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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通知即将返沪， 是时候放出一组小心愿

了。”3月29日晚，上海支援武汉华山医院医疗队的邹

慧祯在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发了一条朋友圈。 她

是支援武汉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 也是沪上一名资

深音乐剧观众。 照片里防护服上写着“法Gala（法语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 德Gala （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

会）”“想要看刘令飞的《变身怪医》”等心愿。

邹慧祯前天平安返沪后，本报联系了《德语音乐

剧明星音乐会》的主办方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剧场

表示，虽然受疫情影响，原定计划来沪的演出《德语

音乐剧明星音乐会》不得不抱憾延期，但诚挚地邀请

邹护士和家人观摩剧院重开大门的第一场演出：“我

们在剧场等您！ ”

在战“疫”前线期待剧场复演的日子

记者联系到邹慧祯时， 即将离开武汉启程回沪

的她心情百味杂陈，“过了3月31日零点就是在武汉

的第52天了。”2月10日起，上海华山医院医疗队整建

制接管了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的重症监护室

（ICU）。 核定床位30个看似不多，却是院区里危重症

病患最集中的病房， 最严重的时候30个床位里有27

名病人上了呼吸机。

“每天穿着三级防护措施的装备，又闷又热，但

真的不闷了也会担心防护没到位。”谈及在武汉的这

些日子，邹慧祯并不抱怨流汗辛苦，不习惯口味偏咸

辣的盒饭她也觉得蛮好，至少“不会电解质紊乱”。平

日在华山医院老年科工作的邹慧祯是个活跃的文艺

分子，是文化广场、上海大剧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等剧院的常客。在武汉前线时，穿上防护服后谁也认

不出来，为便于交流沟通，医护人员们会在防护服上

写下身份信息，后来又增添了一些美好的心愿，用来

传递爱和希望。“想不出什么好玩的话”，邹慧祯就在

一件件防护服上如实写下了自己想看的剧目。

作为音乐剧爱好者，她谈起看过作品如数家珍：

《悲惨世界》《剧院魅影》、德语音乐剧《莫扎特！ 》《伊

丽莎白》、 法语音乐剧 《摇滚莫扎特》《摇滚红与黑》

《巴黎圣母院》 ……去年作曲家西尔维斯特·里维指

挥多场《德语音乐剧明星音乐会》演出后还排队参加

了签售会，珍藏着里维的签名。

“原本去年宣布琵雅·道韦斯（德语音乐剧演员）

会来，但她身体欠佳，今年又全球疫情，真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有机会看到她。 ”疫情在全球蔓延后，邹慧

祯一直关注演出动向。 据悉，曾在音乐剧《摇滚莫扎

特》 中饰演多个角色的的演员梅万·里姆已确诊新

冠。宣布今年会造访上海的德语音乐剧演员乌多·凯

帕什，不知能否顺利确定档期。 “真希望疫情能快点结束啊！ ”

“诚挚邀请您观摩剧院重开大门的第一场演出”

两周前， 文化广场在线举行的新演出季发布会给国内甚至海外

的音乐剧爱好者们送来了“春天的消息”。虽然受疫情影响，许多演出

面临取消和延期，但发布会全网观看量突破200万人次，演出季套票

短短三分钟就售罄。 因为在病房值班，没有办法抢票的邹慧祯，只能

眼馋地把节目单看了又看。

不过，一位朋友将邹慧祯的防护服背影转发到微博平台后，惊喜

发生了。先是音乐剧演员刘令飞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在评论中加油祝

福：“最可爱的人儿们，感谢你们！平安归来！”本报记者将其信息转至

文化广场后，剧场负责人立即表示：“看到‘德gala?被写在防护服上

觉得既意外又荣幸。文化广场为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会员们设置了‘免

费续享一年会员等级?的特别福利，同时正在积极筹措复演后的公益

演出，诚挚地邀请邹护士和家人在不久的将来，观摩剧院重开大门的

第一场演出，也欢迎各位‘逆行天使们?共襄盛举。我们在剧院等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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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艺考”，

文化课成绩权重大幅提升

每年的1月至3月是艺考生们的“赶考季”。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记者获悉，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

传媒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艺术类院校，均对艺考方案进行了调整。

其中，上戏包括编剧、戏剧教育在内的四个专业，将直接按高考分数

录取。上音则推出“云端艺考”，以“远程初试+到校复试”方式进行考核。

上戏院长黄昌勇表示，文化课在艺考中权重增加，既是疫情防控

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艺术专业考试发展的必然结果。上音院长廖昌

永则坦言，“云端艺考”能够大大减少人员群聚，降低风险，同时又能

最大限度地覆盖更多考生，不错过优质生源。

文化课学不好才来参加艺考？ 规律被打破

每年的艺考都会成为热门话题。 今年除了四个专业将直接按高

考分数录取，往年报考上戏竞争最为激烈的戏剧影视表演、音乐剧表

演、戏剧影视导演、播音主持、中国舞、芭蕾舞、国标舞、舞蹈编导等八

个艺术类专业， 将首次通过提交视频作品和网上考试的形式进行初

试。 备受瞩目的面试复试和三试，具体方案和细则将随后公布。

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部分专业取消专业考试，直接按照

高考成绩择优录取。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类专业初试定为文化素养基

础测试，只考“文史哲”科目，进一步明确了选拔人才的导向，引导考

生更加重视人文素养的养成和传统文化功底。

“专业课不再是衡量艺术生能力的唯一砝码。 ”黄昌勇说，“文化

课学不好的来艺考———所谓的规律必须打破。我们希望培养的是艺术

家，提高人文素质教育，已经成为艺术类专业院校未来的发展趋势。 ”

强化文化课，注重人文素养的考察

先高考后艺考的政策在业界看来不只是一种临时调整， 强化文

化课，注重人文素养的考察，艺术院校的“门槛”高了。尤其是今年，对

那些平时忽视文化课学习或把文化课“扔”了大半年的考生而言，无

异于是“史上最难”。

教育界人士提醒考生和家长，对专业的选择更需理性，既需要对

自己和艺术有足够的认知，也需要对学校和专业有足够的了解，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初心”如何。黄昌勇指出，“希望考生和家长明白，艺考

不是一条升学捷径”。 “考生对艺术的敬畏感和纯粹心是学校最为看

重的。 ”上戏表演系主任何雁说，真正热爱的方能长远。 说到底，艺术

与人文息息相关，专业是工具，而学识决定了人生的厚度。

“云端”艺考，让每个有才华的考生都有机会

廖昌永表示，音乐表演专业的招生采用“远程网络面试、线上提

交视频资料”的办法是目前较为可行的路径，还能为更多有才华的考

生提供机会。

事实上， 提交音视频资料或远程初试是音乐院校招生中比较通

行的做法，在国际学生的招生过程中更为常见。像世界知名的伊斯曼

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等就都有成熟的远程考试做法。

据悉，今年上音的“云端艺考”，音乐学、音乐教育、作曲、指挥、声

乐演唱、各类乐器演奏等专业，均通过在线拍摄、提交考试视频的形

式。 考生事先根据统一的标准、格式，录制考试规定的曲目视频提交

相应平台，供考官进行综合评估打分并给出初试结果。在此基础上待

疫情平稳后，上音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安排到校复试。

文化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彦

这些历史博物图书
火了朋友圈，好在哪里

为什么说善于 “见风使舵” 的中国古

代纵帆船技术远超同时期的西方横帆船？

为什么说 “马踏飞燕” 脚下踏的可能根本

不是燕？ 带着这些有趣的问题， 近期出版

的一批历史博物图书， 在不少人朋友圈里

刷了屏。

无论是 《中国木帆船 》 《70 件文物

里的中国》， 还是 《年方六千———文物的

故事》， 从好玩的话题入手， 以大量图文

畅谈文物引发 “朋友圈体” 历史文化畅想

是共同的优点 。 “让文博读物不再艰涩

高冷”， 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图书编辑

王珍的话来说就是 ， 在保持专业性权威

性的同时 ， 更要贴近读者的阅读需求才

算成功。

“见风使舵 ”，是中国古代
帆船的重要技术优势

如果对影视作品或者古代绘画稍加留

意， 细心的观众或许可以发现， 中国古代

帆船大多是纵帆———帆面的高度大于帆面

的宽度， 而西方的帆船大多是横帆———帆

面的高度小于帆面的宽度。 那么， 哪一种

帆面的布局更好呢？ 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的 《中国木帆船》 中， 讲解了这个有趣

的知识点。

原来， 古代西方的横帆船使用布质的

软帆， 虽然帆面可以更大因而在顺风时获

得更大推力， 但受限于桅杆两侧绳索， 帆

面转动的角度有限， 因此只能单面受风，

在侧风和逆风时就比较无力。 而中国古代

帆船大多使用硬帆———在软质的布帆上铺

设交错的竹条， 使得布质的帆面具备了一

定的硬度。 硬帆可以围绕桅杆转动， 产生

类似飞机机翼所产生的升力 ， 这就让中

国古代帆船在航行时能够根据风向和风

力的大小随时变换帆角和舵角 ， 不仅在

顺风时能高速航行 ， 并且在侧风时也能

获取风力 。 宋代时的帆船还不能顶风航

行 ， 但是到了明代 ， 采用硬帆的中国古

帆船已经可以通过 “之 ” 字形的前进方

式获取侧风风力， 实现逆风航行。 这也就

是为什么 “见风使舵” 这个在文学意义上

的贬义词 ， 在航海术语上却是个不折不

扣的技术优势。

记者翻看 《中国木帆船》 一书看到，

虽然有大量的古代船舶科学原理， 但作者

何国卫教授的讲述文字生动翔实， 还为每

一个知识点配了示意图。 暨南大学特聘教

授钱江认为， 《中国木帆船》 学术性与趣

味性并重， 很好地照顾到了不同层次读者

群的需求， 是雅俗共赏学术专著的成功范

例。 该书编辑王珍告诉记者， 《中国木帆

船》 原本是为帆船研究学者、 文博工作者

所著， 却受到了不少船模制作者爱好者的

欢迎， “让许多青少年了解了中国古代帆

船制造技术获取了何种高度和成就”。

“马踏飞燕”脚踏之物可能
不是飞燕

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 《70 件文

物里的中国》 中， 为人熟知的国宝级文物

“马踏飞燕” 改用了 “雷台墓铜奔马” 这

个称呼， 并指出铜奔马可能并不属东汉，

它脚踏之物也可能并不是飞燕———“马逮

金乌、 马超龙雀、 马踏鹰隼” 是学者的三

种猜测。 社长王焰说： “最为难得的是，

这篇小文章并不是要指摘对国宝的研究发

生了什么偏差， 而是让我们了解对于文物

的研究是怎样抽丝剥茧 、 与时俱进的过

程， 同时也让观者抛开后世的光环， 用自

己的眼睛去感受文物本身带给人的震撼与

感动。”

像这样鲜活有趣的例子 ， 在 《70 件

文物里的中国 》 中比比皆是 。 在这本书

中， 文物不再是高冷的化身， 而是通过一

个个小话题的切入， 把学者们的专业知识

“转译 ” 成易于阅读的文字 ， 一件器物 、

一幅图画、 一方碑刻、 一处遗址……皆是

认识 “中国” 的一个视角， 带领读者重观

中国历史漫长恢宏的演进过程。

谈起对这本书的策划思考， 编辑许梅

道出了自己当初面对的问题： 在如今这个

网络发达的年代， 滑动鼠标或者轻点屏幕

就能看到纤毫毕现的文物影像资料， 读者

为什么要购买一本纸质的文物图书呢？ 在

许梅看来， 当观众走进博物馆亲眼直视一

件百年、 千年前的文物时， 会被触动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它是如何诞生的？

在它身上发生过什么故事？ 历史上的人们

经历了什么样的情感和记忆？ 正是这些奇

妙的历史勾连造就了一件件文物成为独一

无二的个体 。 而 《70 件文物里的中国 》

的写作方式， 也正是基于读者的这种阅读

需求形成的： 通过一个个故事来回答人们

的问题。

通过讲故事把小众的收藏爱好以及严

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普及给大众读者， 成为

越来越流行的叙事方式 。 如中信出版的

《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 就是以大量

图文畅谈文物所引发的 “朋友圈体” 历史

文化畅想。 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 《博物

馆里的极简中国史》 一书作者是上海博物

馆馆员张经纬， 他把流行的 “极简史” 写

作方式与文物的故事结合起来， 使得文博

科普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更加生动。

《不完美的她》向所有女性给出了更直接、更戳心的议题———怎

样对家暴说不，怎样做自己精神世界的大女主。

一批历史博物图书 ，从

好玩的话题入手， 以大量图

文畅谈文物， 在不少人朋友

圈里刷了屏
制图： 李洁

▲南京船

周迅带着沉甸甸的现实而来，
给出直白的女性议题

《不完美的她》摹写母亲的各种样貌，更观照当代女性的心理症候

层次感丰富的女性角色在国产都市剧

里太稀缺了。 或许正是这一点， 让周迅在

《不完美的她》 里显得尤其难得。 她呈现

的不仅是表演技巧层面分寸感和感染力的

兼得； 更重要的是， 当她携手一众女演员

出现在剧中， 镜头凝视并唤醒了的其实是

现实山丘里被掩藏的女性价值。

《不完美的她 》 日前在视频平台上

线。 该剧购买了日剧 《母亲》 的版权。 原

作被誉为催泪神剧， 泪点系于一对非正常

关系母女的情感羁绊。 本土化后， 《不完

美的她》 也围绕一对特殊母女展开， 林绪

之和穆莲生， 两个童年甚至人生都支离破

碎的人 ， 拼在一起 ： 你缺失的母爱 ， 我

补； 我遗失的童年， 希望你能拥有。

但新剧又不止于一个相互治愈的故

事。 周迅带着那些沉甸甸的现实而来， 向

所有女性给出了更直接 、 更戳心的议

题———怎样对家暴说不， 怎样做自己精神

世界的大女主。

情绪上的距离感， 让演
员贡献了克制又精确的表演

故事里的林绪之是个自带神秘感的

人。 她拥有养母爱的庇佑， 也有工作上十

多年朋友的帮衬， 可她也始终活在封闭的

内心世界里。 记忆的碎片和身边不间断出

现的线索， 都在催促她去寻访童年的失落

往事。 途中， 她偶遇一个孩子， 似曾相识

的感觉让她们 “一眼认出了彼此” ———都

是在家暴中受过伤的人。 一场大火后， 林

绪之从火场抱走了孩子， 七岁的穆莲生从

此改名林小鸥， 一大一小以母女相称。

曾在家暴中受伤的女童， 长大成人后

对 “世界上另一个我” 施以援手， 这是故

事的核心。 多重棱面， 则是人物的弧光。

林绪之身上既负载着时间的分量———从过

去的受害人到今天的施救者， 身份的转变

隔着 30 年； 情与法的交错更加重了角色

的复杂性———非法 “诱拐” 与善意保护相

撞是难题， 如何面对先后灌溉过生命的显

性或隐性的母爱， 也是难题。

有一场情绪的暗流、 表演的满弓， 让

女主角错综的内心一览无遗。 林绪之第一

次踏足钟惠的小理发店， 对于尚未认出生

母的她， 能如此不设防地走进陌生人的领

地， 是出于母爱。 在里屋， 她看见了走失

的孩子熟睡的模样， 放松下来的一瞬， 逆

光迎着面部， 她脸上泛起的柔和是保护欲

的外露。 随钟惠转到日常营业的外堂， 林

绪之不自觉提起自己的童年， 眉宇间， 破

釜沉舟的母亲消失了， 取而代之是个在记

忆迷宫里打转的孩子 。 从强硬的母亲到

不自知的孩子 ， 转变在周迅演来 ， 最大

幅度不过是牙齿从内咬住嘴角 、 右手拧

住左手背的肉 。 与她所述童年的惊涛骇

浪相比， 太过微不可察。 这段既自我又带

着他者“钝感” 的叙述， 在弹幕里激起了

满屏点赞。

十多年前， 周迅已拿下华语电影重要

的表演奖项， 有人问她： “提高空间在哪

儿 ？” 她答 ： “什么时候找到一个口子 ，

就进去了———这是特别哲学的一个东西。”

在林绪之身上， “这道口子” 是人物受到

童年伤害后与世界保持的距离。 因为距离

感， 林绪之边寻找边逃离、 想要爱又怕被

爱的形象， 有了情感的落脚。

探讨现实中女性群体的
价值观，是剧本真诚的意义

表演的成功 ， 同样适用于其他女演

员。 惠英红饰演的养母， 人前强硬， 可一

旦面对绪之， 强大的气场立刻散去， 她爱

得小心翼翼 。 赵雅芝演的生母 ， 看似隐

忍、 牺牲， 带着 15 年牢狱留下的唯唯诺

诺， 可气质上的一尘不染又在暗示一切还

另有隐情。

在这部总共 22 集、 每集 35 分钟的短

小网剧里， 精准的表演能缩短观众对人物

认知的过程， 更有助于在短时间里捕捉到

剧本传递的充沛信息量。是的，相比日版原

作，《不完美的她》 试图成就更为庞大的野

心，尽管需要为之付出削弱情感的代价。

剧本刻画了种种母亲形象， 并借林绪

之的台词摆出态度———不是所有人都有资

格做父母的。 父母给孩子的爱， 并不是无

偿的， 孩子给父母的， 才是。 只生不养的

行为， 让被嫌弃乃至被抛弃的穆莲生们，

即便长大后成为独立的林绪之， 也会一辈

子活在对自我的怀疑中———是我做错了什

么吗， 不然为什么要受惩罚？

剧本更从母亲破题， 希望围绕现实中

女性群体的价值观， 激荡出一次真诚的讨

论。 于是人们看见， 剧中的女性角色， 拥

有少见的梯度： 有受欺凌的女童穆莲生，

有麻木的成人穆静； 有对 “母亲” 涵义确

信又坚定的袁玲， 也有对婚姻根本一片茫

然的林亦之； 有从职场到情感处处希望有

人指引的林果之 ， 也有在事业上独立自

信 、 但在两性关系上总会切换成 “被怜

爱” 模式的高山……这些女性没有一个相

似的， 也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她们坚强，

也脆弱； 隐忍， 也勇敢； 独立， 也渴望倚

赖； 天真， 又难得天真。

《不完美的她》 把生活里许许多多的

“她” 裂变成不同的镜像， 让她们在剧中

彼此提点。 林绪之告诉女孩， “你一定要

学会求救” “你永远别把讨好他人当成一

种习惯”。 医生敲打林亦之， 生育既不是

一段感情的必需， 更应该值得所有人像珍

视生命一样审慎对待。

凡此种种， 一旦观众从中照见自己的

影子， 从而重新审视作为父母的责任感，

重新打量两性关系中不对等的付出与收

获， 重新从人性沉疴里打捞自我价值， 那

么 《不完美的她》 促成的， 便可能是一些

女性价值的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