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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观 点

科技手段在戏剧舞台艺术中
的应用，是一个老话题，同时也是
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代晓蓉借
用的“灵韵”概念，来自于法兰克福
学派代表人物瓦尔特·本雅明发表
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他
将传统艺术品中蕴藏的本真性和
个 体 化 的 艺 术 特 质 命 名 为“ 灵
韵”。本雅明的“灵韵”概念在AI创
作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在 AI
绘画、音乐生成和文本创作中，机
器不仅再现了人类艺术作品的形
式，甚至能创造出全新风格。虽然
这种快速和高效率令人欣喜，但也
引发了关于创作的独特性、心灵深
度及其文化价值的深刻思考。当
我们身处剧场，面对由 AI 创作的

“戏剧作品”时，是否还能感受到那
种不可替代的能量交换和情感共
鸣？这是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
同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代晓
蓉认为，今日AI科技的介入为当代
戏剧舞台艺术增添了新的科技“灵
韵”：有着源于人类又试图突破人
类自身限制的造物之“灵”。

代晓蓉认为，在某种程度上
说，AI 创意带有独特的人类“灵
韵”，而这“灵韵”之源正是质朴而
原始的人类审美，也是AI创造力的
源泉。一方面，AI介入舞台创作前
期策划，是对人类突破创作思维局
限的一种助力。“AIGC（人工智能
内容生产方式）通过对海量剧本进
行大数据归纳整理，按照预设风格
进行规模化、批量化剧本生产，创
作者可以在此基础上筛选优秀作
品进行二次创作。在这个过程中，
AI完成了繁琐的前期准备工作，帮
助艺术家节省时间和精力，回归艺
术创造的本源，专注于更具战略性

和创新性的工作。”
代晓蓉举例，2023 年，上海音

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院的品牌
音画艺术剧场“镜子里的风景——
人工·智能”，就尝试采用了 AIGC
为舞台作品量身设计视觉化表现
方式，以视觉联动听觉，在很大程
度上实现了对已有创作思维的突
破。例如：AIGC 可以根据设计师
的输入，生成逼真的布景草图和模

型；模拟不同光源和光线效果，自
动生成实现特定氛围和视觉效果
的灯光设计方案；通过分析音乐和
音效的结构，生成适合特定场景的
音效设计；通过给定的主题、时间
和地点生成服装设计草案，为设计
师提供灵感参考；帮助设计师快速
生成与剧本和场景相符的道具设
计；根据音乐和剧情自动生成舞蹈
动作，并通过机器学习，自主创作

新的舞蹈作品。“AI协同创新设计，
大胆而又谨慎地把控着AI技术的

‘友善边界’，它不仅集成了不同领
域的专业内容和AI能力，而且降低
了设计的专业门槛，让更多的人能
够参与设计创新，赋予设计更为丰
富的人类创造力。”

同时，随着AI的自主性、交互
性、适应性不断提升，AI打破传统
戏剧“场”的概念，实现了从策划筹

备、排练制作到合成演出的全程化
转变，舞台艺术也通过科技赋能不
断焕新。在舞台的表达形式上，AI
介入对舞台空间交互影像的动态
捕捉，实现了人类与剧场的交互。
舞蹈家黄豆豆在多媒体剧场作品

《镜·界》中“穿越时空”，与数字人
黄豆豆共舞；虚拟歌姬洛天依与戏
曲名家王珮瑜同台演绎；钢琴家和
机器人共奏《蓝色多瑙河》……展
演融合、沉浸式戏剧等，打破了传
统戏剧中“场”的概念，使创新设计
从个人化的艺术创作向着数据驱
动、协同共创的去中心范式转变，
为AI艺术的“灵韵”创设了新的表
现空间。走进“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众多旋转升降台勾勒出“幻
城”独特的建筑形态；在火车站剧
场，智能翻板配合机械麦穗吊杆呈
现波澜壮阔的滚滚麦浪；激光投影
在328米长的夯土墙上生动描绘出

《清 明 上 河 图》和《千 里 江 山
图》……这部剧综合运用全息投
影、智能交互、虚拟现实等先进技
术，观众“移步易景，转眼千年”。

当艺术与科技不断碰撞，并在
现代戏剧舞台缔造更多奇迹的同
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在算法中保
留即兴表演的鲜活、在虚拟空间中
存续剧场艺术的温度，在代晓蓉看
来，“虽然AI技术为现代戏剧舞台
增添了科技‘灵韵’，但它的立足点
在于‘协作’，它的着眼点和难点仍
然在于创作者本身对于工具的把
握，以及艺术理解力和批判思维能
力的提升。”在数字技术重构的艺
术生态中，守护戏剧本体的精神内
核。由此，才能在“人机协同”这一
技术理念的基础上，创造出彰显这
个时代人文“灵韵”的艺术作品。

当下，由艺术与数字技术共同书写

的变革，正在重新定义戏剧的时空边界

与美学形态，舞台之上的“科技与狠活”

层出不穷。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

高效；而戏剧让我们慢下来，去思考我

们究竟做了什么。如何让科技更好地

为戏剧服务，以及科技含量提升所带来

的戏剧舞台艺术生产模式、审美范式、

艺术观念等方面的深远变化，也需要更

加有效的回答。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

体艺术学院副院长代晓蓉教授分享了

自己的独到见解与深刻感悟，她认为，AI

时代的戏剧舞台空间是人类情感和想

象力与高科技融合的全新产物，它将人

类与AI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使舞台艺

术的创作思路更加开阔、表现形式更加

多样、创作风格更加突出，实现了AI技

术和现代戏剧舞台艺术的协同创新，

“更重要的是，‘人机’协作的目的不是

削弱‘人’，而是以科技的‘灵韵’丰富

人、滋养人、成就人，遵从内心的方向，

不断求新、求变，实现自我超越。”

AI使生活更高效 而戏剧让我们慢下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蕙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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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戏剧正从传统的镜
框式舞台转向全域覆盖的体验场域。一方
面，科技拓展舞台艺术的表达空间，形成新
的戏剧叙述方式，给观众带来全新的审美体
验和浓度更高的情感体验。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艺术学部主任贾力苈副教授表示，在
讲故事方面，戏剧向来是一门综合艺术，对
空间、技术与美学要素的跨界探索，推动着
中国戏剧不断提升传播力与吸引力。去年，
老舍戏剧节闭幕委约大戏《狼烟北平》中，即
时摄影与演员的现场表演共同构成繁复的
叙事过程；《乌鸦与麻雀》让影像与演员实现
多样配合；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在上
海的演出，同步在兰州、敦煌等 8 个城市开
启第二现场直播……这些尝试，都是值得关
注的科技对剧场叙事的参与。

尤其是国话的《受到召唤·敦煌》中，怒
目金刚在舞台上走下神台“开口说话”，壁画

《舍身饲虎图》以 AI 形式呈现出视觉奇观，
历朝历代的人们在历史的隧道里翩然走过，

飞天作为“乐神”与“歌神”的复合体在空中
飞旋，《受到召唤·敦煌》通过人工智能、影视
化、动画真人融合等高科技赋能舞台，带领
观众步入“戏剧元宇宙”。“科技与艺术的深
度融合将成为艺术创作的常态。我们以更
加现代的方式展现博大精深的敦煌艺术，同
时为戏剧拓宽艺术空间。当然，在科技与艺
术结合层面，我们会严格把握尺度，数字技
术并非只为吸引眼球，而是为了让观众更好
地沉浸在敦煌文化的戏剧空间，领略敦煌雄
浑厚重的历史底蕴。”田沁鑫说。

另一方面，科技推动文化和旅游走向
深度融合，不断催生出新场景、新模式、新
业态，新国风环境式戏剧、全新观念演出、
XR 数字戏剧、沉浸戏剧主题公园……“诗
和远方”产生了许多奇妙的化学反应。比
如2023年以来，上海、北京、成都、杭州等地
都在演艺新空间上发力。演艺新空间之

“新”，既是体验的新、场景的新、模式的新，
也是经营理念、创作方式、观众群体的新。

去年10月，“幾米绘本VR剧场：《我的世界
都是你》VR 戏剧体验”在成都东湖公园域
上和美先锋剧场启幕。在正式观看 VR 演
出前，观众会先经过剧场一楼的“沉浸式打
卡空间”，绘本中的原句被投影在地面、墙
面或长椅上，当幾米绘本里的那把伞来到
了现实，绘本中的故事720°展开在身畔，观
众在 VR 戏剧中体验到飞翔升起等新奇感
受。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人
潮涌动，观众可以浸没在演员中“身临其
境”，也可在迷宫般的城中游览“打卡”。
2024年以来，“幻城”演出逾万场，接待游客
超百万人次，同比均翻番，并带动了周边餐
饮、住宿、购物、娱乐等业态发展。

“戏剧发展的美学新变，从来不只关乎
或存在于戏剧之内。”贾力苈进一步表示，中
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必将面对一个时空观念
更加自由、情节更加浓缩、类型叙事更加成
熟、类型复合更加多样、媒介发展更加多元、
年轻一代成为消费主力、追求标新立异的观
演生态。当我们将故事讲什么和怎么讲的
问题，再次抛给中国戏剧与戏剧人，将会激
活更加多元的创作活力，持续输出更多的票
房爆点和文化热点吗？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和田沁鑫导演之前留下巨大回响的作
品《青蛇》《北京法源寺》《受到召唤·敦煌》一
样，《苏堤春晓》在各方面都延续了导演此前
的艺术探索，并且运用得越来越成熟、越来
越新颖。

“我们将写实与写意、传统与当代交融，
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意蕴时融入现代性表达，
在一物一景之间昭示文化自信与‘人民山
水’的美学意境，让千年北宋气质在新时代

‘流动’起来、传承下去，用中国戏剧艺术向
观众、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形象。”《苏堤春
晓》首演时，田沁鑫导演如是说。

舞台上，30 米青砖铺就的宋制地台随

光影流转，时而化作汴京宫阙的飞檐、时而
裂解为儋州茅屋的竹篱；10 余组全息纱幕
投影中，西湖烟雨与《寒食帖》的墨痕交融
晕染，将中式美学的写意推向极致。尤其
是剧中苏东坡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泛舟
湖上一场戏。空无一物的舞台上，多媒体
是孤舟一叶的意境，苏轼一个人拄杖上
台。舞台上的“舟”，是两个演员用一个类
似于船舷的木条，纯以演员和道具之间的
配合，以人的身体为表演介质展现。对于
看戏曲的观众，这是异常亲切的场景。苏
轼独卧孤舟，王安石、司马光和苏轼妻子、
书童渐次上场，短短一场戏，苏轼跨越多个

维度时空，和梦境中人交流、和现实中人交
流、和观众交流、和自己交流。这明明是苏
轼平生落魄悲怆的一幕，却被演得哀而不
伤，甚至妙趣横生。田沁鑫说，人人都爱的
苏大人，在剧中是自由的。他纵横天地，跨
越古今，出世入世，皆在一瞬。他演绎着历
史中的自己，却又能跳出历史看到自己。
猛然出现的保温杯，“一把手不好当”的感
慨，有人觉得出戏，有人爱这跳脱。但无
疑，这都是独属于戏剧舞台的自由。

“这种自由，是演员之幸，创作者之
幸，亦是走进剧场的观众，可以珍惜之
幸。”媒体人潘妤感叹，寻求传统和当代的
共振，接通历史和当下，能让今人感受古
人的精神连接。这是剧场艺术在当下最
为“难能”的体验，也是在当代最为可贵和
高难的实践。

寻求传统和当代的共振

探索空间、技术与美学的融合

观众借助VR设备沉浸式体验幾米绘本

话剧《苏堤春晓》10余组全息纱幕投影，将中式美学的写意推向极致。

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有一句话：
“仅仅一天，心灵便可造出五湖四海，有些
从未踏出出生之地的人早已游遍了世
界。”对不少观众来说，走进剧场或者这样
一个沉浸式演艺空间的时候，就是在经历
这样一个过程。

近年来，“沉浸”的热度一直没有降低
过。

《2024 中国沉浸产业发展白皮书》显
示，沉浸式演艺演出的市场规模在2023年
达到53亿元，2024年扩大到80亿元，年轻
人是沉浸式戏剧消费的“主力军”。数据还
显示，以沉浸式实景娱乐、沉浸式演艺、沉
浸式新媒体艺术等最为常见。发展最快、
最亮眼的要数沉浸式演艺了，以沉浸式戏
剧和沉浸式旅游演艺最具代表性。从上海
的《不眠之夜》到北京的《边城》，从山西的
《又见平遥》到贵州的《天酿》，从湖南的《恰
同学少年》到湖北的《知音号》……文化和
旅游部 2023 年公布的沉浸式演艺案例，
2024 年多数依然具有示范作用：《又见平
遥》2024年暑期观众超10万人次，平均上
座率近98%；《天酿》在茅台镇的山水中为
各地游客持续讲述千年酱香文化；《寻梦牡
丹亭》穿越时空展现着汤显祖故乡抚州文
昌里的文化积淀……

沉浸消费市场最为成熟的城市是上海、
北京、成都，在这3个城市，消费者对于沉浸
体验的认知度和消费意愿远胜其他城市和
地区。艺术节策展人水晶见证了“沉浸式演
艺”这些年的突飞猛进。她分析，沉浸式给
整个演艺市场带来了消费新动能。我们可
以来看一下客单价，2023年整个沉浸式体
验消费市场的平均客单价是219元，如果有
餐饮套餐价格还会更高。2024年7月《不眠
之夜》工作日全场是890元，周末场是990
元，仍然是中国整个沉浸式演艺的领军剧
目。《SAGA光明之城》单人普通票价368元，
体验时长90分钟，《新世界庄园》普通票价
790元，而北京环球影城的旺季成人票价也
才638元。

水晶认为，在文旅商体展结合这样一个
大背景之下，沉浸式演艺是有非常大的发展
空间。对于传统舞台之外的观众和游客而
言，一个城市最大的吸引力是在于它的丰富
性和多元性，只有足够丰富和足够多元之
后，不同的人来到这儿才能选择到他想要的
东西，而新空间、沉浸式也算是舞台新质生
产力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中国旅游
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柏
建议，对城市而言，演出不应仅仅停留在产
品是否火爆本身，而应把它当作人们延伸城
市认知的机会，充分发挥其宣传引导效应，
更好地实现、提升城市的商业价值。

沉浸
将激活城市的更多可能

踏入“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你就仿佛置身于一座
由戏剧构筑的梦境之城。

4月 2日晚，国家

话剧院话剧《苏堤春

晓》在成都的5场演出

徐徐落幕。场场爆满

的《苏堤春晓》无疑是

自带“流量密码”的作

品。这种流量来自于

苏轼、来自于导演田沁

鑫、来自于主演辛柏

青、来自于国话出品，

也来自于中华文化和

中华美学的当代复兴。

针对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健全文

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

系，加快发展新型文化

业态”的政策举措，《苏

堤春晓》2日晚在演出

的同时，还在北京、杭

州等10余个城市剧场

开启了数字演艺“第二

现场”的演出，“即时拍

摄、实时剪辑、瞬时投

屏”技术日臻完善，“第

二现场”座无虚席，观

众直呼“辛柏青的眼泪

看得真真切切”。

刚刚过去的 3 月

27 日 ，是 世 界 戏 剧

日。在新技术、新形

式、新空间助推下，中

国戏剧围绕“如何讲好

本土故事”，渐趋形成

充满生命力的多元格

局。那么，如何在数字

技术、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的当下，重构戏剧艺

术的独特魅力，选取属

于剧场的、关注现实的

独到视角，构建观众对

创新观演形态的审美

兴趣与期待，为年轻受

众提供难忘的剧场体

验，值得持续关注、深

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