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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展演季》：用文艺重述文物 资讯讯

经典歌剧与原创小说的融汇，改编之后再改编，却并没有做成加法，而是呈现了“1+1=0”的效果。

人物无魅力，情节无趣味，一个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传奇故事，最终就是一个杂糅之下的另类奇观。

《图兰朵·魔咒缘起》：杂糅之下的另类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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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镜》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绝美挥洒王希孟融
于《千里江山图》的满腔热爱；一曲《威凤吟》，致
敬国宝昭陵六骏的背后征战疆场的六匹战马和

“褐裘而来的太原公子”李世民；吕思清和一群
年轻音乐家重新演奏聂耳先生的作品，奏响一
场跨越时空的和鸣。

以“少年十八岁”为题拉开惊艳序幕的全新
季播综艺《国家宝藏·展演季》，自10月23日首
播便人气高居不下。

“国潮”涌动，万物皆可跨界。《国家宝藏·展
演季》因备受观众期待的《国家宝藏》文物特展而
生，以往期三季81件国宝广邀各界文艺工作者
及爱好者“揭榜招贤”，为国宝创作文艺表演，再
一次翻开国家宝藏历久弥新的文化篇章。

与往期《国家宝藏》相比，展演季有着哪些
全新表现和特点？背后的创作逻辑是什么？创
作过程中有哪些思想火花的碰撞？近日，《国家
宝藏·展演季》主创团队在接受中国妇女报全媒
体记者采访时一一道来。

从文艺高原向文艺高峰迈进

四年前，《国家宝藏》第一季第一期以王希
孟《千里江山图》卷为开场，在一个令人惊叹的
少年传奇中，扬帆起航。

四年后，《国家宝藏·展演季》首期节目带领
观众走近三件文物背后鲜衣怒马的三位少年，
尽情释放“国宝宇宙”中浓烈的青春气息。

四年来，深耕于文博领域这片巨大蓝海
中，《国家宝藏》早已从一档文化节目陆续裂
变出“国宝音乐会”、《国家宝藏·挖藕季》等诸
多衍生内容形态，并在走到线下、走出国门、
走向全域的过程中，悉心耕耘着“国宝”的内
核与外延。

如今，为积极响应广大观众对《国家宝藏》
原创音乐的喜爱与期待，《国家宝藏·展演季》在
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中，开
辟出又一条独特的细分内容赛道。

在制片人于蕾看来，《国家宝藏·展演季》虽
生于国家宝藏IP的基础上，但是又构建出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文艺表演逻辑。

有人说，国宝在魂不在器。展演季正是专
注于挖掘、提炼国宝之魂。

“以往的节目，文物是绝对的主角，展演季
则不同，面对国宝，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他们为文
物所做的创新创造，是展演季的主角，是在《国
家宝藏》IP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总台文艺节
目中心的属性和优势的一个全新逻辑。”

于蕾认为展演季的核心理念，就是“以国
宝和文物为创作命题，用五千年积淀下的这
片广博深厚的蓝海，去激发优秀文艺创作的

诞生。同时，从另一个角度，也是反向号召整
个文艺界用舞台艺术的魅力来为文博加持，
把国宝资源和整个文艺界进行桥接，让一个
个优秀的作品留下来，让文物再次以艺术再
造的方式活起来。”

《国家宝藏·展演季》总导演顾志刚介绍，展
演季的整体特点主要体现在“展”和“演”上，希
望能配合线下特展引入“电视策展”的概念，以

“电视策展”拓展观展场景，升华沉浸体验，换个
纬度展示国宝的精气神，并继续号召全国文艺
工作者来“演”国宝的精气神，将展演季呈现为
线上文艺特展。

除了展现优秀的文艺作品，主创人员还特
别希望，能引领和鼓励当下及未来文艺创作的
态度、要求和逻辑。

谈及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和创
造性发展方面的经验，《国家宝藏·展演季》执行
总导演毕波总结了6个字——“死继承，活发
展”。“我们要先去踏踏实实的花硬功夫、笨功夫
把祖先和前人的东西扎扎实实地学到手、悟到
心，再去谈创造性的发展和转化。”

若将所有参与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的豪情与
期待概括起来，那便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
临”。从文艺的高原向文艺高峰迈进，也是所有
主创人员和参演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我们希望让整个文艺界都能搅动起来，给
每一件国宝以最恰当又有创意的诠释”，这是于
蕾的希望。

以敬畏之心传递文化内核

展演季中，节目并没有过多地介绍文物，因
此，在作品的呈现中，文艺工作者因何揭榜？文
物与文艺工作者是如何相识相知的？在对国宝
文物的文艺式诠释中，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
这些疑问成为观众最关注的内容。

据主创人员透露，在新一季节目的创作过
程中，有些作品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比如“五星
出东方”“只此青绿”，当这些作品在整个文艺界
冒出来之后，就觉得当仁不让一定要让它亮相。

“将舞台设计为圆台，是因为这个圆代表了
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熟悉的意向。”《只此

青绿》导演韩真阐释道，“当整个圆转动时，所有
的青绿汇集，像极了一个宇宙，这正是表达了对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绘画艺术，特别是这幅
《千里江山图》最高的敬意。”

还有一些作品，则是摸索许久才找到的。
《天·眼》的创作过程就充满波折。“最初我

们想用脉冲星的声音为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创
作一个音乐作品，也因此找到先锋电子乐队重
塑雕像的权利，希望用电子音乐来传达脉冲星
的声波信号。”顾志刚回忆说，但在创作过程中，
双方反复沟通都没能契合，甚至一度想要放弃
创作这个作品。

幸运的是，在共同的坚持下，导演组与乐队
最终找到了契合点——将能代表人类进步文明
的声音、天文学家南仁东的声音等与“天眼”
FAST收集到的脉冲星声波结合，突出几千年
来人中国人对宇宙和太空想要看得更高、更远
的执着求索之心，很快创作出一个既真实又有
一定先锋实验性的音乐作品。

正是在与国宝文物的相识相知相惜中，文
艺工作者们创作出了一个又一个诚意满满的优
秀作品。

“不管是进行文艺创作的文艺工作者，还是
整个剧组，大家都怀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探
知，怀着严谨和敬畏的创作态度，把国宝文物和
传统文化所要传达的内核，用一种精湛精良的
制作手法来表达出来。”顾志刚说。

科技创新实现文艺创作新突破

一手文艺一手科技，也是本季节目一个重
要追求。

据介绍，展演季启用了于2021年总台春晚
首次采用的“AI+VR裸眼3D”拍摄技术，让演
员突破传统舞台空间呈现形态，带给观众焕然
一新的视觉体验。

展演季的舞美设计延续了《国家宝藏》前三
季的基本美术概念——“方寸之间见天地”，创
造性的把“方寸之间”用视觉和灯光具象化为一
个国宝盒子，在“盒子”里延展出各种符合国宝
气质的空间，在空间中展演多种多样的精彩文
艺作品。

“基于这个概念，我们把实体舞美和虚拟空
间做了很好的结合”，顾志刚介绍道，比如为昭
陵六骏创演的《威凤吟》，为青铜纵目面具创演
的《天·眼》，可以一眼回到18岁的李世民征战
天下的大唐，也可以一眼看到极具未来感的宇
宙空间。

在导演组和各界文艺工作者以及爱好者
的倾力打造下，诞生了许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作
品——《只此青绿》是“文化+舞蹈”；《威凤吟》
是“文化+歌曲”；《沧海离枝》是“文化+音乐
剧”；《天·眼》是“文化+先锋音乐”。

在后续节目中，极具网红气质的铜奔马，南
京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河南的贾湖骨笛，辽宁
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殷墟的YH127甲骨
窖穴等国宝，都将逐一亮相，全国各地的文艺工
作者们也将接续携匠心而来，投入极具想象的
表演空间中。

为昭陵六骏创

演的《威凤吟》，为青

铜纵目面具创演的

《天·眼》，可以一眼

回到18岁的李世民

征战天下的大唐，也

可以一眼看到极具

未来感的宇宙空间。

400年前的伦敦，一位
叫爱德华的王子和一位叫汤
姆的贫苦男婴同时出生，神
奇的是，毫无关系的俩人竟
然长得一模一样，而一次偶
然的见面也将他们的命运彻
底颠倒……

由北京保利剧院管理
有限公司与四季欢歌（北
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
出品制作的音乐剧《王子与
乞丐》中文版，将于11月19
日登陆保利上海城市剧院
的舞台，同时拉开国内首轮
巡演的帷幕。

《王子与乞丐》改编自马
克·吐温的同名小说，故事通
过两个孩子互换身份的巧妙
对比，夹杂着独特的幽默感
和讽刺精神，将人类社会描
写得淋漓尽致，小说自面世
以来，先后被6次翻拍成电
影，深受观众喜爱。1967
年，日本四季剧团将《王子与
乞丐》搬上音乐剧舞台，在日
本共上演854场，这部剧也
因此成为四季剧团最具代表
性的经典保留剧目。

此次《王子与乞丐》中文
版，不仅有全新的舞美设计，
还有由国内外专业制作团队
组成的国际化主创团队一起
操刀创作。导演由优秀音乐
剧导演石路担任，来自中国
台湾的资深音乐剧编舞郭祯容担任舞
蹈编导，以及来自日本的“紫绶褒章”
获奖者、知名舞美设计专家松井Rumi
操刀舞美设计。主演之一的刘欣为新
生代歌手、男团HIGH5成员，代表音
乐作品有《BEAST》《刺》等。另一位
主演李苏霖则是上海新生代音乐剧演
员，代表作有音乐剧《阿波罗尼亚》《桑
塔露琪亚》《蛋壳里的心跳》等。

据悉，本轮巡演足迹将遍布上海、
苏州、惠州、福州、太原、天津、武汉七
大城市。 （钟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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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这里的气息凝聚着过去的记忆，
风的味道，泥土的芳香，所有的一切仿
如昨天再现.……”

这是庆山 2021 年的全新散文
集。《一切境》留下了她最近几年生命
活动的痕迹与标记。伴随作者数年的
日常观察、旅行、阅读和思考，作三言
两语的灵光一现的直觉式表达:仿佛
与知己之人谈话，诚恳、单纯而率性；
也是在跟自己对话，倾听并调驭内在
的自我。在这本书中，所有隐秘而深
刻的记忆和情感袒露无余，而思省的
成分在日益增加。作者一直向内，退
回到灵魂的深处，寻找让生命自在、宁
静的丰沛源泉。

“那光亮与能量还是如此真挚而
强烈”，经历二十余年写作，从安妮宝
贝到庆山，文字的力量一直都在。

（端木紫）

■ 钟玲

由郑晓龙执导，王小平编剧，关晓彤主演，姜
文、胡军、苏菲·玛索等参演的奇幻爱情电影《图
兰朵：魔咒缘起》，日前在腾讯、爱奇艺等网络平
台上线了，而距离这部影片在院线公映还不到一
个月。耗资3亿元，从2018年拍摄到公映历时3
年，结果呢？影片票房血亏不足2000万，口碑也
一样惨不忍睹，豆瓣网评分仅3.3。可惜，曾执导
过《甄嬛传》《北京人在纽约》等经典电视剧的郑
晓龙，与优雅的“法兰西玫瑰”苏菲·玛索，都无法
改变这样的窘境——

当西式魔幻与东方浪漫相遇，混搭出的却是
一部阵容豪华但不知所云的“成年人童话”，幼稚
而无趣，变成了影片的主要特征。

故事，因一场战争而开启。
大汗国派兵出征，泊炎将军为金银财宝而

屠城，一片静好的马尔维亚国破，只有小王子卡
拉夫幸免遇难开始了流亡。泊炎将军带回马尔
维亚王后祖传的三色镯，被图兰朵公主戴上后
魔咒由此开启。为解救被魔咒附身的女儿图兰
朵，大汗遍寻天下能人破局。长大后的卡拉夫
与公主相遇并互相倾慕，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破
除了魔咒，并意外回忆起自己的身世。嗜杀的
泊炎将军欲借三色镯的力量谋权，图兰朵与卡
拉夫合力化解危机，杀死了泊炎，而图兰朵也牺
牲了自己……

看到如此剧情，我有几分想象，想象那影片
里，有血雨腥风的残酷战争，也有你侬我侬的儿
女情长，还必定是情能让人肝肠寸断、权斗让人
惊心动魄，但事实却是截然相反。看似拥有华丽
的皮囊，情节却乏味可陈，平淡得让人心泛不起
一丝波澜。

《图兰朵：魔咒缘起》，首先主打的就是奇幻
爱情，可是男女主角之间却毫无火花，没有惹人
注目的一见钟情，没有两个灵魂的温柔碰撞，也
没有热烈的情感波动。

两个人的眼神，看不出一点爱人之间的温
存，关晓彤与迪伦·斯普罗斯，就是机械地演绎了
一段从“一见不钟情”到“悲哀生死恋”的过程。
如此，一个原本带着悲伤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式
的爱情故事，其爱情进行时吸引力不足，而作为
一场悲剧，哪怕是在图兰朵死去时，也无法让人
觉得伤痛、哀怨。相爱的男女，即便感情含蓄，也
是举手投足都会有爱意流动。想当初，《阿拉丁》
被改编成真人版，威尔·史密斯饰演的灯神，俏
皮、可爱；娜奥米·斯科特饰演的茉莉公主勇敢、
坚强；公主与阿拉丁之间的感情，从相遇到相知、
相爱，都很饱满。而回望《图兰朵：魔咒缘起》，就
是，偶然相遇，偶然相救，然后，苍天与大地本就
是大自然的两极，你我就此别过，我飞奔去我的
天堂，你去流浪你的地球……

而影片与爱情并行的故事线，就是宫廷斗
争、君臣倾轧。但是，影片中的正邪双方，又没有
什么智商，权斗就是“闹着玩玩而已”。例如，姜
文饰演的大汗，就是刻板印象中那种平凡的国王
的模样，不曾智勇双全；而原本建下赫赫战功的
泊炎将军，愚蠢到令人发指，有军权又练成不死
之身，直接政变不就好了吗？偏偏要一次次阻
止公主的婚姻，以做她的夫婿为目标。反正我是
很难理解，一个残暴的将军，如此致力于名正言
顺地获得皇位。至于，一场君臣之间的博弈，轻
松地就被化解了。所以，别人的战争是“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而这部影片中的战争就是“起来”
然后“团灭”。

爱恨情伤，一片漠然。国仇家恨，一笔勾销。
任凭风浪起伏，而我却不悲不喜、不怒不嗔、

不羡不怨。真的是，如我一般极为感性的人，面
对死亡与离别，这一次都能冷眼旁观。

若将《图兰朵·魔咒缘起》视作今生，那么意
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创作的三幕歌剧《图
兰朵》，以及著名编剧王小平以歌剧《图兰朵》为
灵感创作的小说《三色镯》，便是这部影片的前
世。而经过全新解构后的《图兰朵·魔咒缘起》，

其实是“王子复仇记”与“困境公主传奇”的结合
体——一个背负血海深仇，需要一个机遇逆袭；
一个等待被救赎，要依靠男人的力量才能恢复
正常。

经典歌剧与原创小说的融汇，改编之后再改
编，却并没有做成加法，而是呈现了“1+1=0”的效
果。人物无魅力，情节无趣味，一个西方人想象
中的东方传奇故事，最终就是一个杂糅之下的另
类奇观。

影片的导演郑晓龙曾表示，拍《图兰朵》最难
的地方就是“破壁”——突破歌剧和电影的界限，
重新为东方人讲一个西方人熟知的东方故事。
因此，在电影改编时，制作团队特意去掉了复杂
的背景铺垫，只保留最精华的部分，旨在打造一
个“简单、动人、具有真善美普世价值的东方童
话”。

然而，简单是真简单，但动人从何谈起？
没有了背景铺垫，整个故事的逻辑便出现

了断层——
是的，莫名其妙！
你会不知为何，同一个三色镯由不同的人戴

上却有不同的效果？马尔维亚的国王，戴上了三
色镯迅速变成“杀人狂魔”，连恩爱的王后都一刀
斩杀；幼小的图兰朵，戴上了三色镯，却要等到18
岁时才会性命攸关；泊炎将军，踏入浸泡了三色
镯碎片的水中，便练就了金刚不破之身……

纵然这三色镯，是如此神奇，懂得“见人下菜
碟”，但也要给个理由先啊！

然而，并没有。这副能噬人之血、侵人灵魂
的三色镯，从何而来、有何魔力？都没有答案。
这其中的逻辑，只能靠观众自行领悟、发散思维，
寻一个合理的解释。

明显是影片高潮处的三道谜题，也是奇怪莫
名，这三道谜题从何而来？公主是从何知道？为
何答出这三道谜题就可破除魔咒？都没有交代。

再看精华，《图兰朵：魔咒缘起》的立意与价
值，又在哪里？

歌剧《图兰朵》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三观
却让人不敢苟同，图兰朵杀了王子的侍女柳儿，
王子却可漠视转身就与对方结婚。这并不是普
契尼的原本意图，他没能完成结局就离开了人
世，经过他人续写的歌剧《图兰朵》本身就带着逻
辑无法自洽的瑕疵。或许是因此，为了结局合理
且三观正确，影片让原本阴狠毒辣的公主变成了
被三色镯主宰后身不由己的图兰朵，而柳儿也没
有死，可明明已为爱情的美好结果扫清了障碍，
但不知为何，编剧又安排了图兰朵死亡的结局。

所谓普世价值，我没有领会得到。
灵魂人物图兰朵公主的塑造也极为扁平，

虽然她武力超群，不是美丽、大方、善良且永远
代表着正义和胜利的传统公主形象，但她依旧
需要等待王子的拯救、依附于男性的力量才能
获得救赎。这种公主形象，早已不符合如今的
价值观。

带着硬伤的剧本，形象扁平的人物，即便影
片的画面和场景很美，也难以掩饰中西结合不伦
不类的宫廷风。更何况，不伦不类的还有剧情。

有点心疼苏菲·玛索，两分钟的“客串”戏份，
奉献给了一部奇怪而无聊的电影；也有些心疼关
晓彤，烂片的锅不应全由她来背，我知道，那并不
是她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