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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路 红 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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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的声音、现代的方式呈现“国潮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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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路红莉 2024河南卫视春晚总导演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没有主持人和主舞台的“齐歌龍咚锵”

河南春晚结束后，看到网络上一片赞誉之声，
我终于松了口气，过往努力没有白费。其实，接到
今年的春晚任务后，我就开始思考观众对于春晚
的期望，我意识到，无论是舞台呈现还是对于题材
的选择，大家似乎已经有了一种固定的思路。而
我的目标是创造差异化，与我们以往的春晚有所
区别。河南卫视近年来在影视化呈现方面有着一
定的优势，因此我们决定打破传统，尝试采用影视
化的方式来呈现今年的春晚。一开始，这个想法
引起了许多顾虑，没有主持人、没有主舞台的春晚
还算是春晚吗？这个问题一度困扰着我。

我想了很久，难道春晚必须遵循固定的模式
吗？在电视和网络传播越来越倾向于镜头化、影
视化的今天，观众对于这种呈现方式有着很高的
接受度。没有了主舞台的限制，我们的镜头也不
再局限于一个空间，可以传达更多的信息，丰富我
们的内容选择，同时，镜头、情感和内容的触达点
也会更广泛、更细腻。影视化表现一直是河南卫
视的优势，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河南春晚最终以“齐歌龍咚锵”为主题，这个
名字的由来考虑了两个因素：一是我们希望这个
名字顺口易记；二是我们希望它具有一些“网感”，
不至于太过正式，是调皮有趣的，同时又符合春晚
的氛围。另外，“齐歌”代表着大家共同的快乐，汇
聚成了龙年的旋律。我们不希望将传统文化用教
科书的方式强加给观众，而是希望带给观众快乐
和轻松的感觉。

河南卫视始终在传统文化上进行深耕和创
新，比如我们在之前几年的春晚和“中国节日”系
列节目中都是以一种创新的表达去深入挖掘传统
文化。而在今年的春晚中，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内容把控和呈现形式，展现出
新时代的新文化。

我们的目标是引领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并尝试在传统题材中寻找突破，例如，以河南开封
州桥遗址中的北宋巨幅石刻壁画为创作依托将文
物活化的舞蹈《神马祥云》，民间非遗文化呈现的节
目《龙舞》。《借东风》和《若愿》这样诠释诸葛亮、汤
显祖等历史人物的节目是我们过去擅长的题
材，但在今年的春晚中，我们通过多维空间的
表现形式挖掘出了更加创新的角度和视
觉魅力。

我们想要传达的不是摆在那里只能被人们观
赏的传统文化，而是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中。在节目中，我们积极地寻找切入点，无论是对
于龙、凤等具有仪式感的题材，或者英歌舞、农村
庙会上的社火表演，我们将这些元素截取出来，以
创新视觉呈现方式，让观众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
带给他们的震撼力。这也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所
努力追求的新文化。我们想用现代的声音、现代
的方式传播传统文化之美，使之汇聚成现代新文
化的一部分。

“龙凤呈祥”是杨丽萍与河南卫视的
双向奔赴

今年是龙年，节目里一定少不了龙的元素。
《龙舞》是杨丽萍老师生肖舞蹈系列中的又一力
作，然而，我们最终并没有把《龙舞》定义成舞蹈类
节目，因为《龙舞》中呈现的是像河南浚县等春节
庙会中的社火表演。社火是民间举行的游乐活
动，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社火表演包括
踩高跷、舞龙、耍狮等等多种表现形式。《龙舞》中，
从霞光中走来的3米高跷队所带来的震撼场面，

让观众一览中国古老风俗和青海省非遗
文化鲁沙尔高跷的魅力。

在设计舞龙节目的同时，我们认为
想要“龙凤呈祥”还需要有一个凤的节
目，于是，我们从杨老师的孔雀舞中汲取
了灵感，与《龙舞》相呼应，将它定名为

《凤鸣朝阳》。
“凤鸣朝阳”取自于《诗经》：“凤凰鸣

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在
与杨老师沟通时，我们意识到杨老师的优势在舞
台艺术的呈现，而河南卫视的优势在于视觉化、影
视化的呈现及特效的运用。因此，在创作过程中，
我们不断与杨老师磨合，尝试如何将我们各自的
优势结合起来。例如，凤在舞台上无法真正飞起，
但我们通过特效和特殊拍摄方式实现了“百鸟朝
凤”和“涅槃重生”。我们还加入了一些背景的三
维制作，以增强视觉上的冲击力，这是舞台艺术所
不能实现的。尽管如此，在制作特效的同时，我们
在拍摄上保留了杨老师的舞蹈阵型和调度，这样
可以强化舞台表演的质感，同时与我们的影视化
呈现相得益彰。

河南卫视的节目采用过多种拍摄手法，有
CG制作、置景、外景，但科技手段一定要与内容相
结合。《凤鸣朝阳》有置景，但又不完全是实景，我
们把整个画面的色调调成了蓝色，让场景呈现出
梦幻的感觉，营造出一种非现实主义的效果，让观
众进入一个想象空间。《凤鸣朝阳》有一段独舞，画
面唯美，但是它在舞台上达不到完美的效果，我们
便利用影视化的呈现，将它补充、丰富、强化。另
有一个镜头，凤在水池中呈现出许多倒影，表达了
内心和情感的外化，这些也是通过影视手段来实

现的。整个拍摄周期非常紧张，涉及到服装道具
的制作和杨老师的档期，但我们下定了决心，一定
要保住“龙凤呈祥”这个文化点。最后，我们成功
地完成了这个节目，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后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外交部部长助理
华春莹向全球推介了《凤鸣朝阳》。当我们听到这
个消息时，都感到非常开心。我们把这次和杨丽
萍老师的合作称为情感和艺术的双向奔赴。

《入梦风华》展示女性“为悦己容”新风尚

歌曲《入梦风华》节目的创意来源于一条新
闻，有一个身高1.83米的河南女孩因身材高大而
深感自卑，后来她尝试穿上汉服、化上妆容，却发
现自己格外美丽，并受到了大家的喜爱，这一举动
让她找回了自信。当我们看到这则新闻时，立即
意识到其中的亮点之一——汉服热。现在，我们
河南的街头经常能见到身着汉服的女孩子，她们
心态坦然、自信满满，以美丽的姿态出现，这是女
性力量的表现。汉服热反映了年轻人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热爱，并让女性在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获得
了自身的自信。于是，我们抓住了这个切入点，并
决定制作这个节目。

因为想要同时展示非遗文化，我们去了非遗
博物馆进行拍摄，在那里发现了与女性相关的非遗
妆容和服饰，如竹丝灯笼、缂丝和花丝镶嵌，且与我
们要表达的主题相契合，我们便选择了在节目中将
这些元素一一呈现。之后，我们又把镜头从博物馆
转移到洛阳的街头、商场和书店，这是因为我们想
告诉观众这些非遗文化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还邀请了杨幂这种具有一定引领性的明

星来演绎，她对新中式风格的引领也与我们节目
想要传达的理念相符。通过这个节目，我们想要
传达的是一种女性的自信，女性美的自信。我们
特别强调的是女性的自美，从自尊、自强到自美，
女性从“为悦己者容”到“为悦己容”的转变。

每个节目都需要创意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河南卫视的领导和网友们的包容与支持使得
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自由创作，我们也在尽可能
地丰富每个节目的细节。比如，在微喜剧《二手村
晚》里，我饰演了一个“村晚”的导演，台词里还加
入了“指定能出圈”等搞笑元素，这都是在放松的
创作状态下才能表现出的调侃式的自嘲。再比
如，在《二手村晚》中我们选择了能突出河南特色
的地坑院、“穿山灶”和“十大碗”等民俗文化。每
个节目我们都会融入一些文化传播的重点或影视
化拍摄的优势，给观众带来更多的细节和信息量。

实际上，影视化拍摄的工作量要比舞台呈现
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了大创意，从策划到统筹再
到拍摄和后期制作，工作量翻倍。每个节目也需要
不同的呈现方式，比如刘宇的节目《Firework》，我
们需要考虑如何利用他的特点和优势，找到传播点
和创新点。阿云嘎是音乐剧演员，我们需要在策划
案中考虑他的音乐戏剧性表演风格。周深的歌曲

《若思念便思念》讲的是客家文化，我们结合了周深
本人的语言天赋，将客家语加入到唱词中。这些巧
思都得到了很好的反馈。

现在回忆起来，能够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呈现
出如今的效果，并不容易。今年的春晚拍摄和制作
时间非常紧张，从去年的11月接到任务到前期方
案汇报，真正的拍摄是从12月的中下旬开始，而节
目在今年的2月初就要播出，中间除了拍摄，还涉
及天气因素、演员的档期等等。团队里的每个人都
非常有压力，精神时刻高度集中。电视台的机房里
总是热气腾腾，大家困了就在旁边的沙发上休息一
下，然后接着投入工作。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我
们在春晚开播前的一周交片了。加上初一播出的
特别节目舞剧《咏春》的选段，今年河南春晚的总长
度达到了120分钟。

春晚结束后，我们即将投入2024年“中国节
日”系列节目的制作，我们要继续思考如何将弘扬
传统文化融入新文化潮流中。今年的春晚开了好
头，我们明确了创作方向，尽管我们还将面临一些
探索和表达的挑战，但我们仍然会以创新的视角
和方式继续呈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现代社会由
于信息量巨大，人们的审美观不断变化和提高，我
们的内容和呈现方式也要随时代改变，捕捉时代
脉搏，走在时代的前沿。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核心精神是家国
情怀，我们致力于表现这些内核，并创造出传统文
化内容的新文化表达。为此，我每天都在观看各
个卫视的节目，吸收优点，捕捉创作亮点，并进行
反思。我想，只有这样才能进步，不辜负大家的期
望，也不辜负观众的厚望。

“飒姐姐”张娅姝：关于《咏春》，关于我

“春晚界天花板”“河南卫视赢麻了”……《齐歌龍咚锵——

2024河南春晚》于2月7日率先登场后，迅速刷屏各大社交媒体，

其中#河南卫视配享太庙#的话题长时间登顶微博热搜榜首位，

这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融的视听盛宴让河南卫视再次因“国

潮之美”成功出圈。日前，河南卫视春晚总导演路红莉接受了中

国妇女报文化周刊的专访，为观众讲述河南春晚的幕后故事——

我与舞台漫谈·

在今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深圳原创舞剧《咏春》选段惊艳亮相，节目选取八卦掌掌门与咏春拳大师叶问对决的故事片段，以“舞”“武”相融的方式展
现了中华武术的力与美。随后，河南春晚在大年初一推出贺岁彩蛋，通过影视化的拍摄手法，结合长镜头、360度全景、抽帧等技术手段，将舞剧《咏春》的
故事浓缩在12分钟的短片中。两个精彩节目引发海内外观众纷纷点赞，主人公之一的八卦掌女掌门人也以干净利落的招式和刚柔并济的拳法赢得了观
众的喝彩，被网友亲切地称作“飒姐姐”。在接受中国妇女报文化周刊的专访时，其扮演者、舞蹈演员张娅姝讲述了“武林高手”的精彩人生——

——总导演路红莉揭秘河南春晚幕后故事

■ 口述：张娅姝 舞蹈演员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在春晚舞台，复刻咏春八卦掌名场面

距离央视春晚结束已有些日子了，但想到
那一天我与伙伴们在舞台上的身影，我的心情
仍然很激动。我们在央视春晚上的节目其实与
舞剧有很大区别。舞剧《咏春》自2022年12月
起公演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每场演出时长
超过一小时，有完整的剧情推进和叙事呈现。
然而，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只有短短的4分钟
时间，需要在没有前后情节铺垫的情况下将剧
中部分精华展示出来。因此，为了适应这个节
目的需要，我们对剧情进行了一些改动。另外，
我们在春晚舞台上的服装也有所变化，平时演
出我们穿的是黑色的香云纱，但这次我们选择
了褐红色，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为了映衬春晚喜
庆的氛围，也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节目的视觉效
果。就剧情而言，原本应该是叶问挑战四大门
派打通关卡，但在春晚节目中，我们弱化了这一
点，注重的是武术精神。

细节决定一切，特别是在春晚的舞台上，面
对着全国的观众。与剧场不同的是，春晚的舞
台上灯光非常亮，哪怕脚底下稍微有一点偏差，
整个画面都会显得混乱。因此，我们需要经过
精准、精细地排练，确保每一步动作都达到要求
的标准。我们还特意请来了曾经的武术指导老
师给我们“重新回炉”。直播镜头的特写和细节

捕捉要求演员们在每一个动作、表情、姿势甚至
呼吸上都达到极高的标准。眼神尤其重要，我
们经过了多次训练调整，在镜子前切换不同角
度来练习，以此找到最合适、最饱满、最有冲击

力的眼神，传达出作品的情感。同
时，演员们的气场和呼吸感需要统
一，就连服装在旋转时也要控制好
范围。

所有这些细节的把握和调整都
需要演员们付出大量的努力和时间。我们到达
北京后，从早上到现场开始排练，一直持续到深
夜，有时凌晨三点才离开。期间，根据舞台的要
求进行调整，经历了多次审查和修改。

对于我们来说，这次在春晚舞台上的表演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好评其实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春晚舞台上的舞蹈节目往往会展现女性舞
者柔美的一面，而我们的舞蹈风格充满了犀利
的神态和打斗场面。甚至有人曾问我们为什么
眼神会这么凶？然而，考虑到我们想突出作品
中融合了武林精神的特点，我们决定强调这种
精气神，让表情更加饱满有力。这种精气神，一
方面体现的是武术的力量感，另一方面是女性
舞者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风格
和气质。最终节目在播出后获得了好评，观众
觉得效果很酷。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惊喜。

舞剧《咏春》，是力量与美感的共舞

也许，很多人都想不到，为了呈现舞剧《咏
春》中的武术元素，我们所有演员都学习了咏春
拳、八卦掌、太极等拳法和招式。尤其是咏春
拳，作为这部舞剧的主要元素和主题，无论是否
有武打戏份，每个演员都认真学习了咏春拳。
而学习这些拳法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武艺，更重
要的是了解咏春拳的历史、叶问的故事、武术的
精神以及武者应该具备的气节。

此外，这部武舞融合的舞剧对我们这些舞
蹈演员还有体力上的要求。演出中有许多打斗
场景，而武术与舞蹈的发力方式不同，武术的力
量要求更大、更足。尽管演员们是舞蹈演员，但
我们要努力在舞台呈现时把学习到的武术架势

或招数展现出来。因此，就需要花费更多体力
和更多的训练去提高体能。虽然，这个过程非
常辛苦，但是我认为对于演员和舞者来说，这是
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不仅仅通过训练掌握
了武术的发力方式并提高了体能，也让我们更
加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其精神内核。

舞剧演出是一个不断进步、持续改进的过
程。为了排练舞剧《咏春》，演员从2021年开始
就进行武术训练，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排练和
演出。在2023年，舞剧《咏春》上演了140多场，
有时一天就要连演两场。到了2024年的春晚
舞台，演员们的表演已经相对成熟了。但我相
信，无论观众只看一次还是多次，每场演出都会
给他们带来新的感受，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追求
作品的新鲜感和进步性。舞剧《咏春》会在
2024年继续公演，我们将不断努力展现武术与
舞蹈的完美结合，希望观众能够享受到我们演
出带来的独特体验。

在作品中，我想展示出女性多面的美感

作为一名舞者，无论是为自己而舞还是为
人民而舞，我都希望通过塑造不同的人物来展
现不同的面貌。作为一名演员，我拥有探索和
冒险精神，希望自己拥有更多样化的可塑性。
同时，作为一名女性，我也希望能够展示出女性
多面的美感和立体的形象。

我的作品涵盖了多种不同的风格，有柔美的，
也有飒爽的。我在舞剧《红楼梦》中扮演秦可卿，她
是《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妩媚的美人。而在舞剧

《咏春》中，我饰演八卦掌掌门，展现得更多的是力
量感。我始终觉得，女性的美感是立体的，不仅局
限于外表，还包含着内在的魅力和品质。

除了传统舞台表演，我还积极参与跨界创
作。例如，为向北京冬奥会的奥运健儿们致敬，
我创作了国风冰下舞蹈《青女司霜》，以中国古
代神话中的霜雪之神——青女作为人物形象。
在长白山脚下，我克服恶劣气候，在低至零下
20摄氏度的冰面连续跳了4个小时，并鼓起勇
气从冰面一跃入水。其实在冰下舞之前，我已
经拍摄过多部水下舞短片，如《红》《鲲》。水下

舞蹈来源于法国的一位艺术家朱莉·戈蒂埃的
创作，她是一名潜水运动员兼舞者，也是位“跨
界”艺术家。我被她的作品所启发，决定和团队
一起尝试水下跳舞的挑战。

无论是武术与舞蹈的结合，还是水下舞蹈，
都有各自的难度。冰下跳舞挑战的是身体和心
理的极限，因为它需要克服恐惧，而武术则需要
克服浮躁。武术训练注重基本功的打磨，比如基
本步伐和抱桩等。这些训练看起来可能很简单，
但它们却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反复
训练。这样的训练往往会被认为是枯燥的，但是
只有每天坚持进行训练，才能够支撑你在表演中
流畅地完成动作，达到自如的形神合一的境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怀有深深的敬畏之
心，舞剧《咏春》让我理解到武学精神中为人处
世的哲学，这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哲学
之一。我觉得舞蹈作品不仅是表达个人情感，
也是传递人文精神和哲学观念的媒介，而通过
作品，我希望向观众展示一些传统故事和人物，
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

《咏春》之外，我还参与了其他一些作品的
全国巡演，比如舞剧《红楼梦》，我一直都在积极
地创作和探索中。过去，我曾因为舞者的年龄
问题感到焦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每
个年龄阶段都有自己的意义，重要的是找到适
合自己的出口和路径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像
我有一次去看蔡国强老师的展览，他有一幅画
展现的是开败的牡丹，他说：“我去洛阳看牡
丹。季节晚了，落花像红白雪花，一片狼藉，让
我感动！为啥国画家总画牡丹含苞或怒放？
繁华和落尽，生生死死都是魅力。”这句话给了
我很大的冲击。

未来，我依然会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去尝
试新的事物和角色。我相信人生很短暂，所以
如果有机会去冒险和尝试，为什么不去做呢？
无论是艺术作品还是生活中，我都会寻找并利
用各种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观念和创造力。我也
会继续通过舞蹈这种我最擅长的语言去讲述故
事，并传递人文精神给观众，让观众在欣赏作品
时得到精神上的补给和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