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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强

民族歌剧《沂蒙山》自2018年12月19日在
济南成功首演后，便以其深厚的精神意蕴、大
气悲壮的史诗风格、艺术家精彩绝伦的唱功、
创新的艺术形式、美轮美奂的舞美，引发强烈
社会反响。近日，这部民族歌剧被拍摄成歌剧
电影《沂蒙山》在全国公映，呈现出从舞台艺
术到电影艺术跨媒介改编后崭新的美学特色及
独特的艺术魅力。

歌剧电影是舞台艺术与现代电影技术深度
融合的结晶，以电影为载体进行展现，极大颠
覆了传统意义上歌剧欣赏的模式，实现了歌剧
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的双重革新。歌剧电影
《沂蒙山》便充分体现了歌剧跨媒介改编与传
播后的艺术魅力。

更有利于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

歌剧电影以摄影为核心，以镜头为单位，
摄影机的参与代替了观众的视点，从而打破舞
台艺术单一视点限制，以丰富多元的景别和镜
头视点更好地完成了叙事，并达到对人物立
体、完整的塑造。

如王丽达饰演的女主角海棠，作为贯穿全
剧的核心人物，先后经历了新婚、虽不舍但依
然深明大义送丈夫参军、义无反顾承担夏荷托
孤重任、为掩护夏荷遗孤沂蒙而牺牲自己亲骨
肉、最后得知丈夫早已牺牲的噩耗等跌宕起伏
的剧情，这样一位敢爱敢恨、无私奉献的沂蒙

母亲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得益于王丽达炉火
纯青的演技与唱功，电影化叙事更可谓功不可
没。不管是得知丈夫要参军时的那份担忧与不
舍，还是在夏荷托孤时的那份悲痛与无奈，抑
或思念丈夫时的那份深情与柔情，还是以牺牲
儿子来换取沂蒙的安危时的那份痛苦与决绝，
都在近景、特写等景别下得到更为淋漓尽致的
呈现，收到了远比单一视点、单一景别的舞台
艺术更好的艺术效果。

马尔丹曾说：“特写是电影具有的最奥妙
的独特表现之一。”“最能有力地展示一部影
片的心理和戏剧含义的是人脸的特写镜头，而
这种镜头也是电影最基本的、最终的也是最有
价值的体现。”歌剧电影《沂蒙山》正是借助
各种景别尤其是特写景别的使用，不仅打破了
舞台艺术视点和景别的单一性、局限性，而且
极大参与了叙事、使人物形象更为鲜活立体，
有利于主题的传达和深化。

拓展了舞台时空

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

鲁·爱因汉姆曾在《电影作为艺术》一文
中写道：“电影在时间与空间方面所享有的自
由远比戏剧大。”欧·帕诺夫斯基在《电影的
风格与表现手段》中也强调过电影时空之于电
影的重要意义：“对电影的无与伦比的特殊潜
力，可以作这样的解说：它是空间的动力化，
从而也可以说是时间的空间化。”

歌剧《沂蒙山》体量大、题材厚重、事件
复杂，较之其他歌剧，其戏剧空间已经非常丰
富复杂，巨大的山体舞美设计在六幕戏中有着
三十六次的不同旋转，转换多、频率快，在同
类歌剧中实属翘楚。但该歌剧经过跨媒介改编
为歌剧电影后，导演更是充分借助推拉摇移跟

等运动镜头与多样化剪辑手段营造出更为复杂
立体的银幕时空，极大拓展了歌剧艺术原本有
些单一僵化封闭的戏剧空间，呈现出立体多样
的戏剧环境和密不透风的戏剧节奏，让剧情更
加张弛有度、扣人心弦。

如日本鬼子押解福顺逼迫洞内老百姓交出
藏匿的八路军时，导演便采用平行蒙太奇剪辑
手法，将镜头在洞内和洞外两个空间交替剪
辑，以全知视点交替呈现两个空间各自事件的
发展，打破了舞台洞内洞外空间的限制，制造
了强烈的戏剧悬念，形成了镜头内部张力。

再如在海棠支前休憩时梦到丈夫林生，导
演便采用了类似心理蒙太奇的闪回手法，让夫
妻二人在梦境中重逢、互诉衷肠，刻画了沂蒙
人民儿女情长的人情人性之美，突破了舞台艺
术演出空间单一限制，实现了现实与梦境、真
实与虚构的多重时空的融合。

音乐与电影完美融合

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说：“电影把绘画
与戏剧、音乐与雕刻、建筑与舞蹈、风景与人
物、视觉形象与发声语言联结成统一的整
体。”而电影和歌剧同属于综合艺术，都呈现
出文学与戏剧、音乐、舞蹈、美术联姻后的艺
术效果，歌剧电影《沂蒙山》更是实现了叙
事、表演、音乐艺术与电影的完美融合。

《沂蒙山》是地道的原创民族歌剧，歌剧
的核心是音乐，这部歌剧的音乐拥有独特的气
质，作曲家栾凯将古典西洋乐、当代流行音
乐、中国戏曲和山东民间小调的元素完美融
合，大气、抒情、浪漫，同时洋气中又透着山
东味儿。

该剧唱段多、演唱形式丰富，且极富山东
地域特色。全片共有四十个唱段，演唱形式涵

盖了男女独唱、对唱、二重唱、四重唱、混声
合唱等，形式丰富多彩。作曲吸纳大量山东地
域元素进行艺术再造，耳熟能详的《沂蒙山小
调》与全剧音乐的完美融合使该作品呈现出了
浓郁的山东地域特色。将民族乐器竹笛、唢
呐、琵琶、坠琴等融入伴奏乐队，有着鲜明的
齐鲁风格和齐鲁气派。同时又大胆借用音乐剧
的表现手法，这种音乐的处理使咏叹调、宣叙
调、重唱衔接更加自然，具备了推动剧情的功
能性，并让剧情更加流畅。在唱法上则将美声
唱法、民族唱法有机混用，使作品呈现出别样
的音乐体验。而这一切借助电影这一艺术载
体，通过不同景别不同取景角度的镜头运用，
通过综合运动镜头的使用，通过镜头的组合剪
辑，通过导演对声画关系的处理，都使该剧的
音乐魅力得到充分彰显，实现了声画的完美融
合与统一。

民族歌剧《沂蒙山》是一部弘扬中华民族
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展现人民与
军队“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深刻内涵的精品
力作。而这部由山东影视制作股份有限公司出
品的歌剧电影《沂蒙山》，不仅使作品呈现出
崭新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效果，而且为民族歌剧
在新时代如何借助新媒体实现传承、创新和发
展作出了有益探索，开创了民族歌剧发展的新
思路。作为文化实践和文化再创造的手段，艺
术经典的跨媒介改编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文化意
义。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重
要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手段，也是挑战和激发
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手段，亦是作品解
读、阐释与评论、传播的一种独特方式。愿歌
剧《沂蒙山》借助电影的跨媒介传播，跨越千
山万水，直抵观众内心，更好地“讲好中国故
事”。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

从歌剧《沂蒙山》到电影《沂蒙山》

一次成功的跨媒介传播

□ 本报记者 徐晨

戴着老花镜在桌前练习书法、穿着艳丽
飘逸的衣裙在广场上舞动、推着小推车穿梭
在菜市场讨价还价、灶台前忙碌——— 在我们
大多数人的脑海中，老年人都应该过着与互
联网和网络小说“绝缘”的生活。当我们看
到捧着手机痴迷于总裁文、每天按时开直播
的老年人，总觉得空气中飘浮着超出想象的
违和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调查和报道将老年
人真实的精神世界还原到桌面上来。老年人
的生活，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也提
醒全社会，到了改变对老年人“刻板印象”
的时候了。

老年人也爱总裁文？

“女人，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三少，找到少奶奶了，她带了一对双胞胎
回国来了。”“三分钟内，我要她的全部资
料。”——— 这些熟悉成“梗”的台词，被认
为是总裁文的代表性语录。

总裁文，一种充分洞悉年轻女性对爱情
和生活充满幻想特质的言情小说类型。通过
打造或腹黑、或冷漠、或霸道等具备个性而
又完美到无可挑剔的男主，营造或甜宠、或
虐心、或反转的故事情节，俘获了一众年轻
女性的芳心。除了总裁文，穿越、修仙、重

生等也是近年来极受欢迎的网络言情
小说题材。此类网络小说的

情节、对白通常

都与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反差，通过满足读者
的幻想，从而吸引他们心向往之。

出乎意料的是，现实生活中沉迷于网络
言情小说的，并不只有年轻女性群体，还有
老年群体：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显示，在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群体中，
60周岁及以上人群占比逐年稳步增长；《掌
阅2019年度数字阅读报告》显示，60岁以上
的银发族虽然在用户规模上无法与新生代匹
敌，但人均互动次数和打赏月票数远超其他
年龄用户，具有强劲的潜力。北京大学中文
系在2020年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细致梳理
了不同代际的读者群对不同的题材、情节、
人设的偏好度，并得出了一幅“代际肖像
画”，60岁以上读者偏好现代言情、重生、
兵王等类型。

两位直播网购“达人”

如果说老年人迷网文尚算是“中规中
矩”的话，那像直播、网购等更新潮的“玩
法”，也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参
与。

“各位亲中午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
间。”午饭后，65岁的海叔架好了手机架，
花半天时间摆弄好儿子刚给买来的声卡，打
开直播软件上线与粉丝见面。

直播间里的20位粉丝，多是海叔的亲
朋，但他仍然像站在舞台中央那样饱含激情
地献唱，时不时还与直播间的粉丝互动。或
许是因为海叔的歌喉的确出众，或许是他的
开朗感染了大家，抑或是亲朋好友出于对海
叔的支持，20位粉丝一直不停地刷着爱心和
礼物。

“谢谢各位亲的热情支持。接下来，我
再为大家献上一首《你是我梦里醒不了的
梦》。”看着屏幕上令人眼花的互动反馈，

海叔越发地起劲儿，一口气儿唱了五六首拿
手曲目。唱了一个多小时后，海叔才意犹未
尽地结束了直播。

海叔迷上直播是今年年初的事儿。他有
一家自己的小工厂，近年来厂里生意不景
气，他也用不着总在厂里盯着，突然闲下来
就想找点事情做，由于疫情隔离政策和工作
原因，今年春节儿子一家回家团圆的愿望也
落空了。为了打发漫长的空闲时间，海叔和
妻子开始在手机上找乐子。

“现在挺多人都开直播，你唱歌这么好
不试试？”妻子的一句话，开启了海叔的直
播之路。如今，海叔在手机上直播，一旁的
妻子就捧着手机盯着互动，在他无暇回应粉
丝评论的时候提示一下，直播完了还会给海
叔一些建议。

“直播不到一个月，我就赚了100多块
呢！”谈起直播成绩，海叔语气中透着欣喜
和骄傲。现在，海叔的直播设备越发齐全，
钻研直播“吸粉”技巧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直播俨然已从打发时间的爱好变成了令他痴
迷的副业。

手机屏幕的另一端，62的沈阿姨刚刚起
床就开始了“冲浪”的一天。沈阿姨的早
安，从购物直播开始。

两年前，沈阿姨从工作了半辈子的化工
厂退休，突然的悠闲让沈阿姨手足无措。
“以前在厂里，我是算账最快的会计和业绩
最好的业务员。有时整个厂一大半的订单都
是我跑来的，整个厂的工人都等着我跑订单
回去发工资。”对比之下，最初的退休生活
在她看来有些浑浑噩噩。

后来，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沈阿姨把网
上冲浪当作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观看购物
直播时，沈阿姨并不会盲目购买，而是经过
充分对比和计算后挑选出几家物美价廉的店
铺，自己购物的同时也会分享给朋友和小辈
儿。即使是面对不熟悉的人，沈阿姨分享起
网购经验也总是滔滔不绝。渐渐地，她变成
了大家眼中的“种草达人”，曾经的成就感
再次回到她身边。

像海叔沈阿姨这样介入网络、有着令人
惊喜的新潮爱好和行为的老年人，不在少
数。据《2021年中国银发经济洞察报告》，
我国60岁以上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超6000
万，他们之中居住在二线及以上城市的那部
分人的手机“冲浪”TGI值高于100（关注
度高于整体水平）。这意味着，老年群体与
互联网结缘的深度，显然已经超出了我们想
象。

改变“刻板印象”

互联网给老年群体带来的改变，让“刻板
印象”这一社会心理学命题被提上了桌面。

所谓“刻板印象”，即社会共识对群体
人的行为模式进行总结，并描摹出的“标
准”形象，从而构成了社会整体对这一群体
抱有的固定思维。

“刻板印象”往往不以直接经验为依
据，也不以事实材料为基础，更不考虑个体
的差异，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些固定的
看法。当我们缺少深入了解时，“刻板印
象”就成为我们对某一群体乃至其中个体的
认知。在不同性别、地域、职业等群体标签
之下，个体之间的差异被忽略，从而被赋予
了同样的期待或概括。久而久之，女孩比男
孩要听话、山东人都吃煎饼卷大葱……一系
列固定统一的特质构成了我们脑海里的女
孩、山东人。

从当前看，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
象”也是同样粗暴笼统。此前，学者施密
特、博兰德与翰马特等人在研究中发现，社
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涵盖了孤独感、迟
钝、固执保守、唠叨、爱管闲事等多项特征。同
样，老年群体就应该过花鸟鱼虫、含饴弄孙的
生活，也是我们通常对当前老年群体的“刻
板印象”。

而当前互联网的出现，对老年人的重新
塑造已经不可逆转：网络小说，直播、网购、短
视频等娱乐化应用与老年群体的相遇，如同
一场必然发生而且效果惊人的化学反应。正
因如此，当“海叔们”和“沈阿姨们”表现出自
我娱乐、热爱新鲜事物等与群体属性标签背
道而驰的个性时，社会应及时修正对老年群
体的固有认知。

同时应改变的，还有另一个“刻板印象”：
互联网只是在工作和家庭中被需要感纷纷减
弱时，老年群体寻求慰藉、宣泄情感的被动出
口。其实，互联网的出现，也为手握大把时间
的老年人提供了参与更丰富生活、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的新载体。从这个角度看，正视
并挖掘老年群体偏好的互
联网产品开发，既关
乎抢占这一“价值
洼地”，更关乎
老 年 人 的
幸福生活
和“印象”
改变。

捧着手机痴迷于总裁文、每天按时开直播……我国60岁以上的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超6000万———

网络改变老年人“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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