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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结合裸眼 3D 多媒

体技术，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千年前的故事现场，

与演员零距离互动，体验戏剧的沉浸感……

长沙首部长档期驻演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

《新刘海砍樵》于 4 月 20 日预演以来，场场爆满，

且每场观众大多是年轻人。古老的湖湘故事在现

代剧场中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新刘海砍樵》为传

统戏曲的现代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丰厚的戏曲土壤

随着国潮风尚在年轻受众中的逐步兴起，

在 经 典 作 品 中 融 入 传 统 文 化 或 者 戏 曲 文 化 元

素，也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进行创新表

达的一种优选。2023 年，越剧《新龙门客栈》和主

演陈丽君频繁登上各大中文社媒的热点榜，在

全网掀起了戏曲复古风潮，吸引众多年轻观众

走入剧场。

大数据显示，湖南紧随广东，高居“全国戏迷

最多的地方”第二位，而越剧《新龙门客栈》的产

地浙江位居第四。“湖南有极其丰厚的戏曲土壤，

潜力巨大，这也成为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

海砍樵》进行创制的基础。”《新刘海砍樵》剧组总

策划、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党委书记、院

长陈争光说。

“胡大姐你随着我来走啰，海哥哥你带路往

前行哪……”深深植根湖湘文化的花鼓戏《刘海

砍樵》，天然具有传播优势。《刘海砍樵》的故事源

自湖南民间传说，讲述了青年樵夫刘海与狐仙九

妹胡秀英之间的一段凄美爱情，早已成为湖湘戏

曲文化的名片符号。《新刘海砍樵》通过现代舞台

技术和艺术手法，将这个古老的故事重新演绎，

经典的东方爱情故事焕发了新的生机。

用技术重塑艺术

作家汪曾祺曾说：“所有的戏曲都应该是现

代戏……都应该具有当代的思想，符合现代的审

美观点，用现代的方法创作，使人对当代生活中

的问题进行思考。”与思想主题方面的布局谋划

相比，表现形式的变化往往更容易被观众直观感

知。

历时两年精心筹划，作品在保留传统花鼓戏

精髓的同时，融入了现代音乐剧、多媒体技术等

元素，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除了视觉上的

震撼，通过先进的音响技术和空间音效设计，观

众可以感受到音符的跳动、动作的细微变化，仿

佛置身于故事之中，与主人公一同经历情感的起

伏。这种观演模式的创新，正是对年轻观众求新

求变心理的精准把握。

著名花鼓戏表演艺术家刘赵黔观看过后，称

“花鼓戏吊威亚是头一次，特别震撼”，用现代的

语言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用科技的手段增强

了戏剧的沉浸感，用创新的思维拓宽了传统戏剧

的发展空间。

此外，电影及服化道加持，花鼓戏、湘绣、织

锦、竹编湖湘非遗文化情景融入，《新刘海砍樵》

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部戏剧作品的魅力，也是对

湖湘文化的一次深度挖掘与艺术重塑。

古老剧种与新媒体的碰撞

早在 4 月，长沙一江两岸“刘海 秀英”巨幅

喜帖灯光秀，冲上抖音和微博同城热搜榜。目前，

该剧售卖渠道以线上为主，线下购买为辅，并正

在开通抖音、小红书等社交账号，推动票房营收。

《新刘海砍樵》由一台好戏长沙公司团队负

责后期运营。“一台好戏”是越剧《新龙门客栈》的

出品方之一，目前，《新龙门客栈》在杭州累计演

出 188 场，场场爆满、口碑爆棚，票房破千万，微博

相关热度讨论破亿。有了前期成功的运营经验的

积累，作为同样是“新国风”系列的演出，此次《新

刘海砍樵》运营思路上显然也有新的思路。

“戏曲艺术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实现戏曲的

传承发展，与时俱进是必不可少的。”陈争光表

示，“古老剧种与新媒体的碰撞，引发年轻人对传

统文化的关注，为花鼓戏赢得更多流量，让更多

年轻人乐意走进剧场。”

听朋友说，益阳桃江《竹海幻境》沉浸式楚风

美学剧场决心打造“中国首个以《楚辞》为价值表

达的风雅美学近郊微旅新样式”。我对文旅文艺

产品很少接触，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我对湖

南所有与屈原有关的文艺作品都有着强烈的兴

趣。因为，这首先意味着对湖南文化基因和根性

传统的尊重、接续和传扬。

又想起了屈原。这真是好事、妙事、要事、大

事。

天佑湖南，赐给湖南许多人杰。屈原在湖南

殉道，许多人似乎并不以为是多大的事；杜甫漂

泊湖南死后葬于斯地，知者甚少，很多人即使知

之亦不以为然；陶侃、胡安国父子、张栻等等为湖

南和中国文化做出重大贡献而长眠在湖南的人

亦如此。说起来，在历史上，曾来湖南为湖南历史

文化、为中国思想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很多

都并不是湖南人。屈原、贾谊、张仲景、陶侃、元

结、李泌、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

休、胡安国父子、张栻、朱熹、辛弃疾、蔡元定、魏

了翁、王阳明、湛若水……这份名单可以开列得

很长很长。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源头，是屈原。

屈原是天赐湖南的精神元勋。是他，为湖南

及中国赋予了文化的元神。

他在湖南的追寻，他的搔首问天，他以“香草

美人”寄托象征的高洁心志、理想品操，他的“怀

情抱质”“定心广志”，他在湖南怀必死之志抱石

自沉，都是一种以身作则的心灵自修与实践，是

一种身心的殉道，是对后世的精神开示，是湖南

人精神性格与文化道统的发端，更是中国文人理

想品格与精神意境的标高。

屈原的“问天”，开创了中国人对“我是谁，我

从何而来，我往何处去”的逼问，成为从美学意境

升华至哲学境界的绝顶高峰之一。

屈原的“香草美人”成为中国文化、文化人精

神修养的基础意象，更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

母题。

多年前，我为报社湖南历史文化系列报道

“根与源”的屈原专题写过一篇导语《原创的屈

原 湖湘的屈原》。似乎至今也没过时，这里不妨

“炒一炒剩饭”——

湖南之文化史，源流深远，然三代之世、炎帝

舜皇之圣迹等等，皆传说多而难于实考。自古生

活于三湘之地而对中国历史文化直接影响至大

者，首推屈原。

古往今来，对屈原的赞誉夥矣。但许多时候，

他也成了历代统治者和御用文人们别有用心树

立的“榜样”，他们将屈原塑造成了高大全的“忠

君爱国”人物，为他们的现实需要服务。而在我看

来 ，屈 原 本 质 上 其 实 就 是 当 时 的 一 个“ 文 化 疯

子”。

一位真正纯粹的诗人，他在凡俗生活中一定

会有某种“疯态”的。

屈原的独立不迁、高贵自洁，他的坚忍决绝、

忧患意识，乃至他的投江自沉，无不出之于一种

源于尘世生活却又超越尘世生活的伟大的诗意

品格，这品格里有大悲痛、大欢喜、大超然，这品

格是南方湖湘大地山水花草孕育生长出来的。

因此，屈原是原创性的。他开创了中国文化、

文学中特别重要、特别珍贵的一条长河，后世的

李杜、苏辛等等，无不是这条长河的继续伸展或

支脉。

屈原是原创的，他开创的文化源流与代表中

原温柔敦厚儒家诗教的“诗经”传统迥异。他为后

世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志洁行廉、正道直行、任

情挥洒的心灵准则。

我们为屈原在湖湘大地上开创了这条历史

文化长河而骄傲。但世人多论及屈原与中国文

化、中国文学的关系，却很少言说屈原与湖湘文

化及湘人性格特征之关联。

其实，湘人文化品格和性格中的忧国忧民、

义无反顾、霸蛮敢死，同时又文情激扬、草根气十

足等等，无不可以在屈原那里找到鲜明的、遥远

而深长的呼应。

屈原将他的足迹、他的诗篇、他的灵魂、他的

一切都永远地留在了湖湘大地的山水之间，化

育、养护着后世的文脉人心。能不能背诵他的诗

句其实并不重要，只要他曾经咏吟过、抚摸过并

永远化身其间的这山这水这花这草还在，他，就

永远在我们中间。我们喝这水，他就在我们的血

液中；我们嗅这花，他就在这芬芳里……

因此，益阳桃江《竹海幻境》是值得期待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对屈原的回想、追寻、承继、思考。

《竹海幻境》旨在用“香草美人”的理想世界全新定

义“桃花江是美人窝”，将“竹海”打造成为一个“上

天为求索者安排的心灵驿站”，打造成为治疗“城

市病”的一剂良方，用裸眼 3D 打造一个楚辞元宇

宙，用意是好的。至于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到位、

韵味？我们且拭目以待。

5 月 28 日，首部以“纸圣”蔡伦为原型的大

型古装院线电影《蔡伦传奇》在蔡伦的故乡耒阳

市举行首映式。该片同日在全国正式上映。这部

电影根据小说《蔡伦轶事》改编，由黄震执导，国

家一级演员许文广、其子许金言共同演绎蔡伦

的传奇一生。

东汉汉明帝永平末年，出生在桂阳郡耒阳

县的蔡伦入宫为宦官。他好学上进，至汉和帝

时，由小黄门升任中常侍；后兼任管理皇宫工场

的尚方令。东汉朝廷兴太学、尚教化，百姓渴求

经书典籍，蔡伦自告奋勇向朝廷提出要发明新

的书写材料。在发明纸的过程中，他刻苦钻研，

孜 孜 不 倦 。史 籍 记 载 他“ 每 至 休 沐 ，辄 闭 门 绝

宾，暴体田野”，常常在休假时间深入乡村民间

或工场作坊，探索改进造纸工艺与方法。经过反

复实验，他以树皮、嫩竹、麻头、破布、旧渔网为

原料，再通过制浆、凝结成片等技术手段，终于

在公元 105 年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张价廉质优便

用的植物纤维纸——“蔡侯纸”。

纸的生产过程既是一种物理变化，又是一

种化学变化。因为在制纸最关键环节制浆过程

中加上烧碱使其发生了化学反应、在漂白过程

中调节了酸碱度。所以，纸的发明是人类改造自

然的一次伟大实践。蔡伦还打造出了当时处于

全国最高水平“莫不精工坚密”的刀剑及箭、弓

弩等器械，其制造技术为后世所效法。

矛盾冲突是构成影视作品吸引力和张力的

关键。影片开始不久，蔡伦便陷入了窦皇后、宋

贵人与太子刘庆的矛盾漩涡；同时又与权宦中

常侍邓众在应对这一生死攸关问题在策略上产

生严重分歧。蔡伦与周章同赴地方为朝廷征集

竹简，又陷入了朝廷对竹简的急需与因旱灾竹

子减少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矛盾。在造纸过程中，

蔡伦与周章发生了严重的情感冲突。正是在这

些矛盾的解决之中，影片塑造了蔡伦有血有肉

的形象，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也为故事带来了

许多转折和变化，扣人心弦。

同时，影片讴歌了蔡伦造纸对人类文明进

步的伟大贡献，彰显了文化自信。在蔡伦发明

造纸术之前，华夏先民只能以竹木制的简牍、

缣帛承载文字，但简牍笨重，既不便书写又不

便携带，缣帛绢帛价格非常昂贵。书写材料的

不足严重限制了文化的传播。蔡伦的造纸术开

启了人类文明史上书写载体的革命，也为我国

后来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从公元 5 世纪

开始，造纸术依次传到了朝鲜、日本、中亚、西

亚、北非等地。

公元 11 世纪，蔡伦的造纸术通过丝绸之路

传到欧洲，使欧洲书籍报刊可以大量自由出版，

为“文艺复兴”创造了条件。英国著名学者韦尔

斯在名著《世界史纲》中说：“纸使欧洲的复兴成

为可能也并非过分，纸起源于中国”。《蔡伦传

奇》的上映，能让世界充分了解中华文明对世界

文明作出的这一伟大贡献。

又想起了屈原
龚旭东

春末夏初，《繁花五月》民族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

成功上演。

《繁花五月》是湖南民族乐团“雅韵三湘·音乐经

典”2024 湖南音乐季中第一场，湖南民族乐团盛邀青

年指挥家、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师马帅担任指挥，

联袂湖南民乐团阮声部首席演奏家戴依琪、女声演唱

家莫娟娟、首席二胡青年演奏家黄硕、青年古筝演奏

家陈卉为星城观众带来艺术盛宴。整场音乐会作品形

式丰富，既有传统的关照亦有当代的展望，以乐团独

有的朝气与热情为湖湘地区音乐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该场音乐会是湖南民乐音乐季的首次亮相，不仅是该

音乐季中极具分量的一场演出盛会，更展现出湖湘地

区民族管弦乐团的青春力量。

本场音乐会的选曲无不体现春日蓬勃生发的气

息。

《青青思念》作者受《诗经·郑风》中《子衿》所启

发，表现了春夏交替之际，大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的

春日氛围。本次《青青思念》由湖南民乐团带来全然不

同的演绎，音乐会选择该曲作为开场，指挥马帅在欢

乐的快板与抒情的慢板中灵活切换，为演出拉开了浪

漫的序幕。

民族管弦乐作品《抒情变奏曲》第三章以慷慨激

昂和乐观向上的情绪为主，间以幽默、风趣等多种趣

味和形象的交替，音乐表情与风格的综合性较强。作

曲家巧妙地将现代作曲技术与汉族和西北、西南少数

民族歌舞丰富的旋律和节奏因素融合在一起，从而多

样化地展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风貌。

作为湖南本土乐团，湖南民乐团以独特视角演绎

人类的喜怒哀乐情感，为湖南乐友带来了新鲜的听觉

体验。

《幽远的歌声》《丝绸之路》具有强烈而浓郁的西

域风格，深刻体现了作曲家对西北地区汉族与各少数

民族民间音乐特征与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熟知，更在

民族管弦乐队编配以及传统音乐语汇方面展露其运

用得当、宜静宜动、收放自如的卓越能力。

《龙腾虎跃》是中国锣鼓乐的经典名曲，乐曲主题

以浙东锣鼓《龙头龙尾》的音调为素材加工而成。作者

以独特的构思，巧妙地选用鼓乐合奏的新形式，谱写

了鼓群表演的长大段落。其中领奏与合奏相间，以及

各种不同鼓的音色和节奏的多样组合，经过富有激情

的演奏，渲染了气势壮阔的群众欢腾场面。

此次“繁花五月”民族音乐会，创新性地将中阮、

女声、二胡、古筝、中国鼓与民乐队相结合，让乐迷们

既听到民乐团强大的音乐力量和丰富多彩的音色，也

欣赏到独奏乐器和女声独唱的卓越技巧和情感表达，

两者开展平等对话，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将传统乐器

从乐团合奏中释放出来，充分彰显民族器乐形式多

样、舞台表现力强的特点。

《芙蓉花韵》赞颂湖湘大地的文化精神，将富有乡土

气息的湖南花鼓音乐元素凸显得愈发艺术化。乐曲在二

胡独奏中进行意境的渲染，乐队由弱渐强的音响喻示着

不断涌动的生机。这种由远及近、由松到紧的艺术张力

来源于作曲家的一度创作，更得益于二胡演奏家二度创

作中对旋律变化的把握和艺术意蕴的智慧考量。

《踏莎行·春咏》取材宋朝文人欧阳修著名的四首

《踏莎行·春咏》，由惜春时短、伤春柔弱、叹春迷人、赞

春绚烂，延展出欧阳修由春及人、由人及外的豁然心

境。作曲家以古筝与乐队的大跨度张力性音响写作手

法，将这四首《踏莎行》的本意用音乐形式做出了既柔

且厚的极致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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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杂谈

音乐咖啡

影视观察

一部造纸传奇
彭崇谷

《新刘海砍樵》：用技术重塑新时代戏曲
苏永生

粉墨登场

《新刘海砍樵》剧照。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新刘海砍樵》剧照。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竹海幻境》剧照。 通讯员 摄

《蔡伦传奇》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