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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2019 年电 视 台 以 及 网 络 综

艺相继发布的节目单，不难发现，音乐

综艺仍是众多类型节目中的重点编排

对象。经历了 2018 年多达 20 余档音

乐综艺节目的激烈竞争后，尽管节目

制作方试图从题材类型上的专业细分

和垂直拓展进行创新，但与一大批脍

炙人口的经典老歌相比，真正优秀的

新歌、热歌少了许多。时代发展和审

美变化对综艺节目样态提出了新要

求，音乐综艺如何发掘新生力量，是创

作者要面对的挑战。

平台转换下节目的创新可能

“从十几年来国内的音乐选秀节

目来看，歌坛不乏爱唱歌、会唱歌的年

轻人，但真正缺少的是唱作俱佳的音乐

人。”一位乐评人对当下华语乐坛的总

结，映射出音乐综艺在内容上的一个

“空白”——谁来关注乐坛新人新作？

记者发现，今年多档音乐综艺节

目将关注点放在了“原创”上。无论

是 近 期 在 优 酷 播 出 的《这 ！ 就 是 原

创》，还是即将在 4 月上线的《乐队的

夏天》，“唱作人”成为音乐综艺节目

聚焦的群体。

国产综艺上一次以原创音乐为关

注对象还是 3 年前的《中国好歌曲》第

三季。这档由灿星制作，曾推出过霍

尊、苏运莹等原创歌手的音乐综艺，因

多方面原因，最后结束在了第三季。

记者注意到，近期热播的《这！就

是原创》的导演团队正是当年《中国好

歌曲》的创作团队。3 年后，这个团队

再次创作出一档同类型的节目，除了

加入了更多新的想法，播出平台也从

电视转换到了网络视频。

《这！就是原创》总导演吴群达在

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他多年来对“原创

音乐”的坚持。“一档好的原创音乐节

目，无论是对当今的华语乐坛，还是对

现在的文化生态而言，都能够产生积

极正面的影响。”

从《中 国 好 歌 曲》第 一 季 推 出 至

今，吴群达始终在寻找一种更贴近年

轻 受 众 欣 赏 习 惯 的 综 艺 表 达 方 式 。

“面对与以往不同的受众和原创音乐

人，节目组完全改变《中国好歌曲》的

节目模式，以原创音乐作为切入口，

展现更多的原创概念，包括唱作人的

创 作 态 度 和 文 化 主 张 ，让 观 众 可 以

在其中感受到创作的精神和乐趣。”

为此，从舞台、导师到选手、曲风，

《这！就是原创》有针对性作出调整，

不仅选择了类似 LiveHouse 形式的更

为集中的小型舞台，同时也采用诸如

清唱这样的原生态呈现方式展现唱作

人的状态。实际上，包括《这！就是原

创》在内的音乐综艺节目，一直试图摆

脱导师、学员进行单纯选择、比拼等固

定表现形式，增添了更多年轻和新锐

的内容。

不过，吴群达坦言，当下音乐综艺

创作的难点并未因为创作平台的转换

而改变，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让观众接

受并对一首新歌产生共鸣，是原创音

乐综艺节目尝试突破的关键。

探索音乐之外的原创表达

在电视节目创新研发专家冷淞看

来，中国原创音乐真人秀长达数十年

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

把歌曲比赛做得过于严肃。原创音乐

想要真正“唱入人心”，并不是将其束

之高阁，而是在和其他形式的结合中

为观众带来与之共鸣的效果。

吴群达告诉记者，《这！就是原

创》在原创内核的基础上弱化了竞技

元素，尝试将原创音乐作为一个入口，

邀请观众走进来并能看到音乐之外更

为丰富的内容。比如，展现出唱作人

创作背后的情感故事、成长经历，包括

伴随整个节目进行中的唱作人的成长

过程。

不过，创新的代价就是节目刚播

出后曾遭网友“吐槽”部分原创歌曲质

量不高，一些唱作人实力表现不佳。对

此，节目主创团队坦言，对待原创音乐

人，需要更多时间和耐心。“关注这些唱

作人鲜明的性格特质，以及在这个舞

台上不断探索的成长过程，有助于观

众走进他们的音乐本身。”

除此之外，节目也在探索“音乐+”

模式的创新。在《这！就是原创》最新

一期节目中，唱作人借助中阮这一传

统民族乐器演唱了《晚灯伏案》，令人

耳目一新。而以非遗项目女书为创作

主题的新曲《女书》，令更多网友领略

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韵味……对

此，文化评论人韩浩月认为，演奏模

式、歌曲内核、创作内容与传统文化结

合后，通过跨界与碰撞，寻找到不同的

艺术表现形式中相同的原创精神与人

文脉络，将是国内原创音乐综艺节目

创作的一种新的解放手段。

从话题流量转向持续收益

在业界看来，一档音乐综艺节目

的成功，在于能否持续推出优质的歌

手和传唱度高的歌曲。节目之外，对

音乐人的扶持和长线发展尤为重要。

此前，一些音乐选秀造星节目虽然一

度 成 为 现 象 级 事 件 ，但 多 是 昙 花 一

现。近年来，《创造 101》《偶像练习生》

等节目在选秀结束后，网络视频平台

越来越多地尝试持续开发音乐人作为

IP的价值。

记者了解到，《这！就是原创》节

目方选择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展开合

作，运营节目的选手和作品，以完成节

目中这些唱作人向职业艺人的转变。

“其实，一档原创音乐综艺节目的制

作，离不开整个乐坛的创作环境。对

原创音乐人的发掘和培养，节目制作

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希望利用多平台

资源，为原创音乐人搭建更广阔的舞

台。”吴群达说。

“对整个行业来说，音乐综艺在互

联网时代的玩法不再是卫视的老套模

式，而是将之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一位

行业资深从业者认为，从节目的话题流

量转向音乐内容的持续收益，是未来音

乐综艺节目创新的突破口，而这一做法

还将不断推动原创音乐生态的完善，同

时实现人才选拔对节目创作的反哺。

本报讯 （驻四川记者王雪娟）

海螺沟的雄奇、蜀南竹海的葱绿、

兴文石海的多姿……四川多彩民

族风情将定格在海峡两岸摄影家

的镜头中。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近 日 召 开 新 闻 通 气 会 ，宣 布 首 届

“海峡两岸摄影家走四川”活动启

动。宝岛台湾的桃园市也同步举

行此次活动的新闻发布会。

按照活动安排，两岸 60 名摄影

家及摄影工作者将于近期分两批

次赴川开展摄影文化交流活动，通

过摄影家的镜头记录四川的锦绣

山川和风土人情，以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活

动同期将举办海峡两岸摄影家论

坛、“名家讲座”摄影交流活动和海

峡两岸民间人士联谊会。活动结

束后，还将分别在成都和桃园举办

摄影成果展。届时，四川海螺沟、

蜀南竹海、兴文石海 3 家景区将在

宝岛推介各自丰富的旅游资源。

近年来，四川、台湾在旅游、艺

术、文博等领域交往密切，2018 年

四川全省接待台湾同胞 43.7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5%。

本报讯 （记者罗群）中央芭

蕾 舞 团 创 排 的 芭 蕾 舞 剧《沂 蒙 三

章》于 3月 21日开放媒体探班，并演

出精彩片段。

山东沂蒙地区是中国革命的

重要根据地，沂蒙“红嫂”用鲜血与

生命支援前线，被众多文艺作品所

讴歌。中央芭蕾舞团老一代艺术家

曾根据沂蒙“红嫂”在战争年代用乳

汁救伤员的故事，编创了芭蕾舞剧

《沂蒙颂》。该剧不仅舞姿优美，作

曲家刘廷禹创作的主题曲《愿亲人

早日养好伤》也成为一代经典。为

了在新时代弘扬沂蒙精神，中央芭

蕾 舞 团 创 排 了 芭 蕾 舞 剧《沂 蒙 三

章》，以当代视角塑造“红嫂”，诠释

军民鱼水情。

《沂蒙三章》将沂蒙“红嫂”的

形象和故事浓缩为 3 个富有代表

性的篇章，即《火线桥》《永远的新

娘》《沂蒙情》。该剧总排练、芭蕾

名家徐刚在编舞方面进行创新，邀

请民族民间舞专家参与，在芭蕾基

础上融入具有山东地域特色的胶

州秧歌元素，生动塑造人物。经典

旋律《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在《沂蒙

三章》中再次唱响，刘廷禹还创造

性地运用纯打击乐配合舞蹈，演绎

悲情片段。舞美方面，《沂蒙三章》

运用激光 等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让 人

耳目一新。

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表示，

近 年 来 ，很 多 观 众 建 议 中 芭 复 排

《沂蒙颂》，说明观众对红色经典有

需求。“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芭

建团 60 周年之际，我们以全新创作

的《沂 蒙 三 章》致 敬 历 史 、传 承 精

神。”冯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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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海峡两岸摄影家走四川”活动启动

芭蕾舞剧《沂蒙三章》再扬沂蒙精神

舞剧《乌苏里传歌》、新编历史剧

《赵王与无容》、话剧《在路上》《种个

秋 天》《托 起 明 天 的 太 阳》…… 近 年

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将艺术创作定

位于讲述黑土地发生的故事，着眼于

通过舞台艺术弘扬黑土精神。佳木

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马

冬梅表示，以舞台艺术形式大力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文艺

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佳木斯市打

造的舞台剧都和爱国主义与时代精

神紧密联系，实现舞台剧主题和中国

精神的高度契合。

赫哲族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为了保护传承赫哲族文化，2016

年，佳木斯市演艺有限公司推出大型

原创民族舞剧《乌苏里传歌》。该剧

取材于赫哲族历史文化传说，由序篇

（伊玛堪）、上篇（鱼茧、祭江、追日、渔

歌、婚礼）、中篇（万物之灵、乌苏里画

印、冬捕渔歌、太阳之子）、下篇（传

承、盼归、莫日根、桦之魂）和尾声（传

歌）五部分构成，融入赫哲族古老的

伊玛堪说唱与民族风情浓郁的舞蹈

表演，讲述了赫哲族的起源与在历史

长河中的发展变迁。

该剧自 2016 年起，先后在北京、

山西和广东深圳、黑龙江哈尔滨等地

演出超百场次，得到专家和业内人士

的好评，受到观众欢迎和喜爱。观众

不仅在剧中近距离感受到舞剧之美，

还欣赏到了悠扬的赫哲族音乐及特色

鲜明的赫哲族服饰，并通过剧中动人

的故事领略到赫哲族人的文化传承。

“舞剧《乌苏里传歌》搬上舞台的

重要意义在于展示了有着鱼皮部落

之称的赫哲族文化，传播了佳木斯的

文 化 影 响 力 ，提 高 了 知 名 度 和 美 誉

度。”佳木斯市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冰峰说。

用艺术创作的实际行动助力脱

贫攻坚——2018 年佳木斯市推出了

大型脱贫攻坚题材话剧《在路上》。

该剧讲述了驻村第一书记陆强在开

展扶贫工作中发生的一系列感人故

事，在哈尔滨、佳木斯巡演 25 场，观众

达 3 万人次。该剧高扬时代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

引起观众热烈反响。“太难得了，剧情

设计得好，主人公为国为民的精神催

人奋进。”佳木斯市汤原县观众刘思

佳说。

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院长谭博

表示，践行社会责任，艺术作品必须

要有所担当。“佳木斯市在大型剧目

生产上，尤其重视思想内容和导向。

拿《在路上》来说，无论是从剧目主

题、艺术形象，还是从舞台呈现、综合

效果来看，该剧都是一部弘扬时代精

神的佳作。”谭博说。

此外，佳木斯市 2017 年推出的大

型话剧《过江人》，还原了新中国成立

前二人转表演艺人在艰辛生活、技艺

传承中所表现出的民族气节和草根艺

人的英雄气概。该剧用二人转表演的

形式贯穿全剧，灵活运用剧中剧、局中

局等手段展示人性，引人入胜。

着眼于提高艺术生产能力、加强

人才培养，面对主创人员不足和缺少

高水平编剧、导演、舞美等问题，佳木

斯 积 极 争 取 外 援 ，吸 引 和 聘 请 全 国

优 秀 人 才 加 盟 ，在 确 保 剧 目 具 有 较

高 艺 术 质 量 的 同 时 ，通 过“ 以 演 代

练”锻炼队伍、培养人才。据了解，

近 年 来 ，佳 木 斯 市 大 力 推 动 舞 台 剧

目 建 设 ，艺 术 生 产 出 现 良 好 发 展 态

势，舞剧《乌苏里传歌》与话剧《过江

人》《在路上》三部大戏除了获得国家

级、省级等多个奖项外，还通过省内

外巡回演出，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

“下一步，我们要大力培养专业

的 艺 术 后 备 力量，从 编 剧 、导 演 、演

员 、灯 光 、服 装 、道 具 等 全 方 位 锻

炼 队伍和 培 养 人 才 ，为 专 业 艺 术 注

入新鲜血液，推动艺术繁荣发 展 。”

马冬梅说。

本报讯 （驻湖北记者王永娟

通讯员许晓玲）3 月 24 日，由湖北省

武汉市人民政府主办，武汉市委宣

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纪念

陈伯华大师诞辰 100 周年系列活动

暨首届中国（武汉）汉剧艺术节在武

汉启幕。

汉剧艺术大师陈伯华（1919年—

2015 年）在 70 余年的艺术生涯中，

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风格

各异的艺术形象，代表作有《宇宙

锋》《二度梅》《柜中缘》《三请樊梨

花》等，著有《陈伯华唱腔选》《陈伯

华的舞台艺术》《陈伯华回忆录》，她

还创造性地对汉剧旦角唱腔艺术进

行了改革和创新。为纪念陈伯华大

师诞辰 100 周年，本次系列活动推

出了名家名段演唱会、纪念展、座谈

会等特色活动。

当晚，“汉韵流芳”纪念汉剧艺

术大师陈伯华诞辰 100 周年名家名

段演唱会在武汉剧院上演。舞台银

幕上播放了陈伯华于 1959 年拍摄

的戏曲艺术片《二度梅》片段，大师

音韵博得满堂喝彩。大银幕上的陈

伯华与台上汉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胡和颜、武汉汉剧院青年演员吴思

雨等传人“隔空对唱”《二度梅》《宇

宙锋》《穆桂英智破天门阵》等汉剧

经典，赢得观众点赞。来自陕西、福

建、广东、湖南等地的汉剧专业院

团，以及来自武汉市多所中小学的

同学们也纷纷登台。

为期一个月的“千古一枝，卓然

自 立 ”汉 剧 艺 术 大 师 陈 伯 华 诞 辰

100 周年纪念展亮相武汉博物馆，

对陈伯华的艺术成就和艺德风范进

行了全面展示。展览分为艺术丰

碑、舞台人生、艺界交流、到基层去、

访问演出、薪火相传六个单元，展出

了陈伯华在各个时期、各个代表性剧

目的剧照，与艺术家的合影以及她慰

问前线、深入基层、出访国外的照片，

展示戏服、头饰、演出道具、唱片、磁

带、报刊资料、书籍、手稿等共70件。

在纪念汉剧大师陈伯华诞辰

100 周 年 座 谈 会 上 ，来 自 北 京 、上

海、天津等戏曲重镇和湖北省内的

专家对陈伯华的艺术生涯给予高度

评价。

首届中国（武汉）汉剧艺术节将

迎来全国 11 个剧院团的 20 余场演

出，其间将举办“汉剧在我们身边”

等公益活动。

黑龙江佳黑龙江佳木斯木斯：：

黑土地上盛开艺术之花
本报驻黑龙江记者 张建友

系列活动纪念汉剧大师陈伯华
诞辰一百周年

3 月 25 日，观众用手机拍

摄橱窗内的展品。

近日，“室迩人遐·艺术长

青——张乐平作品与共和国

一起走过的 70 年岁月”展览在

上 海 地 铁 1 号 线 徐 家 汇 站 举

办 。 本 次 展 览 聚 焦“ 三 毛 之

父”张乐平的创作历程，其中

许多珍贵展品首次面向公众

展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 摄

● 当下音乐综艺创作的难点并未因为创作平台的转换而改变，如何能在短时间内让观

众接受并对一首新歌产生共鸣，是原创音乐综艺节目尝试突破的关键。

● 原创音乐想要真正“唱入人心”，并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在和其他形式的结合中为

观众带来与之共鸣的效果。

● 从节目的话题流量转向音乐内容的持续收益，是未来音乐综艺节目创新的突破口。

本报讯 （记者赵凤兰）由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主办，中国

电视艺术委员会、北京市广播电视

局承办的电视剧《芝麻胡同》研评

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该剧是北京

电视台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正阳门下》之后，对京味题材电视

剧的又一探索。

《芝麻胡同》以 1947 年北京沁

芳居酱菜铺为背景，讲述了在物资

匮乏年代，沁芳居酱菜铺老板严振

声、妻子林翠卿及一心为父亲治病

的牧春花三人之间相互扶持、同舟

共济的故事。全剧通过还原一家

人几十年的生活点滴，真实再现了

老北京的百姓生活和历史变迁中

的百味人生。作为非遗项目的“老

字号”酱菜制作技艺贯穿全剧，映

衬出手艺人百年的匠心坚守。

谈 到 该 剧 亮 点 ，中 国 广 播 电

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

盛京说：“作为一部生活韵味悠长

的 京 味 剧 ，《芝 麻 胡 同》把 传 统 文

化 当 中 有 关 普 通 百 姓 的 生 存 、生

活方式以讲故事的形式进行文化

映 射 ，使 充 满 柴 米 油盐的生活味

道与折射传统文化的人文味道相

融合，让人在情理交融中看到文化

的作用和力量。”中国电视艺术委

员会编辑部主任李跃森表示，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芝麻胡同》演绎了

水土和人的关系，它将老北京的饮

食、风俗、语言等文化记忆通过老

北京人的性格串联起来，用制作酱

菜工艺讲述人生哲理，京味文化特

点鲜明。

电视剧《芝麻胡同》京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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