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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大剧院”
陪观众在家战疫情

点开一条“音乐相伴·勿忘心安”的推送，贝
多芬的“田园”舒缓动人，拉赫马尼诺夫的钢琴曲
传奇不朽；“演出相伴·释放心情”板块中，每天
推荐的一部实况视频涵盖了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铁
血再燃”音乐会、大剧院版威尔第歌剧《阿依达》
等多场演出；“艺起加油·共同前行”邀请了著名
钢琴家殷承宗等多位艺术家，为武汉加油助威，宣
传防疫知识；“同舟共济战疫情·国家大剧院在行
动”中，情景报告《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在眼前》、
合唱《天使的身影》等节目均为全新录制。

自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大剧院相继取消了春节与
2 月份的演出和相关活动，暂停参观。在为观众办理
退票的同时，工作人员总能收到这样的反馈：某场
演出期待了许久，取消实在觉得可惜；剧院不能去了，
每天宅在家里，总是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这种形
势下 , 正月初三当天，通过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线
上大剧院”向观众开启。

在院长王宁亲自策划和统一部署下，国家大剧
院多个部门通力协作，加急策划排演了一系列抗击
疫情主题的作品；精心策划一系列线上产品，用艺
术提振士气，陪伴观众，这也体现国家表演艺术中
心的使命与担当。

1000 多场“库存”演出实况精选上线

包括原定于 2 月份登台的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
歌舞团音乐会这样观众期待已久的演出在内，截至
目前，国家大剧院已经取消了包括大剧院及台湖舞
美艺术中心等演出 86 场，取消歌剧电影放映、艺术
普及教育等活动 60 多场。

“很多观众都觉得遗憾，他们已经不能缺少艺
术的陪伴。”国家大剧院品牌中心副主任侍莹莹说，
“线下的演出取消了，我们可以在线上继续为大家
提供艺术服务。从决定为观众退票的那刻起，我们

就开始了相关的策划。”
1 月 27 日，国家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出了第

一条“音乐相伴·勿忘心安”的推送，安妮 - 索菲·穆
特演奏的门德尔松《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直抒胸臆、
境界开阔，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雪绒花》空灵柔软。
配上解说详细的文字，几段精心挑选的音乐暂时排
遣了忧虑，也简单普及了古典音乐的相关知识。

截至目前，“线上大剧院”已经推出了“音乐
相伴·勿忘心安”、“演出相伴·释放心情”、“舞
蹈相伴·宅出健康”、“艺起加油·共同前行”、“线
上看展·宅出品味”、“同舟共济战疫情·国家大
剧院在行动”6 个系列，旨在普及高雅艺术的“艺术
微课堂”也将很快上线。除了“同舟共济战疫情·国
家大剧院在行动”，其他内容很多都来自国家大剧
院的线上资源。

侍莹莹介绍，国家大剧院的古典音乐频道已经
积累了 1000 多场高清演出实况，此外还拥有大量的
音乐唱片、幕后花絮等精彩内容。从这些“库存”中，
“线上大剧院”挑选了最适合当下观众观看的部分。

比如在“演出相伴·释放心情”板块中，“小
编”们推荐了红旗歌舞团 2018 年初在国家大剧院上
演的“铁血再燃”音乐会。2016 年末，红旗歌舞团
的 64 名艺术家在一场空难中丧生，举世震惊，这场
音乐会是他们重组后的第一场世界性演出。原定于 2
月 26 日三度上演的大剧院版威尔第歌剧《阿依达》
是大剧院体量最大的自制剧目，500 余名演职人员来
自 6 个国家和地区。如今，演出取消，一部实况视
频暂解乐迷的“相思”之苦；“线上看展·宅出品味”
详尽地展现了“皖乐徽声——安徽音乐戏曲文物展”
的文物图片，让观众如同亲临现场；“艺起加油·共
同前行”中，79 岁的钢琴演奏家殷承宗从美国的家
中发来了为祖国助威加油的视频，背景音乐正是他
曾于国家大剧院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

40 小时录制“声”援武汉

“我看不见你温柔的面孔，却看得见你美丽的
眼睛。我看不见你甜美的微笑，却看得见你忙碌的
身影……”钢琴声响起，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和
合唱团的歌唱家戴着口罩轻轻唱起，歌声中满是担
忧与崇敬。这首由抗击过“非典”的应急总院医生
袁英作词、作曲家张千一谱曲的《天使的身影》自 2
月 2 日首次亮相以来，微信阅读量达到了 10 万 +。

包括《天使的身影》在内，“同舟共济战疫情·国
家大剧院在行动”目前还推出了诗朗诵《致我的朋
友们》、歌曲联唱《团结就是力量 + 为武汉加油》、
情景报告《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在眼前》、歌曲
《我们在一起》5 个节目。这个板块也是“线上大剧

院”中操作难度最高的部分，除去艺术家们在家中
分别拍摄、再由后期合成的《我们在一起》，其余 4
个节目均为现场录制，从策划准备到现场录制和首
批作品的发布，20 多位艺术家和 10 余位制作人员用
时不到 48 小时。

“我们接到通知，是 1 月 30 日晚上 11 点。”
国家大剧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忆。考虑到当下的疫
情和剧院的演员情况，大家决定将作品的形式定为
方便操作的诗朗诵和合唱。1 月 31 日一大早，剧院
剧目制作部门迅速联系了留居北京的大剧院戏剧和
歌剧演员队以及合唱团成员，当天下午两点左右，
录制正式开始。

录制分为录音和录像两个部分进行。疫情当前，
安全是最为重要的考虑。“我们避免让大家同时集
中地出现在同一个场地。”国家大剧院相关部门负
责人告诉记者。四段作品中，歌曲联唱部分的《为
武汉加油》以及著名作曲家张千一谱曲的《天使的
身影》都是新作，在歌唱演员熟悉乐谱的时候，诗
朗诵的录制首先进行。录音棚的空间相对封闭，为
了减少人员接触，制作团队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分期
录制的方法，尽量让演员独自进入录音棚；在剧院
公共空间和音乐厅录像时，演员也是彼此分开的，
因此在视频成片中，单人镜头占了绝大多数。而每
录完一个节目，工作人员都会对场地进行细致的消
毒。

“国家大剧院是全国最高表演艺术中心，这些
作品是我们的使命与担当，也代表着首都文艺界为
前线抗击疫情鼓劲加油，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品质。”
制作团队思虑再三，按照声部安排，尽量让演员们
走进录音棚现场收音。整个录制过程中，大剧院还
联系艺术家对作品不断地调整修改，比如《为武汉
加油》的副歌部分最核心的“为武汉加油”一句经
过了不断的重复变调，比原版更加打动人心；《天
使的身影》原为女声小合唱而作，为了充分发挥大
剧院合唱团的优势，也让全曲更具感染力，张千一
临时加急改出了领唱加合唱的版本。

为了尽快完成录制，不少工作人员连续三十多
个小时没合眼，送来的盒饭放凉了也顾不上吃一口。
当最后几位歌唱家完成工作离开剧院时，时间已近 2
月 1 日凌晨两点。“没有机会冲锋到抗击疫情的第
一线，我一直觉得有些遗憾，所以得到剧院的通知后，
我真的非常激动，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能用自己的
方式贡献一点力量。”大剧院合唱团演员队队长梁
羽丰说，“哪怕有几个人能够通过这些作品受到一
点点鼓舞，我们作为艺术工作者，都会觉得自己的
工作是值得的。”（来源 北京晚报  记者： 高倩 牛
小北摄）

2 月 13 日，优酷发布《2020 春节弹幕应援报告》，
报告显示，超过十万条“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
国加油”弹幕持续霸屏，成为网友打卡的新晋热词，
95 后是应援主力。

优酷北斗星数据显示，今年 1 月 24 日（农历大
年三十）至 2 月 8 日（元宵节）期间，来自全国各
地的优酷网友总计发送近 168000 条“武汉加油”“湖
北加油”“中国加油”相关的暖心应援弹幕，为战
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同胞“云打 CALL”。

据悉，应援弹幕覆盖剧集、电影、综艺、动漫、
纪录片、少儿、体育、教育等 15 大品类。其中，剧
集、电影是优酷网友发起弹幕应援的两大核心阵地，
分别占比 47.1% 和 40.6%，综艺和纪录片紧随其后。

在应援弹幕数量排名前十的视频内容中，剧集和
电影同样占据绝大多数席位。其中，韩国电影《流感》
因疫情再度受到关注，登顶最强应援榜单。最近正
在优酷热播的《萌医甜妻》、《乡村爱情 12》、《半

个喜剧》、《黄金有罪》、《决胜法庭》、《野王》、
《外星人事件》、辽宁春晚等剧影综作品，也成为
应援聚集地。值得一提的是，2017 年在优酷首播的《急
诊科医生》，因巧合地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台词，
引发春节档二刷热潮，也是网友致敬“最美逆行者”
的应援阵地之一。

优酷北斗星数据显示，56.3% 男性用户喜欢通
过弹幕应援打 CALL，较女性用户高出 12.6%；90 后、
95 后占据弹幕应援半壁江山，95 后成为主力军。

“宅”是今年春节的一个关键词，但足不出户
却脑洞大开的网友们，依旧在重温优酷高清经典剧
集时，“考古”出不少值得打卡的宝藏内容。如《急
诊科医生》中的“神预言”、《甄嬛传》敬妃数砖
的名场面，以及《马大帅 2》中马大帅劝女婿“你得
支棱起来呀”的经典励志语录，均成为这个春节网
友竞相“云旅游”的“弹幕 5A 景区”。

2019 优酷发布的《年度弹幕报告》显示，全年
有 68% 的优酷用户选择开弹幕看视频，活跃度非常
高。此外，平台用户总计贡献弹幕超 10 亿条，如果
把所有弹幕字数加起来，相当于把四大古典名著抄
写了 3676 遍。
（来源： 北京青年报 记者 肖扬）

十万条“加油”弹幕应援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