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童薇菁

艺术美学劲刮“中国风”
原创儿童剧变得更好看

第12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演拉开帷幕

什么样的儿童剧才能让孩子 “一见

钟情”？ 日前，第12届上海优秀儿童剧展

演在沪拉开帷幕， 在未来不到三个月的

时间里，来自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安

徽、吉林、青海、上海等八个省市的20余

个剧团和机构， 将陆续为上海青少年学

生送上21台原创儿童剧作品。

这些脱颖而出的作品集中展现当下

儿童剧创作的成果， 折射出创作者对儿

童剧艺术探索的升级。 其中既有创世题

材作品《大禹治水》，也有红色文化题材

《小八腊子流浪记》《靰鞡草的故事》，更

不乏运用最新技术手段的3D儿童剧《创

世神话漫游记》 ……这批新作从传统文

化中汲取创作原料的自觉追求， 也让中

国式美学成为青少年艺术教育的抓手。

“蹲下身来和孩子们说话”，

让高高在上的说教越来越少

目前中国拥有至少3.8亿少年儿童。

据统计 ，2017年全国儿童剧演出达1.57

万场，同比增长9%，儿童剧已成为演出

市场最热门的剧种之一。近几年，儿童剧

创作不断走向丰富、多元、综合、成熟，创

作者的观念在不断进步。 比较明显的变

化有：不再盲目追求大制作大场面，诞生

了不少“小而美”的精致演出；也不再为

舶来剧“封神”，创作者在中国故事上投

入了更多的热情， 无论是故事新编还是

原创作品，在舞台表现力上均有所突破。

更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愿意 “蹲下身来

和孩子们说话”，这种种进步推动了市场

的发展，理论说教越来越少了，儿童剧更

好看，也更耐看了。

如亮相此次展演的 《爱和勇气的魔

咒》，这部由中福会儿童剧院最新打造的

作品，根据曾获得中国“桂冠童书奖”的

知名儿童文学《小熊包子》改编，作者是

秦文君领衔的上海作家团队。 这部童话

真实反映了孩子的成长生活 ，“小熊包

子”就像是机器猫一样，用循循善诱的方

式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陪伴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因此深受小读

者的喜爱， 中福会儿艺打造的舞台版同

样颇受欢迎。

创作观念的进步让这些儿童剧作品

逐渐赢得中国家庭的认可。 第12届上海

优秀儿童剧展演从50多部申报作品 “优

中选优”， 最终遴选出21台700场演出覆

盖全市16个区。演出不但在剧场进行，也

会走进校园和课堂， 为本市青少年儿童

带来优秀剧目的全方位集中展示。

创新思维演绎传统 IP，

“中国风”佳作频出

创作者的文化自觉带来原创儿童剧

在中国风格、中国审美、中国故事上的自

觉追求。无论是国家艺术院团，还是民营

机构， 近年来都积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和绵延历史中汲取创作养分， 在舞台

上刮起了一阵“中国风”。

木偶剧《创世—补天》、儿童剧《大禹

治水》、儿童歌舞剧《沉香救母》、浸入式

3D戏剧《创世神话漫游记》，同为创世神

话题材， 这些作品用创新思维和独特的

视角重新打开家喻户晓的IP，精彩纷呈。

“优秀儿童剧是艺术性、思想性、价值取

向相统一的”，儿童剧展演主办方、上海

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向记者介绍，今

年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新作聚焦红色文化

和传统文化， 特别是传统文化审美风格

的作品表现突出。

除了传统的剧场演出， 今年儿童剧

走进了更多的校园。例如首次组织的“校

园戏曲日———评弹校园推广活动”，让平

时较少参与观剧活动的中学生群体也能

参与进来。 上海评弹团的演员们带着三

弦、琵琶走下剧场，走进校园，直接与学

生们面对面，让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孩

子们更亲近。

■本报记者 李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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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张扬的帅遇上舒适区外的隐，谁赢
《无双》赢了国庆档的口碑和市场，还引发了关于演技的讨论———

因为口碑和市场双赢，与《无双》相

关的诸多主创、幕后，都收获了赞美。

导演兼编剧庄文强画出了丝丝入扣

的底稿， 又赋予了故事以港式类型片的

浓烈外衣。影片从李问画邮票开始，到最

后真真假假画地为牢，让太多观众迷陷。

史航以编剧和影评人的双重身份评价：

“《无双》其实是一堂极优秀的编剧课。 ”

内行人看影片的肌理， 普通人会被

视觉攻陷的，非“双雄”莫属。一个是周润

发，他从不少口碑泥泞的影片里脱身，白

衣胜雪、 潇洒不羁的吴复生狠狠致敬了

演员本人的青春， 也致一大批观众在心

底“梦回小马哥”。另一个是总想摘掉“没

演技”帽子的郭富城，他抛开对颜值的所

有迷信，直把颓唐、怯懦、无情、阴鸷收拢

在隐忍的洋葱里， 又一层层剥开，“意料

之外、预期之上”概括了他的表现。

于是， 《无双》 为数不多的争议出

现了： 当事先张扬的帅遇上了舒适区外

的隐， 两位年龄相加 116 岁的演员， 谁

更好？

男主角 “先入为主 ”的剧
本，让似曾相识的凌厉都被正
确安放

影片简介里写道： 造假集团的大佬

吴复生诱惑落魄画家李问入伙， 一同制

造“超级美钞”，两人从合作无间到一朝

反目，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厮杀。

如果说构思故事的庄文强是影片起

点， 那么周润发便是从一开始就在原点

着色了。因为庄文强写剧本时，心里琢磨

吴复生的形象， 眼前便浮现了周润发的

身姿。导演承认自己是有私心的，把年少

时代的偶像代入剧本，“想让今天的年轻

人明白， 被视为香港电影界传奇的周润

发，这个名字背后意味着什么”。

“写一部戏致敬偶像”大概是电影工

作者最励志的梦想。就这样，让男主角在

剧本里“先入为主”，所有似曾相识的凌

厉都被正确安放。《无双》里，见到手持美

金的画面，《英雄本色》 的背景音会被影

迷自动脑补；调转至枪战场景，没有什么

比见到《纵横四海》里的“双枪”周润发更

合眼缘。再细挖，《喋血双雄》《辣手神探》

《赌神》等，一长串经典影片里的经典形

象，每一次出现都与期待严丝合缝。

一个照着“周润发电影角色”复刻的

剧本经由郭富城牵线， 被递到了周润发

手里。那个“不在江湖，江湖却有他传说”

的人， 直言相见恨晚，“你的剧本只有我

一个人能做。为什么？因为你写的就是周

润发，除了我，还能找谁？ ”

至此，优良的剧本找到最正确的人，

影片一半已成。

没有一人多面的表演，影
片至多是滤镜与套路的合成

周润发之于 《无双》 的意义毋庸置

疑。但看过影片的观众都明白，所有致敬

往昔的风采段落 、1980 年代的豪气再

现，不过是枚烟雾弹。 庄文强太聪明了，

他先使上套路化叙事，让经典重温。随后

再揭开谜底，风格顿显。

从人物功能上看，相比“戏眼”吴复

生， 郭富城饰演的落魄画家李问更像一

个讲述者，凭一堂警局里的讯问实录，完

成故事的骨架和搭建。从人物型格赏析，

吴复生承包理想中的意气风发， 而李问

低到尘埃里，只能做些亦步亦趋的事。无

论哪个角度看， 李问都仿佛吴复生的附

庸，以至于“郭富城的表现不如周润发”

也成为热议话题。

但在影评人洪帆看来：“若没有两面

派的李问，吴复生的狂傲自大、聪明嚣张

就无法体现。 若没有一人多面的郭富城

的表演， 影片至多是偶像滤镜与港片套

路的合成。 ”

《无双》花费了大量篇幅用于描绘美

金假钞的制作过程，在那个段落，郭富城

塑造的是个“艺术家” 式的罪犯。 他匍

匐在放大百倍的模板上 ， 屏息凝神 ，

用他模制梵高画作的手绘制假币纹路。

交响音乐的背景里 ， 画家李问游刃有

余 。 可只要从制假的世界里抽身 ， 回

到真实的生活， 由爱生恨的是他， 为爱

绝情的是他， 因痴成癫的也是他， 每一

个李问都被郭富城赋予不同的面具。 事

实上， 《三岔口》《父子》《C+侦探》《白银

帝国》《最爱》《浮城大亨》《寒战》《全民目

击》《道士下山》 ……他在不同的舞台调

试自己不同的侧面，没有一个是《浪漫樱

花》那般的速食偶像，没有一处位于舒适

地带。

终于，如同《无间道》的梁朝伟和刘

德华， 影片说是无 “双”， 其实缺一不

可。 从伴舞走到舞台中央的郭富城， 一

度被诟病没有代表作的郭富城 ， 从靠

“颜” 吃饭转而彻底卸掉偶像包袱的郭

富城 ， 与周润发共同成就了故事的反

转， 并不逊色。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巴兰钦名作和纽芭首访终于来了
八年前擦肩而过，令无数舞迷翘首以盼，今年艺术节期间———

有 一 个 舞

团 ， 它拥有 150

部顶尖现代芭蕾

作品， 其高强度

的演出和训练使

得每位成员周演

出时间高达 40 小时， 每双芭蕾舞鞋

的使用寿命只有 2 天， 首席女演员谢

幕时间更是长达近 19 分钟……这一

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 概括了纽

约城市芭蕾舞团的过人之处。 八年之

前曾与上海错过， 如今该舞团终于首

次造访中国内地 ， 于 10 月 18 日至

21 日参演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

全美顶尖舞团献上中
国内地首秀

为何是八年之后？ 这缘于该舞团

与上海多年前的一次 “擦肩而过 ”。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盛名与成就早已

世所公认 ， 却由于常年驻场 “大本

营” 纽约两大表演中心———林肯表演

艺术中心与萨拉托加表演艺术中心， 甚

少有机会外出巡演， 因此不太受到普通

中国内地观众的关注。 而早在 2010 年

之前上海大剧院就向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抛出橄榄枝， 多轮谈判后却因各种原因

未能成行。

时隔 8 年， 上海大剧院终于迎来了

该舞团创立 70 周年来中国内地的首访，

带来其创始人乔治·巴兰钦的多部代表

作品。 舞蹈评论家方家骏认为， 巴兰钦

的新古典主义芭蕾， 是连接现代舞和古

典芭蕾的桥梁， “巴兰钦既古典又现代

的编舞风格， 与上海这座城市在气质上

有某种契合， 所以一直让上海舞迷们关

注期待”。

20 世纪初 ， 恰逢古典芭蕾处在巅

峰之后的瓶颈期， 华丽的技巧和精美的

服饰束缚了古典芭蕾， 让芭蕾越来越机

械、 苍白。 巴兰钦在抵达美国后， 着手

开创一种更接近现代生活， 更为抽象的

芭蕾舞编创与表演形式。 在此后长达半

个世纪的时间里， 巴兰钦以出类拔萃的

智慧， 将俄罗斯古典芭蕾的表演风格与

美国现代文化完美融合， 创作了大批现

代芭蕾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美国芭

蕾学派坚实的基础， 也谱写了 20 世纪

现代芭蕾突飞猛进的新篇章。

巴兰钦 79 年创作的作品中， 如今

有 47 部留在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成为

舞团宝藏。 “巴兰钦作品所呈现的流动

感以及与音乐的精妙结合、 高度对位，

让观众能清晰地感受到其中的诗意和美

妙。” 方家骏说。

首创“黑天鹅”别样诠释经典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此次访沪带来三

部作品———原创作品 《小夜曲》、 《斯

特拉文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以及独幕舞

剧 《天鹅湖》， 均是舞团引以为豪的镇

团之作。

1934 年首演的 《小夜曲 》 以柴可

夫斯基同名作品命名， 是乔治·巴兰钦

在美国的第一个原创作品， 在舞蹈史上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按他的原话来说，

这支纯舞蹈 “就是皎洁的月光下的一支

夜曲、 一支舞”， 舞者们身着蓝色的服

装翩翩起舞， 是一部获得巨大成功的浪

漫主义之作。 巴兰钦将学生们的舞蹈技

巧训练作为这部舞剧的开头， 并且在舞

蹈之中加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情节———

他将舞者们排练时的跌倒， 还有迟到的

情形也编排进了舞蹈中。

《斯特拉文斯基小提琴协奏曲》

展现了乔治·巴兰钦精妙而独特的两

支双人舞杰作。 乔治·巴兰钦与斯特

拉文斯基互相欣赏 ， 从 1925 年到

1972 年， 两人合作了 27 部作品， 他

的芭蕾美学与斯特拉文斯基 “回到巴

赫 ” 的新古典主义艺术主张相得益

彰。 在这部作品中， 舞者只穿黑色的

紧身连衣裤和白色贴身 T 恤 ， 开创

了芭蕾服装史的 “极简风”， 乔治·巴

兰钦则在芭蕾史上为自己标注下了

“黑白芭蕾” 的印记。

如今 《天鹅湖》 已成为 “古典芭

蕾代名词”， 乔治·巴兰钦对柴可夫斯

基情有独钟， 他将这部经典舞剧中第

二幕、 第四幕改编成了戏剧化的独幕

舞剧 《天鹅湖》， 首演于 1951 年。 巴

兰钦用有限的篇幅将这段经典的 “无

望之爱” 娓娓道来， 高贵精美中流露

着淡淡的忧伤。 舞段聚焦于白天鹅双

人舞和群鹅交织的三段式结构， 并独

树一帜地改变了单纯的白色基调， 别

出心裁地将群鹅全都置换成了 “黑天

鹅”， 暗示了白天鹅的悲剧命运， 也

更加衬托出白天鹅的冰清玉洁。

以中西合璧演绎新歌剧《画皮》
本报讯 （记者姜方 ） 女中音 、

女高音和乾旦构成三位主角，20 多人

编制的中国室内民族乐队现场配乐，

这一版中西合璧的歌剧《画皮》将在本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首演于东

方艺术中心。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家

喻户晓的篇目， 首次以歌剧形式搬上

舞台，届时在指挥家叶聪执棒下，三位

演员以及新加坡华乐团将为观众带来

既新颖又亲切的歌剧欣赏体验。

中国新歌剧 《画皮》 由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 新加坡华艺节和新加坡

华乐团联合委约创作。 由编剧王爰飞

创作的歌剧《画皮》脚本一共四折，通过

“借伞”“还伞”“玩伞”“破伞” 的叙事线

索，串联起两个小时的剧情。 剧中，与妻

子恩爱有加的新中秀才王生外出， 归家

途中将伞赠与一在雨中哭泣的姣妍女

子。她是身披画皮在人间寻找温良、慈爱

人心的厉鬼妫嫣。 于是， 一场人鬼纠缠

就此发生。 作品试图展现黑白正反交叠

的人性， 以及充满恩爱与决绝的欲望纠

缠。 此外， 歌剧唱段的语句韵脚借鉴了

昆曲唱词， 透露出中国古代的人间风情。

歌剧 《画皮》 力求用精简手法来表

现复杂主题。 在演员方面， 剧中人一共

只有三位 ， 包括女中音董芳饰演的王

生， 女高音许蕾饰演的王夫人， 以及乾

旦刘铮饰演的女鬼妫嫣。 三位青年演员

试图以古代语言、 多元唱法、 现代表演

诠释人鬼未了情。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场

为歌剧伴奏的中型室内乐组合， 几乎全

部由中国民族乐器构成。 这种配乐形式

在以西洋乐器为依托的歌剧舞台上很罕

见。 作曲家郝维亚意在发挥中国室内乐

形式特有的细腻， 抒发民族器乐独有的

“人味”。

由于歌剧《画皮》采用民乐队、男旦

等中国元素， 导演易立明在执导演员动

作时也融入了东方色彩。 演员举手投

足将吸收戏曲的程式化动作， 并采用

充满舞台张力的表现主义风格进行表

演， 与歌剧极具浪漫色彩的音乐风格

形成呼应。 舞美则采用中国传统视觉

艺术中的散点透视原则， 整个舞台仅

仅交由一把椅子来展示虚拟空间。 易

立明表示， 这样的舞美设计将使观众

把更多注意力放到演员身上。“相较于

通过浮夸的舞美填充观众的视觉，我

们更希望达到一种简洁却不简单的艺

术境界， 让音乐和表演可以回荡于观

者的想象空间。 ”

纪录片《风味人间》探索海内外美食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由陈晓卿执

导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月底以周播

形式上线。这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第

二季总导演陈晓卿从电视荧屏“转战”网

络媒介后，推出的首部纪录片作品。

据悉，纪录片《风味人间》共分为八

集，每集时长 50 分钟。 纪录片筹备拍摄

历时两年，其间摄制组跨越六大洲、涉足

法国、西班牙、越南、摩洛哥、秘鲁、埃塞

俄比亚等 20 多地，进行了一场国际“美

食大探索”。“国外的美食，有一部分是奇

观性的食物，会引起大家好奇心，而更多

的是东西方的不谋而合， 是中国观众看

到会会心一笑的食物。 ”主创团队介绍，

大范围的搜罗， 是为了追溯中华美食在

人文历史中的奇妙渊源， 展现中华美食

在全球语境下的独特性。

纪录片在视觉体验上也颇有追求。

拍摄过程中，超微观摄影、显微拍摄、动

画再现、 交互式摄影控制系统等全新的

影像语言纷纷被启用。 为了生动展现佳

肴之美，罕见的显微摄影镜头下，将食盐

结晶到豆浆点卤的过程尽数收录。

虽是一部 “网生” 纪录片，《风味人

间》 的制作团队却多为有电视纪录片制

作经验的“老兵”。 主创团队中有不少人

曾参与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第二季

以及《寻味顺德》的拍摄。

内容之外，《风味人间》 最大的话题

还要属导演陈晓卿。央视纪录片《舌尖上

的中国》收获的巨大关注与商业成功，曾

将中国纪录片推向新高潮。作为第一、第

二季的总导演， 陈晓卿的名字自然与这

部作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去年，陈晓

卿离开央视的消息一出，便掀起热议，紧

接着没了陈晓卿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三

季又惨遭口碑滑铁卢。这些背景，都调足

了观众对《风味人间》的期待。

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小夜曲》 舞台照。 （上海大剧院供图）

《风味人间》 能否带观众重温美食中的乡愁与感动？ （图为海报）

《无双》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