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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牡丹奖落幕

我省收获两项大奖
本报讯（记者 陈辛华）“喜迎二十大，说唱

新时代”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日前评奖结
果揭晓。我省荣获两项大奖，王泽锋创作的河
东说唱《版筑魂》荣获文学奖；暴玉喜创作，崔元
清编曲，王红玉、贾庆燕导演，霍亚杰表演，吴建
山、袁小晋、贾荣荣、崔元清、韩瑜、王红斌、申玉
龙、秦灿伴奏的潞安大鼓《儿的魂娘的心》荣获
节目奖。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
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两年评选
一届。第十二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喜迎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的一次评奖，备受业界及社会
的广泛关注，本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共收到涵盖
120 个曲种的 472 个节目，报送数量为历届之
最。经初评、4个分赛区比赛、终评并公示，共评
出节目奖 5个、文学奖 4个、表演奖 6个、新人奖 5
个。

《当你年少时》
引发观众共鸣

由何与、陈怡馨、李嘉豪、牛泽萌等主演的
青春剧《当你年少时》正在优酷播出，尽管全剧
演员无明星无流量，但这部小成本作品中平凡
的青春人物引起了观众的共鸣。谈到这部剧的
角色塑造，青年导演张华伦表示，剧中每一个角
色都是普普通通的男孩女孩，而普通人的真实
青春正是他想展现的。

《当你年少时》讲述了住在“骏马路”老街的
5 个高中生一起磕磕绊绊成长的故事。相比宏
大主题，导演张华伦一直以来更关注平凡人充
满烟火气的故事，他也是《当你年少时》的编剧，

“在中国，很大一部分青少年是在县城村镇上生
活的，他们有的像剧中的阿涛这样，是父母在外
打工的留守儿童，有的像向南这样，爸妈忙于小
生意，自小便学会了持家……我想拍一部剧来
展现他们的青春生活，也借此表达我对青春的
一些感受。”

剧中的几个青少年，角色间相互独立又相
辅相成，除了男女主角，配角的人物故事被观众
评价为轻松治愈有笑点。写剧本时，张华伦就
考虑到将每一个角色都写得尽量生活化，不脱
离实际，每个人物都通过剧情、细节塑造得立体
真实。此外，剧中每一个角色都可以拆分出单
独的故事线，避免了配角沦为推进男女主角故
事主线的工具角色，也可以让不同的观众代入
自己喜欢的角色。 据《北京日报》

《青春几回合》
聚焦创业生活

由青年导演马小刚执导，青年演员周政杰、
卢洋洋、骆明劼和胡嘉欣等主演的电影《青春几
回合》，日前在济南开机拍摄。

“这是一部由‘00后’演员们演绎的‘90后’创
业生活和情感故事的影片，我希望它可以打动众
多年轻观众。”影片导演马小刚透露，《青春几回
合》讲述了“90后”年轻人创业的故事，通过青春、
励志、爱情等元素的融入，以创业和情感为主线，
讲述青年一代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折射出大时
代背景下小人物的人生选择和青春激情。

影片出品方代表朱玉卿认为，当前的大银
幕上很需要《青春几回合》这样既来自现实生
活，又充溢着真情实感的影片。据悉，该片以

“乒乓文化”为背景，取材于“90后”年轻人的真
实创业事迹，由曾参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
创作夫妻档方唱、王馼担任编剧。“他们在将近
一年的创作过程中做了大量的采风工作，走访
了众多青年创业者代表，并进行升华提炼，数易
其稿，不断完善，为影片奠定了扎实的剧作，铺
设了真实的质感。”马小刚告诉记者。

影片总策划之一李挺伟指出，优秀的作品
需要有时代的映射、生活的质感和创新的表达，
《青春几回合》从一个平凡创业者角度出发，通
过面临梦想、爱情、友情时的人生选择，呈现时
代缩影，展示奋斗青春。影片创业原型的代表
指出，《青春几回合》不仅是乒乓的回合，更是青
春的回合、时代的回合、人生的回合。影片的内
核是当下“90 后”奋斗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

“希望各位年轻的‘90后’、‘00后’主创们能完美
塑造出这种奋斗的青春气息和真实的时代力
量”。 据《齐鲁晚报》

《闪耀吧！中华文明》今年 9 月
初开始首播，是一档由河南卫视与
优酷联合出品的文博类节目。节目
主打文化探索纪实，由“文明追光
者”陈坤携手许丹睿深入三星堆、秦
始皇帝陵、唐长安城、南海一号、殷
墟、敦煌等六地考古现场和文博秘
境。虽然节目结构看起来和过往的
文博类节目大同小异，但实际播出
时，节目充分借用了陈坤的表演优
势，将考古现场提出的问题作为主
线贯穿始终，通过走访现场、专业求
助等多种手段抽丝剥茧，情景再现

历史谜题的解答过程。
有关历史文博的知识不只是简

单地介绍后走走过场，而是彼此串
联，成为解谜的关键信息，彼此印证
交叉，带领着观众跟随陈坤的节奏
寻找答案。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所指出的，我
国近年来的文化类节目经历了从

“讲说形态”向“综艺形态”的转型，
原本以专家独自讲说为主的形式，
逐渐转变成为“专家+明星+素人”
联合登台参与传统文化演绎。

节目总监制李炳也表示，使用

明星肯定不如专家权威，但是面对
不同的观众需求，再综合节目采用
的探秘推理方式，能够很好地使用
明星，也是一种创新的表现方式。
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师
资博士后彭侃看来，成功的文化类
节目会注意明星的适配性，不会一
味地追求流量高的明星，要让明星
在节目中真正有用武之地，而不是
成为“花瓶”。“例如《国家宝藏》《故
事里的中国》《典籍里的中国》等节
目，就邀请实力派演员，充分发挥了
他们的舞台表演能力。”

形式创新 从“讲说”向“综艺”转型

从央视的《经典咏流传》到河南
卫视的“奇妙游”系列，活用传统文
化元素，使用现代视听手段创新文
化节目表达，几乎是现在文化类节
目的主流创新手段。今年开始，央
视的《诗画中国》就大量使用了新的
视听技术。

《诗画中国》先后采用了 XR、
CG、裸眼 3D、全息影像等先进技术，
既有戴着VR眼镜走入古画《货郎图》

的神奇体验，又有从唐代画家韩滉的
《五牛图》走出来的三维动画五牛，清
代画家任颐《公孙大娘舞剑图》中由
舞蹈家化身的主角在舞台上演绎画
中人的剑法，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剑
气则借由特效逼真呈现。

据节目组介绍，这种令人耳目
一新的视觉传达，有赖于现代视听
技术的进步。以首期播出的《溪山
行旅图》为例，老戏骨李光复化身

“山间行者”，踏入画中，事实上，这
幅《溪山行旅图》是由中央美术学院
的师生将其细细拆分出 80 多个元
素，以超过 1000 小时的努力将各个
元素重新绘制，再通过三维建模进
行组合而成。与纸画相比，绢画的
立体化难度更高，在长达两个月的
创作周期后，节目最终在保留国画
真实质感的前提下，打造出可容真
人“进入”的山水空间。

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似乎
出现了阶段性的井喷期，从央视总
台到地方卫视，从书法、古曲、绘画
作品到传统节气时令，围绕着传统
文化元素做文章的节目越来越多。
时至今日，北京卫视《上新了·故宫》
系列已经拍到了第四季，央视也于
近期开启了节气系列《古韵新声》，
它采用了“文物展演+文化访谈+古
风乐舞”相结合的呈现形式来烘托
节日气氛，解锁传统佳节习俗。

北京卫视最近开播的《最美中
国戏 2》，将传统戏曲元素搬到了台
前，将户外园林真人秀与戏曲创演
相结合，找到了解码戏曲艺术的全

新打开方式。节目设计了戏曲教学
环节，让不同剧种不同行当的老
师，带来戏曲知识、技能的教学和
讲解。围读会环节，老师们会分享
和讲述戏曲相关的故事，让嘉宾与
观众更有代入性地观看后续的演
出。

“戏曲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因自
带‘高门槛’属性，很容易拒普通观
众千里之外。而《最美中国戏》用今
人的方式、今人的语言、今人的技术
来展现戏曲、传播戏曲，让传统戏曲
活了起来，为观众打开了认识戏曲
文化的新视角。”综艺评论者李杨这
样评价。这种向内、向深挖掘传统

文化内涵的做法，或许会成为后续
文化类综艺继续深化创新的常态。

彭侃也认为，成功的文化类节
目都有比较强的“观众意识”，要想
方设法建立与观众之间的情感联
结。不好看的文化类节目往往都是
走高冷路线，主创者可能觉得自己
的内容格调很高，但是观众却感觉
遥不可及。真正好的文化类节目要
让观众从中产生共鸣感，能够愿意
去追随和传播节目。创作者要善于
在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代社会生活之
间建立巧妙连接，才能真正创作出
让大众既喜闻乐见又受益匪浅的节
目。 据《北京日报》

技术助力 节目表达耳目一新

活化元素 与观众建立情感联结

传统文化发力 高科技手段助推 多档节目热播

文化综艺节目
创新再上台阶

当“奇妙游”为代表的文化综艺开启元年之后，传统文化还能怎样被
新技术赋能？近期，借着中秋佳节的东风，又一批文化类综艺纷纷上新，
它们以多种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证明了传统文化题材依然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