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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夜宴》是2021年河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火

出圈”的舞蹈节目。从春晚播出以来，微博观看次数超过

1000 万次，而该话题在微博讨论次数上亿次。在网络大数据

时代，一系列数据成为这个取材自古代文物，融合中国舞元素，

添加现代科技手段精心打造的节目“火出圈”的有力证据。

一、《唐宫夜宴》节目介绍

《唐宫夜宴》是陈琳编导（郑州歌舞剧院）从第十二届

中国舞蹈荷花奖的参赛作品《唐俑》改编而来。为了创作，

陈琳编导参观了很多家博物馆，最终有一组河南安阳张盛墓

出土的隋代乐舞俑给陈编导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组乐舞俑一

共 13 件，其中包括 5 件舞俑和 8 件乐俑。陈编导联想到《博

物馆奇妙夜》这部电影，如果这些乐舞俑在博物馆里“活”起来，

将会是什么样的场景？由此诞生了这部充满文化底蕴和现代

科技的作品。《唐宫夜宴》讲述了一千多年前，二圣在洛阳

上阳宫设晚宴，一群憨态可掬、天真活泼的乐舞伎从领旨、

备演、整妆到赴宴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趣事。14 名女性舞蹈演

员在以博物馆文物背景与实际舞台场景结合的高科技舞台上，

用准确的艺术形象塑造、鲜明的个性舞蹈表达，将河南中原

地区大唐盛世的音乐文化形象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呈现在舞台

上。

二、《唐宫夜宴》“火出圈”原因分析

1、取材适宜，文化标签

河南作为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重要省份，即是人口大省，

也是文化大省。中国共计八大古都，河南省就占了四个，可

见地处中原地区、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在中国历史中的突出地

位。这个四个古都分别是夏商古都郑州、七朝古都安阳、八

朝古都开封、十三朝古都洛阳。河南 18 个城市，每一个历史

都在 3000 年以上，河南是中国文化的起点，像开天的盘古、

造人的女娲、逐日的夸父、治水的大禹，好多创世的文化都

在河南上演，还有老子、墨子、韩非子，杜康、杜甫、白居易、

商鞅、范蠡、吕不韦也都是河南人，河南孕育了中国 80% 的

姓氏。所以，河南自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唐

宫夜宴》这部作品正好取材于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隋代乐

舞俑。乐舞伎作为活跃于宫廷，文人和民间的特殊社会群体，

体现着当时社会文化和艺术的高度发展，也承载着古代乐舞

的继承和创新。他们的音乐、服饰、舞蹈、表演等都代表着

当时的音乐潮流和时代风貌。

河南作为中国中原文明的发源地，几千年历史书写的是

河南的文化自信，而《唐宫夜宴》正是河南这个文化大省的

文化标签。它很好地利用了古风古韵的艺术，融合了当代的

想象和技术，是传统与现代的创新表达，古为今用。它用当

代的想象填补历史的空白，更好的传扬我国延绵不绝的民族

精神。

2、构思巧妙，品味不俗

《唐宫夜宴》这部作品一共由 5 个场景设计组合连缀而

成。第一个场景是14个乐舞俑在博物馆中的文物“定格”展示；

第二个环节是乐舞俑们在博物馆中“活化”之后，在花园中

嬉戏打闹的场景；第三个环节是当夜晚到来后，这些可爱的

乐舞俑少女在湖水边以水为镜，妆点自己的场景；第四个环

节是随着宫内庄严的号角声的响起，少女们立即整装列队，

仪态端方地步入殿堂，在宫廷夜宴上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出；

第五个环节是舞毕，乐舞俑们逐渐面向舞台、背朝观众，恋

恋不舍地回到一开始的定格状态，重新化作“远去的文物”。

舞蹈整体表演风格上诙谐有趣，故事线条清晰，人物篆刻、

演绎深刻，艺术形象塑造非常成功。

整个舞蹈节目结合 3D+ 5G + AR等现代数字技术，使

14 名天真烂漫，舞姿绰约的舞者在实景舞台表演的同时，与

叠加的舞台虚拟影像背景进行交互设计。虚虚实实的舞台场

景，纵深不同的层次设计给观众造成视觉错位的感觉，好像

舞者们在古画中、在星空下、在深宫中和文物之间穿梭的神

奇画面。舞者的服饰、妆容也融入了唐朝特有的女性面部潮

流妆容“斜红”的特点，完美复现了盛唐别样的“以胖为美”

的审美风姿，使观众真切感受到盛唐时期女性端庄优雅、明

艳活泼、娇憨可爱、雍容华贵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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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融入，效果奇佳

自从近几年数字技术在春晚的大量运用，春晚舞台翻天

覆地的变化也一改往年春晚差评如潮的局面。全息投影技术，

AR技术、5G 等高科技带来的视觉冲击为传统春晚节目带来

了新的生机，也迎合了大众日新月异的审美习惯和不断攀升

的审美口味。

河南春晚也与时俱进地将 3D+ 5G + AR等现代数字技

术运用在《唐宫夜宴》中，整个作品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录制：

一部分是以实景舞台为基调现场录制，另一部分则是电影、

电视特技制作中常常采用蓝幕作背景录制的，这样便于电脑

后期抠像合成处理。录制完成的第一部分作品融入 AR等数

字技术，叠加舞台虚拟场景，重组节目画面，为观众创造裸

眼 3D的效果，彻底颠覆传统舞美的限制，创造出如苏州园林

建筑艺术的移步换景效果，在舞者表演的舞台画面上还相继

浮现出《簪花仕女图》《捣练图》《备骑出行图》以及贾湖

骨笛、莲鹤方壶、妇好鸮尊等国宝级文物的投影。乐舞伎们

游走于其中，穿梭于宫墙外，交织出一幅集古乐、古典舞、

国画、文物等于一体的穿越时空的历史文化画卷，让观众们

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4、平台传播，受众广阔

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上传播着数不清的视频，导致观

众对每一条视频的停留时间较之以往大为缩短。所以 5 分钟

之内的短视频以其娇小的身量和惊人的传播速度迅速在各大

平台上崛起，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伴随着网红现象的出现，

视频行业逐渐崛起一批优质UGC内容制作者，国内各大视频

平台也纷纷转向到短视频项目，募集优秀的制作团队入驻，

制作大量的优质短视频节目。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短视

频用户规模为 8.73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1.00 亿，占网民整

体的 88.3%。短视频平台快速成长为年轻人的社交新宠。

《唐宫夜宴》从其舞蹈创意与编导，加之后期的网络平

台互动，都与当下的新媒体传播技术相契合。该节目特点正

好呼应短视频平台的投放的要求，例如表演时长低于 5分钟，

结合现代数字技术，迎合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审美需求，它

被广泛上传至各种社交平台并引发持续热议和关注。

三、AR技术助力《唐宫夜宴》的舞台效果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是指利用计

算机生成的二维、三维的物体或者信息资源，经过手机或者

其他设备的摄像头，叠加到真实场景中，从而达到真实的感

官体验。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情况，定位目标的具体位置，

并以此作为现实世界的根据，显现虚拟的物体，使其达到更

为逼真的融合效果。

AR这种数字技术带给春晚舞台的最突出的效果就是剧烈

的视觉刺激，其深层原因是新媒体时代的人们的审美需求强

烈的倾向于短、平、快的节奏，而读图和短视频正好迎合了

当代观众在接受信息方面的可视化要求。AR等数字技术的更

新换代更好地实现了人们的可视化需求，春晚观众的“胃口”

也被不断创新的虚拟与现实舞台训练得更为挑剔。特别是在

春晚，每个节目的时间长度都需要严格控制，不能太长，需

要稳、准、狠的直接刺激或者满足读图时代的观众们的审美

体验，而最有效的美感就来自于视听感官的直接刺激，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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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实的舞台设计更是为节目增添耳目一新的感觉，受到春

晚科技派的力挺，其成功的案例举不胜举。

春晚这种现场直播的影像节目作为数字内容，它所表现

的不仅可以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实体环境，还可表现虚拟空

间、幻想影像及抽象图形。如果说写实化的场景是为观众展

现了表演的外围空间，那么虚拟空间和抽象图形则是借助观

众的思维进行心理意境空间的营造，以此表达深层次的叙事

内涵。这些虚拟与现实交互的设计正好填充了观众们的想象

空间，填补了观众的视觉空白，多维立体的丰富了观众们的

感官刺激。例如在《唐宫夜宴》节目中，一群俏皮可爱、丰

韵灵动的“唐代乐舞伎”行走在舞台上，在节目进行到 40 秒

至 1 分 35 秒之间，虚拟舞台背景开始加入《捣练图》和《簪

花仕女图》，妇好鸮尊、莲鹤方壶、贾湖骨笛、唐三彩彩陶

马等文物的立体影像也出现在舞台的四个角落，这里的设计

非常巧妙的点出了博物馆的乐舞俑在夜深人静时，幻化成为

14位娇憨可爱的乐舞伎们手持琵琶、横笛、排箫、手鼓、萧、

箜篌、铜钹等唐代乐器在舞台上嬉笑、打闹，与背景中的《簪

花仕女图》中的唐代美女一起活跃在舞台上，有静有动，把

大唐风华融于这群少女的一颦一笑中，时而雍容娴雅，时而

天真烂漫。节目进行到 1分 36 秒时，伴随着乐舞伎们的有节

奏的小碎步，虚拟背景变化为备骑出行图和千里江山图，简

单的一个场景切换就完成了故事的衔接和推进。这种奇妙的

舞台效果来源于春晚的技术人员对节目的一个蓝箱 +AR+ 表

演的科技赋能的技术手段进行录制。

增强现实技术可为春晚的观众提供一个实时交互的增强

舞台环境，该舞台可根据舞者们的关键动作的位置、状态等

信息，为观众们提供一种“真实感”的复合视觉效果场景。

舞台场景的变化随着舞者们周围舞台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使

得这种复合视觉效果更加逼真，叠加舞台的文物及国画等虚

拟背景还可以与舞者们以及现实舞台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

交互，进而实现实时、自然的视觉反馈。

首先，技术人员对这个节目采取了一比一的蓝箱拍摄方

式，对演员们的行为进行了一个采集，采集完后，技术人员

回到三维的场景里，用 AR技术对前景进行铺垫，对舞蹈演

员们的空间进行一个纵深的设定，在不断的场景切换中，融

入大量的文物元素和文物细节，例如用《千里江山图》加入

舞台的背景，利用摄像机旋转角度的变化，最终真正呈现出

一种沉浸式表演的体验和效果。这种舞美的设计最突出的是

它的互动性，尤其在其“动”上。“动”是舞美的功能体现，

由被动转为主动。技术人员把各种古画的平面影像、妇好鸮尊、

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文物的立体影像加诸真实舞台之上，

虽然它们有时以背景的形式存在于节目中，但它们不再是静

止的、被动的、次要的、辅助的，而是可以获得与舞者平等

的地位，甚至成为整个故事线的主导。仿佛这些古风、古韵

的文物引领着舞者们，参与到舞者的演出中，一起构思出一

个又一个虚虚实实的场景，让整个故事线无缝衔接，观众更

是在历史的长河和古典艺术文化中畅游，从视觉、听觉全方

位的得到满足。

综上所述，《唐宫夜宴》是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舞蹈、服饰、

舞美、国画、文博等中国艺术文化元素与现代数字科技的完

美融合、创新再现。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观众更希望多了

解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并由此引发的热潮，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现象，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不仅是一种热潮，不希望它会

退去，而希望它变成一个巨大的历史车轮，一旦开始转动，

就会朝向目标不断前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利用各种高科

技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收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让每

一代年轻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传承和演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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