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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打磨
灵动笑声贴合音画

自2021年“河南春晚”以来，河南

卫视持续围绕“中国节日”做文章，优质

节目频频出圈，引领国风之美。主创团队

在提炼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创新表达方

式的同时，还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角度及

范围，每每“上新”，都能引发外界关注。

此次《2023清明奇妙游》通过多题材、多

样态的歌、舞、器、乐作品，展现了清明节

的精致文化生活，挖掘了清明节蕴含的萌

动和希望，让观众“多角度、深层次”地感

受到了清明节特有的感触、感怀、感悟。

“奇妙游系列节目的文化含量之

高，是我特别欣赏、也特别吸引我的一

个方面。”吴碧霞说。她主演的《早春奇

遇》讲述了一个“清明穿越古画世界，遇

到奇妙事情”的故事。节目将《清明上

河图》《货郎图》《踏歌图》《山径春行图》

《早春图》《盥手观花图》等古画立体“活”

化，以趣味、诙谐的调性，活灵活现地展

示了宋代生活美学和人间烟火气息。

吴碧霞演唱的《笑之歌》成为节目

的点睛之笔，引发众多关注。“最初拿到

这首作品，一听，就感觉节目组花了很

多心思。”在她看来，《早春奇遇》是凝结

了多方心思与创意的好作品，为了让笑

声贴合音乐和画面，她与导演、音乐总

监进行了多次沟通、碰撞，在三种律动

速度中反复琢磨。

“如果笑得太快，就会导致音乐和

整个画面的错位，这个速度经过反复排

练，最后才敲定。花了4个多小时确定

的速度，好不容易录完了，总导演认为还

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当时已经到半夜12

点半了，然后我又从驻地回到棚里，全部

返工重录。”吴碧霞说。正是多方协作，

经过一次次的锤炼、打磨、提升，才有了

节目最终表现出的张弛有度、自然灵活。

以声造型
用心讲好中国故事

爱笑的“玩偶”，沉浸式弹琴的乐

师，趣味诙谐的故事，《早春奇遇》将典

藏在博物馆里的宋代名画立体“活化”，

运用高科技的手段结合当下审美，将千

年前的大街小巷、亭台楼宇、风土人情

生动、真实地呈现在大众眼前。与观众

一起感受欢快、美妙奇幻之旅的吴碧

霞点赞：“既没有把这些优秀的传统文

化、艺术珍品束之高阁，也没有与现代

生活割裂开来，而是用在了我们生活

中，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一样，相信

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让观众为之骄

傲和自豪。”

回忆起节目制作的过程，吴碧霞坦

言：“从录音开始就得进入状态，头脑里

对整个节目的呈现要有画面感，把自己

的表演放在声音里去体现，要足够贴

切、准确、自然不生硬。”录的过程中，这

些画面其实是虚拟的。站在绿布前，她

要根据导演的描述，去想象自己所处的

场景、所在的环境，以及自己与环境的

关联等。“还要模仿画中的人物动起来，

我们录了很多素材，我跳得挺嗨的。这

次经历，让我觉得自己不光是个歌唱演

员，还是个舞蹈演员，很有挑战，很开

心，也很有意思。”吴碧霞说。

声乐表演是实践的艺术。“一个好

的歌唱家，要具备用声音讲故事的能

力，将故事讲得生动有趣。传递的信息

量越大，所蕴含的层次越丰富，观众在

欣赏时的获得感就越充足。”此次将传

统花腔运用到演唱中，也是吴碧霞深思

熟虑的结果。“不要把艺术本身的技术

学习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艺术是生

活的一部分，比如花腔这种歌唱技巧，

虽然是用很多快速跑动的音符组成，

需要极高的灵活性和准确性，但它也

是表达情感的手段，要表现人物内心

的喜怒哀乐。”

这也是她给年轻歌唱爱好者、从业

者的建议：“不要把符号化的东西奉为

圭臬，最重要的是把技术概念活化，活

学活用，这也依赖于个人的修养品味和

对生活的观察、体悟的能力。”

采访中，吴碧霞向记者介绍了如何

用花腔展现“笑”：“无论是哈哈大笑、窃

喜，还是在人愤怒时的大喊大叫，都属

于花腔的范畴，是在不同情绪的支配下

一种声音色彩的表达。”她感叹道：“歌

唱演员这个职业就是用声音来造型，用

音乐讲故事，观众不仅能在歌声里聆听

好听的音色，还能捕捉歌声里传递的各

种信息。”

说到这儿，吴碧霞还特别强调，一

名优秀的歌唱演员，不光要有好的声音

条件和歌唱技术的储备，更重要的是要

有一颗有趣、懂得欣赏生活的心，还要

具备敏锐的感知力与观察力。“歌唱者、

艺术工作者的作用，就是要把生活中听

到的、看到的、闻到的、尝到的、想到的、

感受到的外化出来。首先内心要有表

达的愿望，其次心里要装着别人，让人

听得清楚明白，共情共鸣。只要善于观

察生活、足够了解生活，那么表达的欲

望就会层出不穷。唯有如此，创作者才

能与观众产生联系和共鸣，观众才会为

文艺作品感动。”

对话

“让观众释放疲惫
是我最大的愿望”
记者：近年来，除了现场演唱，您还

亮相多档音乐综艺，原因是什么？
吴碧霞：对我个人而言，舞台可以

是像剧场艺术那样与观众面对面，也可

以是像音乐会那样庄严且学术化的。

在参演不同的节目时，我个人的感受也

完全不同，不变的是为观众呈现美、传

递美的初心。

记者：此次参演《2023清明奇妙
游》的感受如何？

吴碧霞：清明不一定要传递孤冷、

寂寞的气氛，而是通过多个节目营造一

种温暖的节日气氛，寄托对逝去亲人的

眷恋，在草长莺飞、春和景明中表达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传达大众对未来

的展望。

记者：您希望观众从自己的表演中
收获什么？

吴碧霞：希望综艺类节目能够让老

百姓在茶余饭后心情愉悦，在工作之余

减轻他们的压力，释放生活的疲惫。观

众能在欣赏节目的同时，体会到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和精神内涵，感

受到我们血液里流淌着的文化符号，这

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汪灵

图据《清明奇妙游》及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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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奇遇》“哈哈”花腔“出圈”
吴碧霞：

歌唱演员要有一颗有趣的心

吴碧霞，著名女高音歌唱
家，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模
范教师。她是集中国民族和西
洋美声于一身，并获得极高国
际奖项的歌唱家，被誉为“中西
合璧的夜莺”，花腔、戏腔、流行

“三腔歌后”。2023 年 4 月 4 日
晚，吴碧霞亮相《清明奇妙游》，
为观众带来了音乐小品《早春
奇遇》。

“我是一个快乐玩偶，带你进入奇妙空间。丹青画卷美轮美奂，越看越喜欢。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4月4日晚，《2023清明奇妙游》中展示宋朝生活美学的音乐小品《早春奇遇》，凭借一连串的

“哈哈哈哈哈”成功“出圈”。MV中，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化身宋代玩偶“磨喝乐”，穿梭于宋代名画
中。她携手国风乐团自得琴社为观众带来歌曲《笑之歌》，充满节奏感和欢快韵味的“哈哈”声，魔性十足。网友
纷纷留言：“听了这首歌曲，哈哈大笑都开始有节奏感。”“《早春奇遇》太可爱了，吴碧霞的笑声感染力超级强！”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独家专访到了吴碧霞本人。她笑言：“唱这首歌时，我将自己爱笑的特点融进
了擅长的花腔技巧中，希望能让观众感受春天的轻松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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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碧霞携手自得琴社演绎《早春奇遇》。 节目里，吴碧霞在宋代名画中穿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