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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台好戏，曾经一搁
置就是近 40 年，实在是太可惜
了！”近日，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
（以下简称天津人艺）大型原创津
味话剧《闯江湖》建组会上，2019
版和 2025版的复排导演罗军动
情地说。这部诞生于 1980年的
经典剧目，凝聚着编剧吴祖光及
其爱人新凤霞对旧社会艺人命运
的深刻洞察，以其浓郁的津味特
色成为天津人艺的保留剧目。

折射出天津人的韧劲儿与乐
和劲儿

此次复排契机源于该剧入选
文化和旅游部重点传统（经典）剧
目复排计划名录，项目负责人刘
岚表示：“此次复排突出展现剧中
艺人的情义，折射出天津人骨子
里的韧劲儿与乐和劲儿。这种穿
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与当代青年
在困境中展现的坚韧品格遥相呼
应——传承时代正气，正是我们
创作的初心所在。好的作品只有
见了观众才有意义，演员们把藏
在台词里的市井幽默、江湖真情
予以展现，让老观众咂摸出‘老味
儿’，让年轻人有代入感，对得起
艺术良心，接得住时代地气。”

该剧以旧社会戏班艺人的生
存挣扎为主线，巧妙融合悲喜剧
元素。剧中没有离奇的情节，却
有许多感人至深的场面，通过泪
中有笑、笑里含泪的方式，展现了
剧中人物的悲惨命运和乐观精
神，使观众在欢笑与泪水中感受
到生活的真实与残酷。“为什么要

重排经典？”罗军说，“这部戏里面
没有过时的台词，靠的是地道的
方言和市井烟火。这部戏讲苦难
却不沉溺，‘能吃苦就没有过不去
的火焰山’的那种豁达，正是当下
社会的‘稀缺’品质。我们做剧目
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
要让经典长出新血肉，让年轻观
众从历史中照见现实，这才是‘活
着的传统’。”

老戏里的新共鸣
该剧最初创排于 1980年，首

版由已故导演方沉执导。2019
年，该剧进行首轮复排，此次是时
隔 6年再度重启。排练期间，首
版演员亲临排练厅指导。曾饰演
杨金香的老艺术家张玉玉表示：

“今天我坐在这里，是带着一份崇
敬来看排练。当年跟随新凤霞老
师学习的场景历历在目，我现在
随时随地都能感受那个年代是怎
么‘闯’出来的江湖。现在的年轻
演员要理解那个年代的艰辛确实
不易，正因如此，演员们更需沉心
体会，体会多少演多少，一定要演
到观众的心里面去。”

该剧首演以来，伴随着时代
的发展，每次演出都能带给观众
不同的体会与思考。它不仅是天
津人艺的经典保留剧目，也见证
了天津人艺几代艺术家的不懈努
力与传承。此次复排，天津人艺
大胆起用新人，阵容中超过四分
之一的演员都是“00后”，展现天
津人艺“传帮带”的优良传统和戏
剧艺术的薪火相传。

当下，长剧集正面临营销困境。
近日有专家指出，类似《黄雀》《驻站》
《无尽的尽头》等精品长剧集虽然制作
精良、口碑上乘，却难以出圈、成为点
击量和话题度高的爆款。究其原因，
是由于这些长剧集目前主要依靠短视
频营销。而短视频平台具有短平快的
传播特性，与强调内容完整性与艺术
性的长剧集格格不入。

一方面，长剧集与短视频在内容
体系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注重叙事
结构与文化内涵，后者则偏向娱乐化
与情绪化。短视频平台倚重完播率、
点赞量等即时互动数据。这类标准能
较为准确地反映用户在碎片化消费场
景下观看短视频的瞬时行为，却难以
有效记录观众在观看长剧集相关内容
时的交互特征。算法在对长剧集的相
关内容进行数据标注时，容易将其中
承载的绵长叙事、丰厚内涵与复杂情
感简化、扁平化，造成审美价值与思想
价值被低估。另一方面，短视频平台
以“注意力经济”为核心逻辑，以用户
停留时长为考核指标。这种机制适配
短视频即时满足的特性，却与长剧集
依赖的沉浸式叙事形成冲突。长剧集
的相关内容在释放内涵方面具有一定
的滞后性，难以在算法考核的维度中
占据优势。在有限的流量池内，算法
的“个性化推荐”会将更多流量分配给
符合其评估标准的短视频，长剧集的
相关内容往往只能获得初始流量池的
较小份额，若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爆
发式互动，便会迅速陷入流量边缘化
的困境。这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
弱”的马太效应。

此外，短视频平台算法模型的隐
性偏见也是长剧集内容难以出圈的重

要原因。当前算法模型对优质内容的
判断标准深度锚定短视频的特征。而
长剧集所强调的叙事连贯性、人物塑
造深度、主题表达厚度等特质，在算法
的量化评估体系中缺乏对应的权重指
标。算法难以识别长剧集的相关内容
所承载的内涵和底蕴，甚至可能将悠
长的叙事节奏视为传播缺陷，导致长
剧集的相关内容面临被技术逻辑过滤
的风险。

可见，长剧集在短视频平台的营
销容易陷入数据识别偏差、流量分配
劣势、价值评估错位等困境。要解决
这些问题，需从技术适应、内容创新、
社群裂变等环节着手进行改进。

我们应该意识到，短视频平台已
经成为当下影视作品营销的重要平
台。为了让优质作品找到对的观众，
长剧集应该在坚持艺术质量和思想内
涵的基础上，适当做出调整，以适应这
种碎片化的传播方式。为了在技术上
适应短视频平台的算法逻辑，创作者
可建立精细化标签矩阵，使长视频的
相关内容被算法更精准地识别与匹
配；以开放性结尾、叙事留白激发用户
的探索欲与二次创作的热情，借助用
户生成内容的传播效应，进一步提升
长剧集的影响力；通过固定时间更新、
悬念式预告等手段培养用户追更习
惯，将算法转化为内容传播的赋能工
具。长剧集创作在做出这些调整的同
时，仍应以内容创新提高核心竞争
力。在叙事设计上，可以突破线性结
构束缚，探索多视角叙事、环形叙事等
模式，以更强大的戏剧张力与更深邃
的思想内涵吸引观众的目光；在人物
塑造上，着力刻画具有复杂动机与成
长弧光的角色，与观众构建更深层的

情感联结，以超越碎片化内容的即时
刺激；在视听表达上，通过镜头语言、
光影调度与配乐设计，营造更独特的
审美体验，凸显长剧集的艺术质感。
同时，深耕垂直领域，聚焦特定文化题
材，以稀缺的专业洞察与知识沉淀，打
造具有长期价值的硬核内容。长剧集
要在适应性改造与本体创新间寻求平
衡，才能既保证其艺术魅力和思想内
涵，又能在短视频平台获得更大传播
力和关注度。

社群裂变也是长剧集营销拓展用
户的核心策略。我们应充分利用短视
频平台的算法机制进行“以短带长”引
流，在短视频平台投放沉浸式预告、具
有知识含量或情感爆点的片段，并设
置便捷跳转链接，引导用户从碎片化
关注转向长视频平台的完整消费。同
时博采众长，构建跨平台用户关系网，
在社交媒体、官方超话等私域阵地，通
过独家花絮、主创分享等深度互动，增
强用户黏性，实现用户群体的广度拓
展与深度沉淀，构筑起抵御算法波动
的稳定传播阵地。值得注意的是，通
过注意力引领与价值认知重构，培育
和引导用户对长剧集的观赏习惯，是
长剧集营销的必经之路与最终归宿。
我们可以在短视频平台及社交媒体推
出知识深度解析、创作幕后纪实、经典
镜头赏析等内容，以直观可感的形式
展现长视频的叙事厚度与艺术价值，
避免空泛阐述；同时优化内容消费场
景，借助线上观剧会、线下主题剧展等
仪式化场景，营造集体沉浸氛围，渐进
式延长用户专注时长。此外，以持续
的内容品质升级为根基，结合剧集评
论分享、文化沙龙等配套活动，构建推
崇深度叙事与艺术表达的文化生态，

逐步将用户对长剧集的认知从娱乐选
项升维为精神刚需，使长剧集营销实
现从流量争夺到价值认同的质变。

长剧集在短视频营销时代破圈突
围，还需要以媒介生态的健康发展作
为基础支撑。我们或可从算法事前风
险预防、事中运行监管、事后侵权追责
等多维度发力，加强对短视频平台算
法机制的治理。在事前预防阶段，尝
试建立算法价值观评估与分类分级管
理体系，对涉及文化传播的算法模型，
重点审核其价值导向是否符合主流文
化；针对长剧集的相关内容实施分类
管理，设置独立于短视频的推荐权重
参数，让内容多样性指标在算法模型
中占据合理比例。在事中监管环节，
可以推动算法运行规范建设，在保护
平台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就其算法的
目标设定、核心价值导向以及可能产
生的系统性影响进行评估，并建立常
态化监测机制。构建独立的算法公平
性评估体系，防范和纠正算法歧视及
不合理的流量倾斜，使长剧集的相关
内容能在可衡量、可监管的公平竞争
环境下与短视频内容同台竞技。在事
后追责层面，则可以明确算法应用主
体责任，为权益受损方提供维权途径，
加大侵权行为惩处力度。

当然，长剧集还可以开辟短视频
之外的其他营销途径，比如首映礼、城
市快闪、主题展览、品牌合作等。总
之，多向突围，实现技术逻辑、市场机
制与文化认知的全面重构，达成内容
价值与传播效率的平衡、技术理性与
人文精神的统一，方能推动长剧集在
数字传播浪潮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为
人民提供更具深度与价值的文化体
验。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
的重要历史时刻，纪录电影《山河
为证》正式宣布定档，将于 2025
年8月15日登陆全国院线。影片
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
出品，同步发布定档版海报。

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全景式
银幕呈现

近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
年重点电影《山河为证》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得正式推介。这部纪录电影首
次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14年抗战
艰辛历程，影片所凝聚的强烈情
感力量，以及对抗日战争英雄群
像的真实记录，构筑起一幅关乎
民族命运的救亡图存史，并呈现
在当代观众面前。创作上，《山河
为证》秉承严肃的史学态度与高
度的艺术责任，既注重历史逻辑
的清晰性，也强调民族精神的传
承性。在海量珍贵影像资料基础

上，主创团队运用数字修复与艺
术再造相结合的方式，从尘封档
案中唤醒时代记忆，为观众重现
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热血激荡的
历史瞬间。画面中的每一帧，都
是铁证如山的记忆；声音中的每
一次呐喊，都是不可磨灭的见证。

定档海报凝练民族记忆，昭
示信仰力量

同步发布的定档海报，以极
具视觉冲击力的“新国风”美学，
构建起一幅庄严而震撼的纪念图
景。整幅画面融合国画山水与铜
雕艺术质感，雄浑壮阔的万里长
城自画面底部蜿蜒而上，贯穿山
河，宛如一条钢铁脊梁，守护着民
族的精神高地；母亲河黄河奔流
其间，松柏挺立其侧，共同铸就中
华民族“铜墙铁壁、山河永固”的
象征意象。片名“山河为证”位于
海报正中，铭刻着历史的庄重誓
言，苍劲有力的书法线条融入奔
涌山河的宏大图景，象征着民族
精神的脉动与大地记忆的延续。

（本版内容均据新华网）

在文化类节目不断探索年轻化、可视化、
沉浸式表达的新语境中，由湖南卫视与芒果
TV联合推出的《少年书院行》以鲜活的少年视
角与行走式的叙事模式，开辟出一条传统文化
传播新路径。节目让十几岁的少年走进岳麓
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历史名院，借助AI复原、沉
浸体验与空间对谈等形式，在现实与历史之间
搭建起文化桥梁，使“书院”从静态背景转变成
流动的文化现场。

《少年书院行》邀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
长肖永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南京
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郦波等知名学者组成专
家团，与少年们共同探访书院。不同于传统

“专家讲述、学生聆听”的单向模式，节目营造
平等互动、共建共享的交流氛围。少年与专家
在行走的空间体验中展开思想碰撞，不仅使

“知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也让书院逐渐显影
为可探寻、可激活的“文化地图”。

为了让少年更具体地理解书院文化，节目
精心设置多种互动环节。在岳麓书院，有的少
年站在“实事求是”匾额下引用《汉书》原文，讲
解“实事求是”一词的出处与演变，展现出对典
籍的熟稔理解；有的少年则运用AI技术复原

“赫曦台赏日”的历史场景，借助光影变化呈现
朱张讲学的氛围细节；有的少年从张唐藏匾护
文的故事谈起，引申出文化保护与精神传承的
问题。节目通过讲读、推演与再现等方式，使
少年在具体场景中与传统文化建立起情感与
认知上的深度连接，以具有现实温度的文化表
达诠释书院的精神价值。

《少年书院行》在AI技术运用上没有止步
于历史场景的视觉还原层面，还介入思想表达
过程，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在岳麓书
院的讲述中，节目以AI技术再现南宋理学史上
具有象征意义的“朱张会讲”场景。观众通过
少年的视角“步入”讲堂，目睹朱熹与张栻这两
位理学巨擘的思想交锋。AI不仅复原了人物
形象与服饰风格，更通过学习古籍文献与人物
言论，模拟其言谈方式，呈现出既具历史厚度

又贴近真实的学术辩论。借由这种沉浸式体验，朱熹不再
是史书里的抽象名字，而成为拥有情感温度与学术锋芒的
真实人物。

《少年书院行》完成了一次从“知识输出”向“文化感知”
的表达跃迁。它通过共鸣唤起理解，通过体验激发认同，在
讲述中建立链接，在行走中实现转译。这种以青少年为起
点、以文化记忆为路径、以文明延续为目标的创新实践，正是
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你的兰花指好美！”在伦
敦的工作室，英国话剧演员蒂
安·乔杜里这样对 90 后青年
昆曲家张冉感叹。被问及这
个动作的意义，张冉解释，这
是中国传统昆曲的规范，也
是戏曲塑造人物的基本语
言。伦敦时间 7 月 10 日，在
泰晤士河南岸、毗邻伦敦塔
桥的莎士比亚环球剧场 Un⁃
derglobe 展厅，一场由知名视
觉艺术家叶锦添担任导演、
名为《简爱》的演出在此上
演。上海昆曲演员张冉和北
方昆曲剧院的张贝勒将与英
国话剧演员、舞者同台演绎
汤显祖《牡丹亭》和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传
奇。在这台充满新意的舞台
表演中，中西文化将再一次
完成热烈的碰撞。

出发伦敦，张冉带着两个
装得满满当当的32寸行李箱，
其中一个放满了她表演所需
要的物品。“除了杜丽娘的戏
服，还有片子、大头、头饰、扇
子、柳枝等道具，尽可能完整
地展现昆曲之美。”她透露，本
次演出囊括了《游园惊梦》、
《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段以及
舞蹈，擅长舞台美术的叶锦添
用光影搭建起一座戏剧乐园，
观众将在三种表演形式中，感
受不同国度对于爱情的理解
与展现，并借由永恒的情感找
到彼此的共通之处。就像导
演手记中所写：“我们感受到
对方与自己一同经历喜怒哀
乐，分享着爱与悲哀、恐惧，甚

至是怜悯。爱情是如此激烈，
又如此疯狂，它深埋于我们最
脆弱的想象之中，却又总在现
实中渴望浮现，让我们静静地
感受到彼此心中那相通的共
鸣。”

第一天在工作室见到张
冉，叶锦添给她看了一张梅兰
芳在《游园惊梦》中的剧照。

“古典、含蓄、优雅，导演希望
在作品中尽可能展现出杜丽
娘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更
是她内心的情感。”张冉对记
者说。周一抵达伦敦后，她每
天的排练时间都在 5 小时以
上。因为全新的舞台视觉效
果，张冉与张贝勒的演出也进
行了改动。“惊梦”中，原本花
神表演的段落由二人在纱幕
后完成，“在写意园林的背景
后，我增添了水袖、戏曲走位
等动作，整段表演相当具有氛
围感”。

在舞台上，中英两对演员
同台又分开，交错又会合，观
众将从《牡丹亭》里的沉默花
园穿梭到《罗密欧与朱丽叶》
中的欧洲城堡。两段剧情形
成奇妙的互文，相爱的人奔赴
彼此却又遗憾地分别。排练
中，叶锦添向演员们不断强调

“关系”，柳梦梅与杜丽娘、罗
密欧与朱丽叶以及两对爱侣
之间的关系。一对象征着男
女主角灵魂的舞者将作为衔
接，穿插其中。

虽然是再熟悉不过的剧
目，但因为有国外演员的加盟
而显得有一些“陌生”。“一开

始在工作室排练，我和国外演
员一时不知道如何互动。”张
冉透露，导演在剧中为“杜丽
娘”与“朱丽叶”安排了一段近
一分钟的戏份，“没有肢体动
作，全靠眼神表演。”起初，叶
锦添并没有给演员讲戏，而是
鼓励他们寻找感觉。作为专
业的戏曲演员，张冉一开始并
不习惯长时间、直接的眼神接
触，在多次磨合后，她逐渐明
白了导演的用意，“你们之间
从陌生、观察到了解，都在这
50秒里。”这是两国演员之间
的逐步熟悉，也象征着两种文
化的互相靠近。

“你表演昆曲的美令人感
动。”某一天排练结束，叶锦添
对张冉说。此次《简爱》的排
练也让有过多次海外演出经
验的张冉有了新的体会。“戏
曲有着很强的包容性，当与戏
剧、舞蹈、当代舞美结合在一
起，并不显突兀。当代戏曲人
应该有自信与勇气，拥抱更多
变化与可能。”

演出落幕，演员们将披上
现代的白斗篷一同坐在舞台
上，时间落至2075年。在叶锦
添看来，如今的人们仰赖零碎
的光影和杂乱的思绪，不断填
满感官与知识，却“相见无故
人”，难以再培养出长久不变
的感情。所谓“现代”，似乎就
是一点一滴地抹去人类潜意
识中曾经共有的情感印记。
在《简爱》中，他想做的正是找
到能长久停驻内心、永不放弃
的美。

在 泰 晤 士 河 畔
杜丽娘遇见朱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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