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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神话是大众文化中重要的文化资源。整体来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场域中古典神话的运用大

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世纪之前，在以现实主义美学为

中心的主旋律文化语境中，古典神话由于其广泛的民众基

础和经典性，成为大众文化场域中幻想文化的主要类型，且

其思想内核贴近传统与主流文化，与现实主义美学形成了

独特的叙事张力。在新世纪之后，市场化语境的深入和新

媒介文艺的发展，深刻改写了文化语境，使得幻想文化逐渐

成为流行的文化样态，神话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古典神

话的阐发具有了更强烈的个性色彩，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文

化取向。

从具体文化类型来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

8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哪吒闹海》《人参果》《天书奇谭》《葫

芦兄弟》《九色鹿》，以极具民族特性的美术风格对传统神话

故事进行了改写。这些文本具有丰富的时代寓意，凸显了

人民性视角中的善恶观念。当然，这一时期的美术片主要

以少年儿童为受众，对神话和幻想题材的挖掘较为简单和

纯粹。80年代影视剧中部分古典神话的表达亦延续了这一

特质。早期作品《济公》（1985）、《八仙过海》（1985）都取材

自民间传说，有着质朴的民间价值伦理的表达：神仙并非在

玉阙天宫，高不可攀；相反，神仙混迹于尘世，以奇妙的法术

惩恶扬善、劝导世人。在《八仙过海》中，与市井红尘的烟火

气息、淳朴人情相比，天宫、龙宫显得秩序森严、阴险诡谲。

这种巧妙的对比，显现出大众所渴求的神仙与世俗世界的

亲和，乃是一种“人民本位”的神话世界观。

此后的《西游记》（1986）、《封神榜》（1990）等电视剧顺

承原著本身的浪漫想象，建构出宏大的神话世界观，给予国

人莫大的审美冲击。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尽管彰显了“超现

实”意味，在意义模式上却力求与主旋律话语的融汇。《西游

记》以“取经”耦合了彼时上下求索的改革开放之想象，近乎

完美的孙悟空形象体现了时代洪流中对于英雄伦理的呼

唤。《封神榜》则以大量近乎奇观化的表达，展现了纣王的残

暴不仁，建构了文本的艺术品质。在90年代，部分神话作

品依然具有颇为鲜明的“主流”特质，不过其内核从政治层

面转向了传统文化层面。《新白娘子传奇》（1992）通过白娘

子这一融汇妻性、神性、母性、社会性于一体的“完美”形象，

构建了传统伦理中极致的女性想象。动画电影《宝莲灯》

（1999）将动画的受众拓展到成人群体，但其特色在于宏大

优美的场景与画面塑造，其意义模式延续了美术片的纯粹，

以传统文化的孝道架构起整个故事。在此，无论是民间视

野、主流话语抑或是传统伦理，都体现了古典神话偏重呈现

主流价值的特质。有趣的是，此类作品几乎都被经典化，使

得相关神话故事其后虽被反复改编和重述，在意义模式上

始终处于经典神话文本“影响的焦虑”中。

不过，90年代市场经济的崛起，以及海外新的文化思潮

的流行，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神话叙事，使其逐渐产生深

刻的变化，这一点在幻想文化日益繁盛的香港有着得风气

之先的呈现。徐克的《青蛇》（1993）取材于李碧华的小说，

以独特的美学和伦理视野探索了白蛇传故事中的欲望表

达，颠覆了民间想象中的故事样貌。周星驰参演的《济公》

着力于探索人的命运能否改变这一深刻命题，以笃信人性

力量的降龙（济癫）嘲讽操纵凡人命运的众仙，成为最早解

构传统神话世界观的文本之一。此后的《大话西游》（1995）

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在对《西游记》的戏仿中探索了神仙与

凡人的伦理界线，进一步凸显了世俗情感的可贵。此外，新

加坡的《东游记》（1998）重构了“八仙”的故事，将质朴的民

间想象转变为宏大的神话谱系。港版的《西游记》（1996）、

《封神榜》（2001）对原著故事有很大的改编，强化了爱情、亲

情等更为“当代”的文化元素。而到世纪之交，大陆也逐渐

有了对神话的创造性发挥。《春光灿烂猪八戒》（2000）、《西

游记后传》（2000）从《西游记》的世界观延伸而来，仅就人物

的塑造和故事的逻辑来说，取得了显著成功，其文本不仅没

有破坏原有的世界观，且在86版《西游记》的基础上拓展、

强化了猪八戒和孙悟空的形象，可以视为一种延续主流审

美特质的神话书写创新。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消费主义、大众娱乐的深入和网络

文化的崛起，人们对于古典神话的想象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神话开始褪去较为严肃的伦理气质，追求更为娱乐化、

更具时代文化特色的呈现。在《宝莲灯》（2005）、《欢天喜地

七仙女》（2005）等神话题材电视剧中，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言

情元素和娱乐元素。《天外飞仙》（2006）则几乎褪去民间传

说的影子，以复杂的言情模式重新演绎了董永与七仙女的

爱情传奇。《活佛济公》（2010）非常喜剧化、言情化的癫狂表

达，代表了神话剧偏重娱乐化的风格转变。而在电影领域，

神话题材相对较少，且围绕《西游记》等经典IP进行反复开

发，其娱乐意识更为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古典神话的伦理

意涵和幻想美学逐渐消解，融汇在言情、喜剧等时代文化主

题之中。与之相比，反而是《魔幻手机》（2008）这样融汇科

学与神话世界观的作品，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奇妙严谨

的故事逻辑，给予古典神话以新的审美可能。

古典神话在动画电影领域的呈现，是其近年来最为重

要的表达方式。此类文本借助动画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发

展了神话世界观的想象力与审美呈现。不过，在浪漫瑰丽

的神话世界观之下，意义的阐发依然是神话想象的关键。

《大鱼海棠》（2016）的神话世界观在美学层面非常成功，但

个体的情感与宏大的神话世界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意义错

位，表明神话的普世性和时代大众的个体化方式之间存在

内在冲突。在《大鱼海棠》对“现代神话”的尝试遭受挫折之

后，动漫电影遁入到古典神话这一“稳定”区域，但又不得不

重新赋义古典神话以契合现实。在这些作品中，取得成功

的文本都是对个体意义的重新建构。例如《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中由大圣所引发的“中年”形象，《哪吒之魔童降世》对

于当代艰难的亲子关系的呈现，《白蛇：缘起》对于两性关系

的重新想象等。但凡涉及神话世界观整体意义和政治伦理

的建构，此类文本大多陷入语义的单调和混乱。《姜子牙》

《新神榜：杨戬》等作品对于“上位者”政治伦理的解构含糊

其词，语意矛盾。“白蛇三部曲”先后凸显了现代、未来（赛博

朋克）、古典三种时间视域和美学风格，显现了古典神话在

其古典形态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的交错中，无力建构整一、

协调的意义模式。这种情况同样延续在电影《封神》之中，

其表意融汇了中西文化元素而显得暧昧与含混。这些困境

显示出，古典神话的当代转换始终匮乏基于神话谱系的整

体思路。

在所有的古典神话文本中，《西游记》以其单元故事的

丰富性和文本意涵的多重解读空间，成为最为经典、改编次

数最多的大众文化神话文本。《西游记》的意义转换也成为

古典神话构建当代意义的典型文本。整体来看，新世纪之

前的《西游记》代表了《西游记》意义的古典时代，它由86版

《西游记》所树立，以“取经”这一叙事映射改革开放这一现

代性语境中的宏大政治图景，彰显了锐意进取、百折不回的

时代精神。但其中隐含的线索则是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反

叛英雄，融入取经团队，成为委曲求全、隐忍坚韧的大师

兄。英雄的棱角被磨平，融入集体性叙事之中，这是“取经”

所表征的现代性叙事对于反秩序英雄的磨灭。

在此之后，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后现代语境的

开启，现代性叙事逐渐被个体化叙事所取代。作为《西游

记》主线的取经叙事逐渐让位于聚焦孙悟空命运的英雄叙

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深刻呈现了这一点，孙悟空的爱

恨情仇成为文本的主线，而“取经”叙事成为文本最终的“大

他者”，一种不可逃避的秩序和命运。《大话西游》在网络空

间的“经典化”并非偶然，意味着网络新媒介建构的游戏化

空间叠加后现代语境的审美新变。深受其影响的网络小说

《悟空传》则以更加叛逆的姿态，将《大话西游》中浮现的秩

序阴影转化为一种冷酷的权力想象，从而彻底反转了《西游

记》的意义体系，构建出总体上的“黑神话”氛围。此后，《西

游记》的改编不断聚焦于孙悟空与秩序的张力，以其英雄性

的失落表达复杂的社会情绪。无论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中精神沧桑、英雄不在的孙悟空，抑或是歌曲《悟空》中心绪

难平、难敌世道的孙悟空，都体现了这一复杂的精神面向。

而《黑神话：悟空》吸收了新媒介时代的“黑神话”美学

传统，对孙悟空英雄性失落的主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

挥。与《悟空传》相比，孙悟空同样在权力秩序面前肉身陨

灭；但游戏文本所建构的“天命人”角色，则带来了重走取经

之路、追逐英雄伦理的新可能。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黑神

话：悟空》的成功主要依托于其构建虚拟真实的场景建构和

美术表达。在作品的悲剧美学和游戏的狂欢化氛围之间，

以及作品对于仙佛世界观的解构和美术层面上对古典（佛

教）文化的表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错位。换言之，作为第

九艺术的《黑神话：悟空》更多是因其媒介美学特质而获得

普遍化的认同，但其“黑神话”的意义模式则更多作为一种

文化奇观得到理解，且其故事模式处于未完成的混沌状态。

《黑神话：悟空》的这一独特文化症候也彰显出，古典神

话的当代意义阐发，在古典性和创新性、现代性和后现代

性、普世性和个体性之间，仍在不断探寻更为协调的形式和

内容。

（作者系西北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鹏波 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网络文艺

■声 音■文艺观察

时代性与艺术性的双重探索
——从《黑神话：悟空》看古典神话的当代转化

□高 翔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主要依托于其构建虚拟

真实的场景建构和美术表达。在作品的悲剧美学和

游戏的狂欢化氛围之间，以及作品对于仙佛世界观

的解构和美术层面上对古典（佛教）文化的表达之

间，存在着显著的错位

今年，生成式AI音乐创作产品在全球

市场异军突起，随着人们在AI领域的不断

创新，AI音乐创作飞速发展，从以前毫无逻

辑的零散音符组成的旋律到今日朗朗上口

的流行歌曲，对于非音乐专业人士而言，AI

生成的音乐品质已与人类创作相差无几。

使用 AI 创作及演绎音乐作品的模式

是否会成为常态？随着版权问题的不断探

究，AI 创作颇具争议。AI 创作音乐的优势

是速度快、成本低。生成式 AI 技术是一个

巨大的飞跃，它大大降低了认知成本与创

作成本。AI创作与演绎的关键问题在于其

是否能表达情感的层次及感情的变化，能

否与人共情共鸣。音乐是人类情感表达的

产物。《乐记》中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

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

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就目前而言，AI在流行歌曲创作方面

已实现了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的梦想，但

在民族音乐创作与演绎方面，AI仍存在着

一定的局限性。

民族音乐理论的应用。AI能快速生成

一首作品，大多依赖于已有的西方音乐理

论、音乐织体、和声配器等理论数据的支

撑，基于模式化设定而成。中国音乐文化有

着悠久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是随

着文明的更替和文化的更新累积而成。五

声调式有其韵味，七声音阶有其韵律，每一

部作品用其特定的主题与动机，形成独特

的背景及意义。而民族音乐文化的多样化

使得 AI 难以界定什么时机应用哪种写作

技法来生成合适的音乐作品：如瑶族音乐

中，既有湘南瑶歌（拉发）调式，也有“江华

梧州瑶歌”大二度和声等音乐理论。如贸然

将其融合，则会出现不伦不类的音乐表述。

又比如湖南花鼓戏有其独特的花鼓调式，

该调式的特色是主音上的三度音与七度音

升高了半音，与主音成

为大三度与大七度的关

系。三音与七音偶尔也

会出现不升高的情况。

AI 创作如果应用到花

鼓调式，三音与七音的

变化时机就难以合理

化。我国著名民族音乐

作曲家贺绿汀就曾将其

合理应用到长笛独奏曲

《幽思》当中，使其意境

唯美，让人回味。

情感演绎的表达。
音乐表达情感，弦乐里

面揉弦的快慢增减，管

乐里连音吐音，声乐中

的呼吸换气，预示着情

感表达的多样化，这是

演绎者随着情境的不同

而产生情感变化的阐

述。如贺绿汀在《幽思》

作品中，使用发展部和

尾声两段华彩段，使得

演奏者可以根据自身理

解来实现不同的音乐审

美，描绘心中的美好山河景象。又如天气预报片尾曲《渔舟唱晚》，

不同乐器对于句式尾音的演绎处理勾勒出差异化的审美意蕴。AI

则需根据人们输入的关键词和具体要求来营造场景，对于音乐情

感技术的表达目前还不能自主构建其演奏要求以达到演绎目标。

单是对于旋律的演绎，只能通过音符时值的长短、速度的快慢及

休止符的停顿次数，来构建其情感的表述。使得演绎品质单一，缺

乏多样化情感情境的构建及不同音乐意蕴之间的神韵。

融合与重构是AI民族音乐创作与演绎的两种路径。

融合民族音乐理论与数据。给AI创作注入民族音乐模块需

要大量数据，这是由创作者生成的。一般情况下，它分为两组数

据流：用于组建 AI创作的数据，以及与听众交互时所产生的数

据。前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搜集整理，创建生成民族音乐理论

数据模块，设定音乐风格及创作技法的应用，分类民族调式调

性、和声分析、曲式布局等。后者则需要听众的配合反馈，使 AI

民族音乐创作进行合理的自我更新及迭代。如果使用AI创作数

据存在偏差时，有时会导致观众感觉不适或是对作品无好感的

现象。如民族调式的胡乱套用或是不合理的曲式布局，容易导致

听者抓不住核心动机，进而对作品的旋律走向发展一头雾水。

重构作品内容及演绎技术。演绎方面，鉴于AI对社会的潜在

影响，要求演奏者需根据对AI作品的理解，同时考虑大众群体的

需求，以二次创作完善作品的技术缺陷及情感表达，并使用演奏

技法来呈现作品意境。当音乐作品所在的市场涵盖不同的音乐文

化及差异化审美因素时，音乐作品的演绎将变得多元化。因此研

析AI创作风格与民族音乐文化，了解观众的喜好与习俗，以人民

为中心对其作品进行二次创作与演绎是关键。从大众的审美角度

来界定声乐呼吸与句式之间的合理关联，以自身理解来考虑管乐

连音吐音的应用，从场景构建运用弦乐揉弦快慢的增减，用力度

的强弱来表达情感层次的线性变化，以此来弥合人机之间情感沟

通的断层现象。

今年第 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了一场《零·壹中国

色》AI与国乐音乐会。上海民族乐团与AIGC技术合作，通过演奏

家们演绎AI创作的音乐作品，旨在实现人类与科技的协作，传统

音乐与现代科技的融合。AI音乐创作跳出作曲者已有的固定思

维模式，为演奏家的二度创作与演绎提供了深度探索。演奏家们

先后对AI创作的作品进行了六次修改，经反复演绎之后才使得

作品成型。由此可见，AI民族音乐创作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空间的

音乐架构，演奏家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情感意识构建自身独特的表

演场景来重构AI音乐作品，更好地呈现出作品的情感。

新时代 AI 民族音乐创作与演绎如何守正创新？使用 AI 创

作音乐作品的是人，聆听音乐的也是人。AI创作＋演奏家二度

创作演绎使得人们既考虑AI创作技法数据的融合更新迭代，又

可以把AI当作合作伙伴进行作品重构，多维度分析及演绎民族

音乐作品。把 AI当成心灵的对话，权衡艺术性与审美性之间的

平衡，赋予音乐作品民族观与价值观，才可以创作出更多适应时

代的民族音乐作品，爆发出创作灵感，呈现出多样化的演绎效

果，与人共情共鸣。

（作者系湖南省评协音乐评论委员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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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14日，上海民族乐团国

乐与AI音乐会《零·壹中国色》在第39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首演，这是全

国首台AI创作的国乐音乐会

■阅评计划

甘肃青年作家冰天跃马行的作品《敦煌：千年飞天舞》

首发于咪咕阅读，随后在《中国作家》杂志2024年第9期全

文发布，共25万字，这是网络文学作品第一次在主流文学

杂志全文刊发。该作品将敦煌这一文化瑰宝作为核心，讲

述了一个关于敦煌守护和爱的故事，通过青年郑旭、夏邑、

王安之、凌杰等人的命运轨迹，展现了他们在时代巨变中对

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这不仅是一部关于文物保护的小

说，更是一部反映当代年轻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

平衡，实现自身价值的作品。

冰天跃马行以现实主义的笔法，以《乾闼婆忉利天部众

像》的修复和保护为引子，揭示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

代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

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文物保护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小说融

合都市商战、现代言情和豪门恩怨等多种叙事元素，故事情

节跌宕起伏，充满吸引力。同时，作者巧妙地将这些元素与

文物保护的主题相结合，使得作品在保持可读性的同时，也

传递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敦煌：千年飞天舞》在故事叙述、人物刻画、情节设定

等方面都是网络小说的范式，在情节中融梗，在故事中下

套，人物设定简单，叙事直接明确。同时，它也是一部现实

题材的网络小说，作者没有将“金手指”“异世界”“穿越”“超

能力”等一般网络小说的元素写进书中，而是通过清楚明了

的叙事、简单准确的设定，将一个完整且有吸引力的故事讲

了出来。

当前网络小说创作环境中，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还不

是主流，读者并不多。在大多数网络小说读者眼中，现实题

材网络小说意味着主旋律，代表着说教，要求奉献，描写伟

光正。从作者的角度看，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需要生活，需

要作者本人对真实生活和具体人物的确切体验，这一点对

大多数纯粹依靠想象力满足读者需求的网络小说创作者来

说是困难的。这给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们带来了新机遇，在

现实题材创作中，其实是可以将网络小说“套路化”“类型

化”的标签添上新的颜色，走向新的赛道。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逐步趋向成熟，各种题材都可以成

为网络小说创作的对象，“脑洞”“金手指”“异界”“重生”等

不再是网络小说的全部，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也有了重要的

一席之地。当读者看惯了光怪陆离的故事，看多了满天超

能的场景，现实题材也会成为读者选择的对象。网络小说

中的现实题材创作必定越来越多，也会不断出现精品佳

作。网络小说的本质是爽文，桫椤在《爽感应是网络文学价

值和意义的载体》一文中认为：“制造‘爽点’、追求爽感和快

感的‘爽文’机制成为网络文学基本的叙事伦理，使读者感

到‘爽’、供大众消遣娱乐似乎成了终极目的。”这个观点指

出了当前网络小说创作的规则，那就是让读者高兴、让读者

兴奋，在看作品时能感到多巴胺的分泌。

很多人错误认为，网络小说就是娱乐，不用刻意去深

思，不用专门分析人性、剖析社会，网络小说的用处就是解

闷，让读者感到新奇和快乐。因此，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不

好写，有时候写着写着就会变成传统类型小说，或者放飞自

我，脱离现实题材的本心，变成类型化的网络小说。从实际

的创作情况看，如果按照传统写法创作现实题材的网络小

说，很难吸引读者，读者不喜欢，小说的创作也就失去了意

义。现实题材网络小说不需要也没必要向传统文学创作一

样追求深刻、琢磨人性，还是应该用网络小说的普遍思维去

创作。

在刚闭幕不久的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网

络作家银月光华在发言中提出，网络小说中的现实题材正

在脱离简单的“真实感”“正能量”等标签，越来越多的现实

题材写作做到了真正“沉入”各行各业以及生活中。《敦煌：

千年飞天舞》正是遵循这样的思路进行创作，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网络小说创作的手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对如何

创作出优秀的现实题材网络小说提供了范例。首先，作者

对创作的题材有深入了解，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实践，资料收

集、人物访谈等工作是创作的基础；其次，作者紧扣现实题

材这一主线，明确自己的创作类型为现实题材，贴近现实生

活，书写社会现状；最后，作者没有忘记网络小说的基本属

性，主题可以深刻，文字应该直接，不用在写作手法上婉转

回环，不用在描人叙事中过多分析。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联部会员处处长）

在时代巨变中坚守传统文化
——《敦煌：千年飞天舞》读后

□刘 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