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雅芝在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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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刘海砍樵》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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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的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在
由仓库改建成的小剧场里，熟悉的旋律响起。
许多观众早早前来，等待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
《新刘海砍樵》开演。

这部由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湖南
广电金鹰 955、长沙“一台好戏”团队联合打造的
作品，以科技赋能、青春叙事和沉浸体验，让传
统花鼓戏焕发新生。自 2024 年 4 月首演以来，
《新刘海砍樵》在长沙掀起观演热潮，累计演出
170 余场，吸引观众超 2 万人次，其中 25岁到 35
岁的年轻观众和外地游客占比均高达 70%，复刷
率达 30%。

作为花鼓戏的经典剧目，《刘海砍樵》讲述了
樵夫刘海与狐仙胡秀英的爱情传奇。这个故事
家喻户晓，新作何以打动年轻人？

音乐是一大亮点。《新刘海砍樵》保留花鼓戏
特点的同时，在音乐设计上大胆融合传统花鼓戏
唱腔与当代音乐剧风格，将流行音乐节奏融入比
古调，配合空间音频技术，实现声音在剧场内的
立体环绕。观众既能听到“胡大姐”原汁原味的
唱腔，也跟着武打场面中的电子配乐热血沸腾。

在观演方式上，演出打破常规剧场特征，减
少有界限感的戏剧空间设计。462 平方米的沉
浸式剧场里，演员衣袖带风掠过前排观众，烟雾
从座位下方升腾，剧中主角“刘海哥”与“胡大
姐”成亲时，幸运的观众还能收到“红包”。演出
结束时，演员还会邀请观众一起上台唱歌跳
舞。这种“零距离互动”的观演模式，使观众成
为演出的一部分，沉浸其中。

原本只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斗法”等场

景，在剧场里也能欣赏了。演出运用实景融合
裸眼 3D 等多媒体技术，配合吊威亚等舞台特
技，将水墨山水与国风元素动态叠加，舞台机械
与威亚特技结合，呈现飞天遁地的奇幻场景，以
年轻人更加青睐的表现方式，为花鼓戏引来更
多“流量”。

创新力度不小，演员们也需掌握“十八般武
艺”。饰演胡秀英的 00后演员陶欢说，既要戏曲
的身段，又要音乐剧的表现力，挑战很大，“只要能
吸引更多人走进剧场，一切都值得”。

来自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戴星瑀是《新刘海
砍樵》的忠实观众，这部戏她现场刷了29遍。第一
次看完《新刘海砍樵》后，她就喜欢上了湖南花鼓
戏，并开始尝试接触和体验。“剧情好，质量过硬，里
面体现的湖湘文化底蕴也很吸引人，演出中不同的
演员阵容和玩法也可以给人带来惊喜。每次看完
《新刘海砍樵》，我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感想。”
戴星瑀说。

“《新刘海砍樵》运用了沉浸式剧场的形式，
重构传统故事的角色与叙事，以传统内核的现代
表达打开观众的想象空间。这种新空间演绎也
是‘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的一次尝试。”《新
刘海砍樵》制作人陈彦雨说，接下来还将根据观
众的反馈，对演出进行升级。

目前，《新刘海砍樵》还推出了“传承篇”，不
少小朋友登场演出，收获许多好评。“《新刘海砍
樵》实现了传统戏曲基因+数字技术+沉浸式演
绎的三维破圈，打造了一个感官交互的环境式剧
场，推动传统戏曲走到更多观众身边。”湖南省花
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党委书记、院长陈争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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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互联网 营造沉浸感

“青春版”地方戏圈粉年轻人
张丹华 杨 迅

“友友们，今晚我给大家唱一段经典折子戏《表
花》！”晚上 8点，24岁的汉调桄桄演员李雅芝对着镜
头嫣然一笑，清亮的戏腔响起：“你既然会说又会讲，
我要把各样的花儿问一场！”每周末晚上，这名 00后

“非遗种草官”都会准时开播。
李雅芝先以国风歌曲开嗓，待观众涌入直播间

后，介绍汉调桄桄，并表演唱腔和念白。评论区热闹
起来：“汉中还有自己的地方剧种？”“一定支持家
乡文化”……截至目前，她已直播 480多场次，累计
访问人次超 1000万。

李雅芝是汉中市南郑区汉调桄桄传承发展中
心的一名青年演员。汉调桄桄是活跃在汉中城
乡的地方剧种，是秦腔流传到汉中后融入汉中方
言土语和山歌小调形成的独特汉调，被群众戏称

“桄桄戏”，因而得名“汉调桄桄”，被誉为“南路秦
腔”，2006 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历史悠久的汉调桄桄，一度面临人才不足的窘
境，剧团年轻一辈只有零星几人。为了抢救性保护
这一剧种，2013 年，汉中面向社会招收 60 名学员。
当时 13岁的李雅芝，就这样与汉调桄桄结缘。

人在艺不绝。“我们干出了名堂，就不愁传承。”看
着身边和她一样的年轻演员，看着年过古稀却依旧在
舞台上发光发热的老师们，李雅芝这样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雅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
名其他剧种的演员直播唱戏，观看人数达上千人。
她激动起来，别的剧种能播，汉调桄桄为什么不试一
试呢？得到汉调桄桄传承发展中心主任赵红的支
持，李雅芝说干就干。

刚开始直播主要是表演枪花、剑花等基本
功，坚持了一段时间，粉丝增加不少。“冷门”戏
曲在网络上受到欢迎，李雅芝备受鼓舞。她结
合用户兴趣与视频热点，一两个月就调整一次直播
内容，多元化的内容不断引流新观众，很多年轻人
被变装视频、国风舞等创新内容吸引，逐渐喜欢上
汉调桄桄。

“你们这帮娃娃一定要坚持传下去”“这是优秀
的汉中文化，不能丢了”……粉丝的积极互动和鼓
励，更加坚定了李雅芝直播的信心。为了让粉丝有
更好的观看体验，李雅芝买了声卡、直播架等设备，
针对外地粉丝听不懂地方词的问题，李雅芝购入了
一台投影仪展示唱词字幕，帮助更多人理解和欣赏
汉调桄桄。

为了让更多人走近汉调桄桄，李雅芝也紧跟流
行热点进行创作。把戏曲动作拆解成“变装挑战”、
让网友模仿“甩头杀”“回马枪”、给传统唱词配上流
行配乐、用戏曲妆拍“哪吒说唱”……“我们不是老
古董，戏曲也可以很潮——只要你看过我的直播
间。”李雅芝说。

除了线上展示，李雅芝也和其他演员一道到
各地进行惠民演出，有粉丝专程追到现场听戏，也有
观众意犹未尽，到线上搜索账号观看直播。

2021年起，汉调桄桄传承发展中心又“解锁”了
一个新板块——非遗进校园活动。每周，李雅芝和
同事都会去学校上社团课，教学生唱戏、表演。孩
子们常常将他们团团围住，问问题、要签名。“不是
年轻人不喜欢戏曲，只是他们以前接触得少。年轻
人喜欢，学生们爱学，这门艺术就不会丢。”赵红说。

在汉调桄桄传承发展中心，像李雅芝这样活跃
在互联网上的年轻演员还有 10余人。经过摸索，大
家逐渐了解了用户的喜好，并在视频和直播中做出
差异化——有的展示演前装扮、有的分享练功日常、
有的进行乐器表演……在汉调桄桄传承发展中心最
近组织的“桄”潮汉中秀直播活动中，中心官方矩阵
账号线上观看人数达 17万余人次。

“小众”的汉调桄桄，正被更多人看见。

■体育大世界■
2025世界青少年击剑锦标赛经过 9

天的激烈比拼，日前在江苏无锡太湖国
际博览中心落下帷幕。作为击剑项目最
高规格的世界青少年比赛，本次赛事共
有 101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余名运动员
参赛。中国队派出 44名运动员，参加了
少年组和青年组全部项目的比拼，共获
得 2 枚银牌和 4 枚铜牌。中国青少年击
剑队领队王峻燕表示：“从整体来看，我
们还是进步了，尤其是在团体项目和进
入前 8名的数量方面，反映出我们队伍建
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本次比赛中，中国队在三个剑种
上均有奖牌入账。进入新的奥运备战周
期以来，中国击剑队在三个项目培养和
挖掘青年运动员方面效果初显。佩剑项
目由小将潘其妙在两个组别的女子个人
赛中获得 1 枚铜牌和 1 枚银牌。饶雪怡
在青年组女子佩剑个人赛中获得第 7名，
王辰祎获得第 17名。少年组方面，周天
艺、朱然铃、吴嘉圣、王睿在赛场上也有
不俗发挥。

花剑项目的奖牌来自青年组男子团
体赛，吕惟乔、郭一凡、陈江河、刘子豪
表现可圈可点，特别是吕惟乔和郭一凡
表现出色，帮助中国队赢得团体铜牌。
个人赛方面郭一凡还收获青年组男子个

人赛第 6名，焦恩祺获得青年组女子个人赛第 8名，倪子煜获得
少年组男子个人第 16名，邹天一、练意锋、刘子豪、庄昕怡等人
在个人赛中也不乏亮眼表现。

重剑项目的奖牌也来自团体赛，李欣遥、倪琪瑶、江慧双和
谢雨晨齐心协力，结束了中国女子重剑队连续 9年未进世青赛
决赛的历史，最终中国队获得青年组女子重剑团体银牌。男子
团体赛中国队在 8进 4轮次不敌加拿大，最终收获第 7名。赵家
瑜在少年组女子个人赛获得第 8名。

年轻队员们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比赛前高烧不
退，赛前依靠退烧药勉强恢复。带病出征的小将潘其妙连续出
战三天，一剑一剑拼，甚至在遭遇有争议裁决并错失金牌后依然
能快速调整心态，乐观面对后续比赛。她表示：“我才十五岁，明
年还能参加，还有机会把它（金牌）争回来。”

小将郭一凡在青年组男子花剑团体赛中顶住压力帮助中国
队拿到团体铜牌，他兴奋地握拳怒吼，和队友们相拥而泣。“教练
安排我来打最后一局，是对我的信任，我要用行动来证明，这一
次我做到了！”

吕惟乔表现出色，为中国队夺得花剑青年组男子团体铜牌
立下大功。在半决赛中，吕惟乔最后一轮次登场前，中国队以 22
比 35落后，不服输的他在关键局中连得 14分的优异表现，为中
国队缩小分差。在铜牌争夺战中，第七局结束时中国队以 31比
35落后，吕惟乔单局再得 8分，把分差追到只差一分。下场时他
已有些站不稳，双手撑着膝盖仍在为队友加油。“我把每一场比
赛当作在这里的最后一场比赛来打，尤其是在落后时，我就只想
着一剑一剑拼。”吕惟乔表示。

青年组女重团体赛上，李欣遥拼尽全力，帮助中国队收获一
枚银牌。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她表示自己拼尽了全力，“希望
明年还能来，把奖牌换个颜色。”

自进入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以来，中国击剑协会积极组
织各年龄段选手集训，并向大众选手开放参赛通道，多次组织国
家队、国青队、国少队参加各类国际赛事，队员们在实战中得到
了锻炼。对于本次赛事，王峻燕认为从这些年轻选手的表现中
看到了中国击剑运动的希望和未来，虽有不足和遗憾，但只要继
续努力，持续为年轻选手创造机会，未来就值得更多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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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色中国》温情解码东方色谱
邱 伟

“这是献给我们眼睛的纪
录片，和美食一样是我们对感
官世界的探索，我们带着许多好
奇和疑问，走进了色彩的故事。
我们不是色彩专家，我们是学习
者，做完这季就像读完一本书。”
首档传统色彩人文纪录片《寻色中国》正
在腾讯视频播出，该片是纪录片制作人陈
晓卿团队继美食纪录片后的又一次全新
尝试，摄制组历时一年，跨越中国多个省
市及港澳台地区，运用先进影像技术记
录下诸多传统色彩技艺，为观众开启了
一场跨越千年的色彩发现之旅，也打开
了色彩这一人文纪录片的全新领域。

在中华文明的千年长卷中，每一抹传
统色彩都是解码东方美学的密钥，蕴藏着
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智慧与审美哲思，而如
今在化工颜色的冲击下，传统色彩已经接
近消失。《寻色中国》通过跨地域、跨文化
的色彩寻访，以独特的叙事手法、拍摄语
言及音乐设计，构建起一座连接传统与现
代的美学桥梁。

纪录片以六大主题色系构建叙事框
架，每集深入解读一种中国传统色彩的独
特文化内涵。“煌煌国色”展现帝王专属色
彩如何演变为民间纽带；“神颜莫测”揭示
中国人通过色彩与天地沟通的智慧；“她
的色号”打破刻板印象，探索女性与色彩
的深层联结；“我见青山”呈现自然色彩的
人文转化；“花花乡野”捕捉民间生活的鲜
活色彩；“奇色何寻”则探寻传统色谱中的
另类存在。

纪录片首播之后，网友把《寻色中国》
称作献给眼睛的色彩大餐，让传统色在纪
录片中“活”了过来：“看了才知道，苏州
的丝绸、景德镇的青花，都是传统色在现
代的变形记，它们没变，只是换了个方式
陪我们过日子。”“福州漆器的黑色完全颠

覆了我对‘黑’的认知，不是死板的黑，而
是透着红韵的温润，刷漆时的光泽流动像
在给器物穿一件会发光的衣裳，镜头拍得
太有质感了。”“特别喜欢镜头拍手艺人的
手，比如穿针引线、研磨钴料、调制漆色，
这些布满纹路的手和细腻的色彩放在一
起，突然觉得传统色的美不是高高在上
的，是带着人间烟火的摩挲感。”

《寻色中国》延续了陈晓卿自《舌尖上
的中国》以来形成的个人风格，依旧是极
具质感的精美影像和温情脉脉的人文叙
事，同时纪录片在形式上又有所创新，比
如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和片中动画、版式
设计的全新探索。制作团队以唯美的视
觉语言打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指南，同
时以现代科学视角重新诠释中国色，为观

众建立起色彩认知体系。
陈晓卿导演亲自上阵担任

《寻色中国》的配音旁白，他希
望纪录片聚焦中国传统色在历
史土层中的沉淀与当代焕新，能
激发更多人对这一文化瑰宝的

关注与热爱。作为曾成功打造多个美食
类纪录片 IP 的创作者，陈晓卿将美食与
色彩的文化属性类比，认为二者皆是连
接人与世界的感官窗口。《寻色中国》希
望用影像语言唤醒大众对传统美学的感
知，助力中国文化传播。

陈晓卿将自己的团队定位为“故事讲
述者”，旨在为色彩研究披上“故事的糖
衣”，让观众感知色彩与生活的关联。他
强调，纪录片通过沉浸式观看系统、戏剧
化表达及审美层面的严谨呈现，既吸引观
众眼球，又传递真实的色彩文化内涵。据
悉，《寻色中国》从立项之初即规划为三季
IP，有望为色彩
类纪录片开启
全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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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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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治
州
景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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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傣
历
新
年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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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泼
水

节
）
庆
祝
大
会
上
表
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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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

日
，在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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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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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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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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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傣
历
新
年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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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泼
水

节
）
文
艺
晚
会
上
表
演
。

4月13日，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人们参与传统龙舟表演赛。 新华社记者 高咏薇 摄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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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