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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凤行》居电视剧播放

市占率排行榜首位
  据灯塔专业版App统计，《与凤行》目前集均
播放量达到3996 万，最高播放市占率达到25.81%，
成功领跑正片播放市占率排行榜。《与凤行》改编
自九鹭非香的小说《本王在此》，由邓科导演，赵
丽颖、林更新等人出演，共同为观众呈现了灵界碧
苍王沈璃意外遇到在人间游历的神行止后，两人一
起惩奸除恶，一步步探索真相，并在这个过程中相
依相守互生情愫的故事。大义和苍生是仙侠剧探讨
的命题，《与凤行》中女主沈璃义无反顾地保护百
姓，行止也在沈璃身上领悟了什么叫责任，因此肩
负起自己的使命。剧集播出后讨论热度高，播放量
可观。
  榜单第二名是《花间令》。《花间令》由钟
青导演，鞠婧祎、刘学义等人出演。《花间令》
中男女主相互配合，查明桩桩疑案，致力于揭露
疑云后的真相，给受害者公平正义。在这一过程
中，两人也逐渐解除了曾经的误会。《花间令》
播出后收获了很多关注度。《小日子》居榜单
第三。

《八月桂花遍地开》

领跑最新上线排行榜
  据云听App统计，《八月桂花遍地开》领跑最
新上线排行榜。由有声书苑制作的有声书《八月桂
花遍地开》原文为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作品。故
事发生在1938 年的秋天，中共地下党员沈轩辕为
配合武汉保卫战，临危受命，以江南儒商的身份与
日军周旋，为掩护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开展了一场
场惊险角逐。书籍通过声音将人物深沉的情感、故
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传递给听众。抗日英雄们展现出
来的民族精神，正被一代代传承，也需要一代代传
承。抗战中的民族英雄意志坚定、热爱祖国和人
民、百折不挠，为了更美好的明天不断奋斗，这种
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奔向远方。
  《国风雅韵——— 弹拨乐器篇》居榜单第二
位。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里，音乐是重要的组
成部分，从唱词到乐器，音乐见证着也记录着历
史。弹拨乐器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极具特色。
《国风雅韵——— 弹拨乐器篇》收录了《春江花月
夜》《丝路飞天》《高山流水》等经典弹拨乐器
乐曲，受到听众好评。《乾隆皇帝|全本免费》位
居第三。《乾隆皇帝|全本免费》参考二月河创作
的系列长篇历史小说，为听众展现了乾隆皇帝一
生的是非功过，也展现了那段历史盛极而衰的
宿命。

《百妖谱·司府篇》

登顶国创动画上新榜
  据哔哩哔哩App 数据统计，《百妖谱·司府
篇》领跑B 站国创动画上新榜。《百妖谱·司府
篇》为百妖谱系列第四季，改编自裟椤双树的同名
小说。百妖谱中，主人公灵医桃夭带着小和尚磨牙
云游四方，寻找《百妖谱》，在旅途中给各路妖怪
治病。《百妖谱·司府篇》故事发生在桃夭一行人
来到京师大户人家“司府”后。桃夭一行人在这里
遇到暗刀、百知等妖怪，了解到它们身上发生的故
事后，桃夭心怀善念，解铃还愿。观众可以与桃夭
一起经历冒险与情感故事，感受世间沧桑。有观众
评价：“故事很搞笑，很温暖又很感人”。片中参
考了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些妖怪，认真讲述着属于
华夏民族的故事。
  《亏成首富从游戏开始》居榜单第二位。
《亏成首富从游戏开始》同样是由小说改动画，
讲述了平凡打工人裴谦意外绑定财富转换系统，
获得了重来人生的好机会。系统规定亏钱金额能
全部落到自己腰包，因此裴谦力图制作违背市场
规律的另类游戏，却一次次意外走红。故事情节
较为轻松搞笑，B 站目前评分9.2。《捕星司·源
起》紧随其后。

《百年狂想》

问鼎展览高分榜
  据大麦App数据统计，上海浦东美术馆举办的
《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主义杰
作》问鼎展览高分榜。上海浦东美术馆携手苏格兰
国立美术馆在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第一篇《超现实
主义宣言》发表100 周年之际，倾力呈现2024 年第
一展——— 《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
主义杰作》。在此次展览中，展出作品丰富，数量
达到百余件；作品种类繁多，著名超现实主义大师
萨尔瓦多·达利、雷尼·马格利特、马克思·恩斯
特等五十余位艺术巨匠的真迹都参与了展出。此次
展览展出的作品均为初次在国内参展，呈现方式有
绘画、雕塑、拓印等多种形式。展览共分三个单
元，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20 世纪初至20 世纪晚期
超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品味大师们的杰出作品。
目前，《百年狂想：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的超现实主
义杰作》大麦评分9.4。
  8K 宇宙剧场《太空遨游》位列第二。《太空
遨游》采用了8K超高清投影结合3D视觉呈现的表
达方式，应用蔡司主导开发的模拟宇宙强大应用程
式，打造了顶配级“天文馆”，带领观众开启充满
视觉震撼的星际穿越之旅。排名第三的是心理剧
《探索内心的旅程——— 戏剧疗愈工作坊》。《探索
内心的旅程——— 戏剧疗愈工作坊》为心理学实践体
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参与者缓解生活中的焦
虑恐慌等负面情绪。
  （□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尹淑婷 整理）

  我跟史怀宝相识，是在大概二十年前的孙
方杰诗歌朗诵会上，史怀宝拿着啤酒瓶当麦克
风站在凳子上，在嘈杂的一个叫“九碗伴”的
餐馆朗诵自己的诗《今夜月光是河》。后来就
很少看到史怀宝的身影，倒是经常看到他写报
告文学的信息，他最近写出了《谷文昌传》。
诗人摇身成了报告文学家。诗人写报告文学
的，还有张中海，他写出了沉甸甸的《黄河
传》。
  谷文昌的名字，我是从刘佩琦主演的电视
剧《谷文昌》中知道的。作为一个南下干部，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谷文昌在
福建省任职期间，铺下身子，与老百姓同甘共
苦，做了“公仆”应该干的事，事迹确实很感
人。在东山县，百姓自发将“先祭谷公、后拜
祖宗”传承为新的民俗。2019年谷文昌被评为
“最美奋斗者”、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
来感动中国人物”。2016年谷文昌的雕像坐落
在了中共中央党校的校园里。
  家喻户晓的人物不好写，因为太熟悉，有

经验的报告文学家都有将熟悉的信息“陌生
化”的本事。史怀宝有一只诗眼，他用诗人的
眼睛打量“谷文昌”，下了一番走读功夫。沿
着谷文昌的足迹行走，虔诚地拿着镜头去留
念，用心去聆听，去记录，眼含泪水去感受。
一步步走进了谷文昌的内心。史怀宝把谷文昌
当亲人写，有时觉得谷文昌是父亲，有时又觉
得是叔叔，是大哥，他触摸到了一个平凡而伟
大的灵魂——— 一个“默默低下头对你许诺”的
人，一个不在老百姓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的
人，一个初心不改的人。
  报告文学围绕谷文昌求生存，投奔革命，
告别家乡南下、初上任、拜母亲、送粮食、请
专家、找水源、救兵灾家属、治沙暴、保护非
物质遗产、教子女等关键事件展开，叙事线索
清晰，情节安排紧凑。既突出了谷文昌在赢得
民心、治理环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
的显著政绩，又细腻描绘了他在家庭与工作、
个人情感与公共责任之间的抉择与平衡，使得
整部作品层次分明，富有艺术张力。
  实事求是，要做到这一点太难了。“台
属”是曾经让人听了不寒而栗的词，而由于地
理原因，东山县的“台属”特别多。只要是
“台属”，你就抬不起头来，不能有尊严地生

存。作为县委书记，谷文昌反复调研，发现好
多“台属”的亲人是被抓壮丁抓到台湾的。他
大胆地把经过仔细辨别的“台属”定为“兵灾
家属”，这样的决定，是要担风险的，但是谷
文昌就这么做了，他许诺，不能让“兵灾家
属”再受二次伤害。受到抚慰的“台属”能不
感念他？三年困难时期，日夜奔波，忧心如
焚，不让一个人饿死。尝过挨饿滋味的人能不
感念他？分管林业，爱树如命，自己的大宗家
具，不让用木头做的，包括自己的子女结婚，
都不能用木头做家具。自己买还不行？不行。
那郁郁葱葱的万亩木麻黄树林能不感念他？走
投无路的母亲要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他抚养，他
咬着牙接下来，一接就是三个。那被抚养的孩
子能不感念他？这就是谷文昌，这就是史怀宝
笔下的谷文昌。史怀宝赋予谷文昌以血肉之
躯，使其既有刚毅果决的一面，又不乏亲民谦
逊的气质，实现了人物塑造的返璞归真，使读
者能够真切感受到谷文昌这个默默重诺的人，
一个大写的人。
  史怀宝饱含深情地捕捉着一个个温暖细
节。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深刻。谷文昌晚年的
最后一次手术前，要求陪着妻子史英萍去百货
大楼，扯了几尺棉布，又找了一家裁缝店，让

裁缝比着史英萍的尺寸做了一身衣服。史英萍
知道，他在表达爱意和歉意，结婚这么多年，
老谷第一次帮她做衣服。为了抚养五个别人的
孩子，她一辈子没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她年
轻时有知识有能力，组织上要提拔她当副县级
干部，被老谷拒绝。每次领导干部涨工资，老
谷总是说：“我俩工资加起来够用的了，还是
给那些工资低的同志涨吧。”史英萍一直到参
加工作的三十年后退休，工资才依照规定由十
八级涨到十七级。老谷也有儿女情长，只是他
默默地藏在心里。他是人民公仆，公仆就该有
公仆的样子，就该如谷穗一样默默地低下头。
  读完《谷文昌传》，我觉得史怀宝是在写
一首长诗，这首长诗比以往他写的那些表达个
人情感的诗句更朴实、更扎实，也更浑厚。我
记得他写的《今夜月光是河》中有这样的句
子：“回过头默默对你说/默默低下头对你许
诺/……我只是这样在原野上奔走/只是这样面
对夜空/寻找/永恒的星座。”
  谷文昌，老百姓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作
为诗人的史怀宝以足够的耐心、克服了心梗等
病痛不停奔波，超越了一己之悲欢，胸襟慢慢
打开，以谷文昌精神写谷文昌，他寻到了“永
恒的星座”。

“默默低下头对你许诺”
□ 逄春阶

现代化的表达与传播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愈
加熠熠生辉。作为其中的精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更是无数中华儿女应当深以为
傲、体悟吸收的宝贵财富。“爆款”舞剧
的诞生正是一位位创作者以充分的文化自
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创新的
产物。无论是《红楼梦》《孔子》还是
《李白》《咏春》，这些作品都深深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创作团队无
不深入历史著述中摸索推敲，在对其文化
内核进行把握的基础上，以创新性的框架
进行建构。
  观众评价说，《孔子》这部作品中的
孔子不再是那样渺远的圣人，而是“一个
时而迷茫、时而恍悟的探索者”，这样一
个多面性的孔子形象让年轻人很有共鸣；
当孔子面对现实的挫败、心中的迷茫，没
有颓唐、没有放弃，而是以开拓性的精神
完成涅槃，对于同样身处混沌迷茫中的个
体而言无疑是非常具有触动性的。舞剧的
创作者正是抓住传统文化中最能打动人心
的精神文化内核，与当代个体的价值理念
相映照，从而超越时代区隔唤起人们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鸣。
  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被
传统束缚，“爆款”舞剧之所以走红恰是
因为它们通过创新性表达让传统实现了现
代性转化。舞剧《红楼梦》抓取原著中的
重要情节，设置为十二幕进行编排创作，
在诠释原著人物精神的同时也映射着当下
时代个体的挣扎与反抗，传递出极具真实
感和力量感的表达，传递出一种突破束缚
的生命力。
  面向新一代的受众群体，舞剧创作者
选择以更加贴近当下年轻人的认知特性进
行艺术创作。艺术家不再固守阳春白雪的
执念，主动走出来，用更亲和、更青春、
更流行的创作语言和表现形式，邀请广大
观众品读自己的创作理念。《咏春》，在
新媒体平台一经播出即登上热搜榜，视频
播放总量已超 2 亿次；民族舞剧《红楼
梦》初登B站跨年晚会，引起广泛讨论，
内容口碑不断发酵，相关话题登上微博、
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话题热榜……这些着
实令人欣喜：新传播方式的加入为这场热
潮插上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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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提升与引流

  “爆款”舞剧的频频出圈让演出行业
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一个不争的事实
是，头部舞剧吸引了绝大部分票房和流
量。在顶流团队爆款频出、精品频出的同
时，舞剧整体票房冷热不均。“一些舞剧
还是缺乏讲好故事的能力，或在音乐、舞
美上用力过猛，或在抒情上浮于表面，导
致作品缺乏更多的思想深度和共情力。”
业内专家认为，目前“爆款”舞剧的题材
相对扎堆，创作同质化、后继乏力等问
题，容易导致观众审美疲劳。“如何进一
步挖掘古典文学、文化IP，如何拓展视野
聚焦更多现实意义作品，这两大课题，都
亟待深度思考和解决。”
  在创新力上，民族舞剧《红楼梦》树
立了一个样本。该剧以“十二金钗”为主
要人物的创作构思可谓独辟蹊径。“要遵
循戏剧逻辑，还有情感和情绪的逻辑。十
二个姑娘的命运本身，在我看来逻辑感会
更强烈，并且作为舞台语言会更丰富。在
《团圆》篇章中，我们再现了贾宝玉心中
那份最美好的大观园盛景，并在最后加入
了没有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花葬》，用更
当代的语言去表达人性本身的力量。好的
创作一定是有自己的理解和态度，即便那
个见解很浅显，也可以从一个小口剖出一
个大口。”该剧导演、主演黎星表示。
  跳出创作本身，新媒体等传播渠道为
舞剧出圈打开了新局面，将舞剧的动人之
处以更加生动的形式向观众呈现。但网络
平台的开放性、匿名性等也让不少劣质演
出有了可乘之机。一方面要加强监管、持
续引导、及时遏制。另一方面，任何演出
团体，都需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精品
上，以提升观众的观演体验，全方位提升
作品的艺术水准、思想深度，而不是用歪
了心思，搞搬运、蹭热度。
  当然，让更多舞剧爆火，也需要更多
人懂剧。“围绕舞种、剧目、参演人员，
整个团队、出品方、剧院都有很大的宣发
空间可以操作，比如观演互动活动、艺术
讲座、文创产品开发，都能起到极好
的热场作用，也能巧妙引流，促进
更多的爆款产生。”上述专家

表示。

舞剧热，虽迟必到

  近些年，中国舞剧演出行业呈现蓬勃
发展的态势。据2022 年中国演出市场年度
报告，舞蹈演出票房收入达5.31 亿元。其
中，中国舞、民族舞类型的舞剧项目占比
达56% ，成为最受演出市场欢迎的舞蹈类
型。舞剧《只此青绿》超越演唱会与音乐
节、话剧、曲艺等艺术门类的诸多项目，
位居2022年演出市场票房收入榜首。
  伴随着越来越多“爆款”舞剧的出
现，“舞剧热”日渐成为演出行业的常态
化现象。承接2022 年的迅猛势头，2023 年
《只此青绿》启动120 场巡演、《咏春》
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展开 80 场巡演……
《红楼梦》《李白》《孔子》等“爆款”
剧目虽然巡演的城市与场次不断增多，但
仍呈现一票难求的火热局面。
  人们对舞剧的热爱，有点儿“虽迟必
到”的意思。早前，大多数人觉得，舞剧
只有专业演员能看懂。中国舞蹈家协会副
主席、国家一级编剧赵明告诉记者，舞蹈
是无国界的世界语言。任何舞种都可以运
用肢体进行美的表达，是最容易被接纳
的、被理解的。
  舞蹈本身虽然写意性强，但置于舞台
剧的情境中，有了主题的观照、线索的牵
引、音乐的渲染，有了服、道、化的呼
应，观众很容易沉浸其中，完全可以借助
舞台上给出的综合艺术元素来理解和消
化。像《永不消逝的电波》这类舞剧，以
身体语言表现的戏剧冲突，反而更抓人、
更鲜明、更震撼人心。在《只此青绿》
中，演员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输出的
内容和思想有时并非直接的，而需要人们
顺势去探寻、品味，甚至自我延伸。开合
收放间，舞蹈艺术以特有的韵律带动全场
的节奏，台上台下很容易迸发情感共鸣。
  记者发现，“舞剧热”中的爆款多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题材，而观看和讨论
的群体却以年轻人居多。很多青年观众甚
至二刷、三刷，在观看欣赏的同时，他们
还会在微信、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
台交流讨论。这说明，以年轻人为消费主
力的“国潮热”已蔓延至演出行业，并催
生了舞剧的繁荣。

  当下，火爆的舞台演出中，舞剧
占据半壁江山。《李白》巡演场场爆
满，获得诸多好评；《红楼梦》已成
现象级，上半年排期满满当当，开票
即秒空；《咏春》以舞绎武，燃爆央
视春晚；《只此青绿》《诗忆东坡》
成功出海，受到盛赞……“舞剧热”

是艺术爱好者与精品文艺作品、高水
平院团和艺术家们的双向奔赴。如是
欣欣向荣的文化消费盛况，也彰显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勃勃生
命力和感召力。

现代化的表达与传播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源远
流长、博大精深，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而愈
加熠熠生辉。作为其中的精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更是无数中华儿女应当深以为
傲、体悟吸收的宝贵财富。“爆款”舞剧
的诞生正是一位位创作者以充分的文化自
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创新的
产物。无论是《红楼梦》《孔子》还是
《李白》《咏春》，这些作品都深深植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创作团队无
不深入历史著述中摸索推敲，在对其文化
内核进行把握的基础上，以创新性的框架
进行建构。
  观众评价说，《孔子》这部作品中的
孔子不再是那样渺远的圣人，而是“一个
时而迷茫、时而恍悟的探索者”，这样一
个多面性的孔子形象让年轻人很有共鸣；
当孔子面对现实的挫败、心中的迷茫，没
有颓唐、没有放弃，而是以开拓性的精神
完成涅槃，对于同样身处混沌迷茫中的个
体而言无疑是非常具有触动性的。舞剧的
创作者正是抓住传统文化中最能打动人心
的精神文化内核，与当代个体的价值理念
相映照，从而超越时代区隔唤起人们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鸣。
  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被
传统束缚，“爆款”舞剧之所以走红恰是
因为它们通过创新性表达让传统实现了现
代性转化。舞剧《红楼梦》抓取原著中的
重要情节，设置为十二幕进行编排创作，
在诠释原著人物精神的同时也映射着当下
时代个体的挣扎与反抗，传递出极具真实
感和力量感的表达，传递出一种突破束缚
的生命力。
  面向新一代的受众群体，舞剧创作者
选择以更加贴近当下年轻人的认知特性进
行艺术创作。艺术家不再固守阳春白雪的
执念，主动走出来，用更亲和、更青春、
更流行的创作语言和表现形式，邀请广大
观众品读自己的创作理念。《咏春》，在
新媒体平台一经播出即登上热搜榜，视频
播放总量已超 2 亿次；民族舞剧《红楼
梦》初登B站跨年晚会，引起广泛讨论，
内容口碑不断发酵，相关话题登上微博、
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话题热榜……这些着
实令人欣喜：新传播方式的加入为这场热
潮插上了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