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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一次认识董旋是2008年7月，她随山东
代表团赴四川北川慰问演出，我是随团记者。
那时候，她还不是山东省话剧院院长。采访
中，感觉她是个很用心、很有想法的人。时间
过去了近14 年，好多细节都忘记了，倒记得
她给我讲过话剧大师洪深的话：“会演戏的演
人，不会演戏的演戏”，表演见人、见情、见
神，才见功夫。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已经
影响到了我的创作。写作，也得见人，贴着人
物写，不能被离奇情节和僵化的概念所蒙蔽，
把自己摆进去，不断地体悟和自省。在四川还
有件事印象深刻，有个下午在北川乡镇演出，
她走下舞台，有个小孩子送上一束从山坡上采

来的野花，她哭了。
  从 2018 年起，我们每年一起开省政协
会，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她每年都跟我谈很
多的想法，眼眸一旋，想法就旋转出来了，过
不多久，这想法就呈现到舞台上。比如歌剧
《沂蒙山》音乐版，比如复排的歌剧《孔
子》，比如新创作的《乳娘》等。舞台上的呈
现，有的比她的想法更丰盈，更有趣。今年又
见面了。她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我们演出
达到260多场。创作了《追寻》《暗夜之光》等4部
话剧。山东省话剧院所在的济南市解放路115
号，正成为文化网红打卡地呢。只要满足演出条
件，符合疫情防控标准，这里每周五至周日都有
话剧上演，儿童剧、小话剧、经典剧等都有。”
  《乳娘》的成功演出，让董旋又有了新的
想法。红色经典文艺作品除了在舞台上绽放，
还可以在各地的革命场馆中落地生根，通过在
革命场馆中实景演出红色题材的舞台剧，让更

多普通游客了解革命战争年代的感人故事。
“我们今年有个计划，就是把作品打散，化整
为零，实景演出，寓教于乐，不应付，不凑
合，要新，要陌生化，旧故事要讲出新意，要
有立体感、纵深感。”董旋信心满满。
  从艺 31 年，董旋倾注了真挚的情感，她
的从艺经历，也让她有了更多独特感悟。比如
她是话剧《孔子》三个版本的参与者、见证
者。她说，虽然是同一题材的三个不同历史时
期的舞台呈现，但都体现了当时条件下创作团
队的最高水平，三版《孔子》堪称三个不同时
期的代表作。打造话剧《孔子》就是为了让当
代人更好地了解孔子，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
自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让心胸
变得更开阔。张继钢导演的“超现实主义”的
《孔子》，正可以让观众，尤其是年轻人更好
地走近孔子，亲近孔子，喜欢孔子，更深刻地
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董旋的想法一直不停地冒出来，她说，创
新太难了，但不创新，艺术就没有持久的生命
力。她透露今年5月，将有一部青春剧上演，
这部戏，有她很多很多挑战自己的想法。
  话剧舞台的延展性和不确定性，既是艺术
家面临的困难，也带来无穷魅力，有着广阔空
间，是最紧跟时代的艺术形式。董旋说，山东
省话剧院正尝试引入时下流行的“剧本杀”元
素，利用小剧场环境，营造“沉浸式”“互动
式”氛围，让先锋话剧走近普通观众。“看演
出，一定要到现场，现场感是最接近艺术的，也
是最震撼的。”董旋提醒我，也提醒各位读者。
  从未感到枯燥无味，总是那么有趣味，有
意味，有滋味，有了想法你就演，就赶紧做，
让想法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
做，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从无到有。千万不
能等，一等就等黄了。我要学学董旋，克服
懒惰。

有了想法你就演
□ 逄春阶

　　□ 本报记者 卢昱

　　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聂家庄泥塑第21 代
传人聂臣希的家中，到处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屋
内屋外摆满了五颜六色、威风凛凛的泥老虎。聂臣
希和儿子聂鹏正在进行一次“头脑风暴”，他们与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学博士团队合作，开发多种
泥老虎文创产品，意在传承发展其深层的文化基
因——— 中国虎文化。
　　聂家庄泥塑被称为高密“四宝”之一。据聂氏
家谱记载，聂家庄泥塑最早出现于明万历初年，距
今已有400 多年历史。以前农闲时，该村几乎每家
都捏制各类泥玩意儿，到周边去卖。聂家庄泥塑具
有声、型、动、趣的独特风格和独特的工艺制作过
程。当地有民谣流传：“聂家庄，朝南门，家家户
户捏泥人。”
　　“虎在历史的演进中被人们赋予了丰富的情感
和象征寓意。从崇拜、惧怕到喜爱，其根源多是人
性中对于生命、生活强烈的热爱，是民间艺术的典
型题材。泥老虎就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民间艺术
品。”谈及合作初衷，清华大学博士马遥介绍，诞
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泥老虎最初只是农闲时哄孩子
的玩具，历经一代代手艺人的努力，如今泥老虎的
内涵、形式、材质都在不断丰富，但无论如何创新
演变，其深层流淌的虎文化基因始终传承下来，这
也是其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高密泥老虎文创设计基于泥老虎品牌资产的
维系与发展，将虎文化与当代人的核心价值诉求结
合，提取经典泥老虎的形象特征，突破材质、媒
介，甚至是维度的限制，融入当代生活方式，通过
文创衍生品激活泥老虎形象，发扬传统虎文化。”
马遥介绍。
　　在聂鹏创作室中，陈列着他新创作的泥塑老虎
作品：一对“金虎”惟妙惟肖，胸前写着“日进斗
金，八方来财”，寓意美好；另外一对泥塑老虎作
品则融入了剪纸元素，一只胸前写着“寿”，另外
一只胸前写着“福”，两只泥塑老虎身上融入了多
种色彩；还有一对泥塑老虎，模样非常“别致”，
有着“财神”的面目，同样颇具特色……
　　“传统的泥老虎只有普通的五大原色——— 桃红
色、淡黄色、朱红色、深绿色、黑色。今年我们在
泥老虎表面的图案设计上把高密剪纸和扑灰年画图
案相结合。我们还将寓意吉祥的成语进行艺术字体
创新。这次我们与清华大学团队深入合作，不断深
挖、整合泥老虎的故事、传说、民谣等方面的资
源，通过他们的丰富设计，我们在泥老虎文化创意
产品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鼠标垫，我们将泥老
虎的立体元素运用到图案设计上，与寓意美好的生
活成语结合到一起，如摸摸虎尾、十全十美，摸摸
虎头、好运不愁等，让大家在使用鼠标垫时既能感
受泥老虎文化带来的乐趣，又对非遗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聂鹏说。
　　为了将“贴近生活”这一理念向纵深发展，聂
鹏还把泥老虎红包、对联、福字等与春节息息相关
的节日用品开发出来，借此让用户对泥老虎有新认
识。“今年的包装盒改革创新，是我从艺传承12
年来最大的转变。从刚开始的塑料袋、中间的简易
纸盒包装，到今天采用泥老虎五大原色进行设计，
而且把外表面改为‘祥虎叫、福来到’，让人耳目
一新。”聂鹏介绍。
　　马遥认为，时代在发展，在历史的长河里手工
艺服务的对象——— 人及其所处的环境一直在变，但
手工艺文化基因并未改变。  
  “文化创意，‘重塑’了泥老虎。这次和知名
高校的合作对接下来的创作帮助很大，我开阔了眼
界，增强了专业知识。从祖辈手里传下来的泥老
虎，里面大有文章，可学、可挖、可发扬传承。今
天努力发展、创新，更是为几十年后的聂家庄泥塑
做好铺垫。”聂鹏说。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王岩

  “你的时代感，我的时代感，是幸福晒
在朋友圈。”什么是时代感？虎年春晚热闹
又充满朝气的歌曲《时代感》告诉我们，智
能手机的普及，重塑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
活感受。“小屏”过年，正渐渐改变着原有
的年俗，其带来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和
回味。

温情中的“反转”

  隔屏放烟花、手游“云聚餐”、视频拜
大年、APP 开“单间”K 歌……如今，通
过手机，人们似乎可以走完春节的所有流
程。借助5G 技术的发展和推广，视讯画面
更加高清流畅。哪怕是相隔万里，大家也都
可以透过手机屏幕和牵挂之人实现云上相
守，体验“身临其境”的陪伴感。此时，手
机作为交流工具的“冰冷感”渐渐消退，它
成为人们传情达意的桥梁，便捷、高效、生
动又满含温情。
  年轻人对这份“温情”保持着一份独特
的新鲜感。因工作等原因，没有回牟平过年
的“95 后”姑娘孙莉就告诉记者，她今年
选择和父母“云上守岁”。从农历大年二十
九的下午，她便视频连线父母，展示了自己
置办的春联、福字和窗花，还在爸妈的指导
下完成了人生第一桌自己下厨做的年夜
饭……“以往过年都是坐享其成，玩着手机
看着大人忙年，等着吃现成的饺子。今年没
在身边，却特别愿意和父母多说些话了。这
种感受很奇妙。”她说。
  在这份“奇妙”中，年长者也找到了越
来越多的参与感。写着虎年大吉、虎虎生威
的小老虎动图在聊天中随处可见，不习惯手
机打字的他们，也能通过“点一点”融入群
聊。长辈发出红包，小辈儿各拼手速，各凭
运气，大家刷各式各样的表情来传达谢意、
交流运气，平时寂静的家庭群聊顿时热闹无
比，线上喜庆的节日氛围感瞬间被拉满。同
时，短视频的火爆，也让银发一族新年有了
新乐。拍摄、剪辑、上传，老年人叫上孩子
一起参与，“合家欢”有了“新面貌”。
  “喊上孩子帮我选特效、教我输字幕，
一家人坐在一起比比谁的视频点赞多，共同
语言一下子多了起来，这种‘天伦之乐’前
所未有。”家住济南市槐荫区、今年67 岁
的尹爱荣笑着对记者说。传统春节正在吸纳
科技因子，追赶年轻人的脚步。多年从事老
年数字鸿沟课题研究的深圳大学教授周裕琼
认为，家庭“数字反哺”，是帮助老年人学
习掌握互联网技术，融入数字社会的关键。
春节正是带领老人运用手机参与互动，体验
现代科技，追赶数字社会的好机会。
  而上述的交流乃至反哺中，或许还包含
一种“反转”：平日里制造疏离感的手机，
在春节、两地这样的时空下，却消弭了距离
感；原本互联网衍生的沟通代沟，也被年节
特定的交流互动内容在短时间内迅速填合。
这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情感使然，也离
不开科技力量对过节方式的多元升级，呈现
了新的“亲子”“娱亲”的过节方式。现代
科技和传统民俗特性新旧相斥却内核共鸣，
在贴近与疏远之间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

花式营销，“云”上春节

  “小屏”过年成为新年俗。情感是基
础，自不必说。科技和创意也必不可少。为
了同时满足这三方面需求，相关内容的制作
方、输出方、传播方纷纷下大功夫，花式营
销层出不穷，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特效方面，微信上线了节日限定聊天彩
蛋。春节期间，用户在微信聊天界面发送
“虎年大吉”“虎虎生威”“如虎添翼”等
任一关键词，即可触发特效，祥云围绕的金
虎会跃上手机屏幕，为春节增加了几分趣
味；抖音则上线了多款拜年特效，用户可以
自由搭配进行创作，多样的祝福模板引发了
模仿热潮，多人特效还可以让全家人一起参
与，留下宝贵的新年记忆。抖音更联合北京
冬奥会烟花总设计师、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在
平台发布了数字烟花《怒放2022 》，将烟
花搬到线上，不仅安全环保，还可与线下场
景相结合，实现每一次“燃放”都独一
无二。
  红包大战，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各大
平台上，集五福、红包雨、摇一摇涨现金、
全民炸年兽，各种玩法层出不穷。 2022 年
春节期间，快手、百度、抖音、京东、支付
宝等互联网大厂狂撒的红包总额已超84 亿
元。微信发布的数据则显示，除夕当天（1
月 31 日 00 ： 00-24 ： 00 ），全国共有6 . 88
亿人参与抢红包。今年春节，微信首次上线
的限量款红包封面，创意吸睛十足，一些个
性鲜明的 IP 封面、偶像明星封面，更是备
受粉丝追捧。仅跨年当晚（1 月 31 日 18 ：
00-2 月 1 日 6 ： 00 ），超过1 . 4 亿人领取了
这类“特别”的红包。 
  今年，春节文化各类 IP 也更加重视直
播手段，用心满足手机族这个庞大受众群体
的过年需求。以央视春晚为例，总台首次尝
试在央视频APP 和微信视频号推出竖屏直
播，除夕当晚，有超过1 . 2 亿人在微信视频
号“竖屏看春晚”，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赢得
观众一众好评，春晚视频号直播间点赞数超
过3 . 5 亿次，总评论数超过919 万次，总转
发数超过551 万次。不少观众表示“竖屏看
春晚，感觉离舞台更近了，细节更丰富了，
甚至连演员的微表情都能捕捉到”。此外，
各地的高跷、秧歌、花灯等民俗文化、非遗
项目在各平台直播间进行形式多样的展示，
各类文化场馆、艺术院团也在云上进行展
演、展播，“云”上春节热闹非凡。
  而透过这些不难发现，传统年俗在互联
网时代，也可以在守住内核基因的同时不断
进步、历久弥新。有了科技加持，有了各种
应用做平台，年俗不仅不土，反而更潮、更
绿色、更具交互性、更彰显特色，折射出的
是新时代的文明进步。

警惕“民俗”变陋习

  新年俗借助手机风靡，
的确给人带来惊喜，但同
时，“小屏”内容的诸多花
样也引得部分人沉迷其中
难 以 自 拔。凡 事 过 犹 不
及，刷手机到了上瘾的地
步，所以也需要警惕“民
俗”变陋习。
  “好不容易回家聚在
一起，但看手机的时间却
比 面 对 家 人 的 时 间 还
长，久别重逢的叙旧饭
局，最后却变成了手机
刷刷刷，没啥事拍拍
拍……”“我们这儿咋
拜年？初一：家里玩手
机；初二：姥姥家玩手
机；初三：岳父家玩手
机；初四：姑姑家玩
手机；初五舅舅家玩
手机……”网络上，
大多数人在呼吁“别让回
家沦为换个地方玩手机”。
  而沉迷手机引发的“线下社恐、线上社
牛”心理，在春节年轻一代的低头族中，也
正在发酵、弥散。一方面，在线下，他们最
怕的是走亲戚，怕被一年一见的姑婶舅姨盘

问打量，怕被催婚催娃催二胎，同辈人尬聊
几句便冷场，寒暄几句就再举起手机；另一
方面，他们又觉得开放的直播间里素未谋面
的陌生网友更亲近，拍个视频段子可以实现
全网拜年，彼此间还能点赞评论唠唠知心
话，甚至给主播打赏比给家人发红包还痛
快……这种尴尬、矛盾的心态交错致使内容
花哨、可以分散注意力的小屏幕，成为年轻
人“鸵鸟式自救”的一大装备。
  这种报复性的使用，对身心有不小的负
面影响。许多人节后开工遭遇春节假期综合
征。有心理专家告诉记者，春节期间，不少
人从早到晚看手机，凌晨躺上床，还要再刷
一两个小时……这种病态的依赖表现很容易
引发无手机焦虑。有关数据显示，大约四分
之三的年轻人短时间离开智能手机后便会出
现焦躁或抓耳挠腮等行为。
  对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聪颖表
示，控制很有必要。“可以看，但要明确有
时间段不看。”她说，《纽约时报》曾报
道，乔布斯对每晚一家人围坐在长长的大桌
子上吃饭的仪式很重视，他会和家人聊聊书
籍、历史等话题，家里从来没有人在饭桌上
使用电子产品。他的孩子似乎对任何电子产
品都不会上瘾。这种家庭文化值得倡导。
“我们一家人相聚时，不妨也进行类似的约
定，大家每天关闭手机一两个小时，把这段
时间留给家人朋友，学着做话题的发起人或
是微笑的倾听者，既能改善家人间的关系，
又能锻炼沟通能力，也是对度假生物钟的有
效调节。哪怕不愿尬聊，还可以利用手机进
行很多线下家人团聚的保留节目，比如，根
据视频教程复刻一道团圆饭硬菜；比如，网
购迷你游戏冰壶套装等趣味运动器械，在家
开展小型运动会；又比如，安装应用程序，
一家人快捷开始猜谜、做游戏……这些都可
以成为“小屏”新年俗中的题中之义，更可
以形成常态，作为家人团聚时的‘新规
矩’。”

  隔屏放烟花、手游“云聚餐”、视频拜大年、APP开“单间”K歌……如今，通过手机，人们

似乎可以走完春节的所有流程———

被“小屏”改变着的年俗

以文创“重塑”泥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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