦、里约热内

卢、南京等地举办展览。杨晓阳在发布会

上谈到，奥林匹克精神以团结友爱、相互

理解、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为基石，这一强

调合作、团结、共同进步的理念推动竞技

体育逐渐发展为具有审美精神的文化形

态。奥林匹克不仅仅是竞技运动，早在古

希腊时期，诗歌、音乐、美术、建筑等就已

被纳入奥林匹克“缪斯五项艺术比赛”的

范畴，正是这些跨越种族的艺术语言，构

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篇章。时至今日，奥

林匹克精神已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更

加丰富的内涵，“奥美大会”将坚持以艺术

的方式诠释、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传达出

人类对美与尊严的永恒追求。（李晓晨） 《《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剧照剧照 曹家苗曹家苗 摄摄

俄罗斯高清舞台影像《钦差大臣》海报

法国喜剧法国喜剧《《贵人迷贵人迷》》剧照剧照

京剧电影京剧电影《《贞观盛事贞观盛事》》海报海报

英国舞剧英国舞剧《《剪刀手爱德华剪刀手爱德华》》剧照剧照 英国国家剧院现场影像《奈伊》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