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疣鼻天鹅天性警觉， 往往镜头接近到 100 米左右， 就会将它们惊飞， 拍摄者只能在天鹅低头觅食的瞬间慢慢接近它们。 图为 《自然的力量》 剧照。

京剧电影《霸王别姬》
评论集在沪首发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近日，《传承

与创新———3D 全景声京剧电影 〈霸王

别姬〉评论集》一书在上海京剧院首发。
此次电影评论集由上海音乐出版社

推出，汇集 68 位专家学者、影评人、媒体

人、 戏迷以及导演与其他主创人员等各

界人士，对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观感、品

鉴与阐述的专业性评论集。 全书共 6 个

部分，包括长篇评论、短篇观感、导演手

记、主演回顾、电影剧照和经典唱腔，从

戏曲艺术、美学隐喻、电影技术等多个角

度对这部电影展开全面的评述和剖析。
值得一提的是， 该书运用二维码移动终

端技术， 将传统阅读与经典唱腔视听互

通，提高读者体验，传播民族文化。
作为国家 “拍摄京剧经典大戏电影

工程”首批试点剧目之一，京剧电影 《霸
王别姬》 是中国第一部 3D 全景声京剧

电影。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主演

楚霸王项羽， 虞姬由史依弘出演。 2014
年 12 月，该片荣获第三届中国立体(3D)
影视作品最高奖———“3D 电影故事片最

佳奖”，并受美国杜比剧院 (美国奥斯卡

奖颁奖剧院) 的邀请成功举行了海外首

映， 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杜比剧院

首映。 2015 年，电影又在美国洛杉矶获

得了由国际 3D 与先进影像协会颁发的

3D 电影最权威奖项 “金·卢米埃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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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纪录片和大自然谈妥拍摄“档期”
国产自然类纪录片有了专业学术“后援团”

等待一只野生动物有时比请一位

国际明星还难， 这是自然类纪录片吸

引人的所在。 国产 6 集自然类纪录片

《自然的力量》， 正在央视纪录片频道

播出，片中可谓“大牌云集”：为何小藏

羚羊一出生，母亲就要离开宝宝？珊瑚

产卵季会呈现出怎样一番瑰丽的海下

奇观？ 拥有诙谐网络表情包的萌物兔

狲， 在捕猎时又会呈现怎样一副不为

人知的威猛状态？
从茫茫戈壁到林海雪原， 从热带

雨林到南海之滨， 摄制组行程数十万

公里，野外拍摄超过 500 天，记录了藏

羚羊、雪豹、野牦牛、长臂猿、亚洲象等

动物，展示了我国地理地貌、生态环境

的复杂多样。
之所以能把这么多“野生大牌”收

入镜头，《自然的力量》的幕后，是一支

由博士组成的调研团队———来自北京

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的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地理学

研究人员， 为纪录片的拍摄做了一年

多的调研工作。 正是得益于严谨踏实

的“理工思维”，《自然的力量》不仅“狙
击”拍摄到了许多珍贵的镜头，而且讲

起故事来情绪拿捏准确， 被观众戏称

为靠谱的类型片。

博士调研团队， 耗时 1
年多，为 200 多种物种撰写
拍摄可行性报告

自然环境、 动植物极大的不可控

性，让自然类纪录片很“烧钱”，没有专

业知识 ，等不到“主角”，更讲不好“故

事”。 然而在《自然的力量》的拍摄过程

中，摄制组几乎每次出去拍摄，都能带

回点东西，成片率达到 1誜100，在整个

纪录片领域不算低，相对自然类纪录片

而言，其拍摄珊瑚产卵、牦牛幼崽被狼

群围攻的镜头，几乎是“狙击”。 这正是

得益于一支专业的前期调研团队。
与不少国内纪录片作品直接由摄

制组成员进行前期调研不同，《自然的

力量》 建立了一支由博士组成的调研

团队，调研团成员分别来自北大、国科

大、北京林业大学的多学科研究人员，
调研团队召集人刘艳丽将调研团队的

工作概括为“一座连接自然保护区、科学

界与纪录片的桥梁”。在一年多的前期调

研中， 成员们利用自己的专业储备为纪

录片挑选符合主题的物种， 并联系在当

地驻扎的科学家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进一步研究确认物种的拍摄可行性与视

觉呈现效果。
前期调研虽耗时一年多， 但有了专

业团队的介入， 为摄制组节约了大量的

时间成本。 总导演李文举与摄影指导王

路，10 多年前参与了央视自然类纪录片

《森林之歌》的拍摄。 两人去南海拍摄红

树林，可到了当地却傻了眼。 “之前只见

过印度红树林，以为植物高大，野生动物

嬉戏其间， 没想到那儿的红树林却只有

1 米来高，也没见着什么动物。 ”被怎么

拍、 拍什么困扰的两人坐在附近的小亭

子里苦想一夜。
有了专业的前期调研， 这种 “无用

功”便被大大削减。 一年多的调研期，调
研团队提交了 200 种珍稀动植物的调研

报告，报告最长的有七八页纸，最短的也

有两三页篇幅。 调研报告如同一份 “宝
典”，为摄制组与大自然谈妥了档期。 在

关于黑冠长臂猿的调研报告中， 调研组

选定了云南无量山自然保护区作为拍摄

点，而时间则被定在三四月份，原来那里

是黑冠长臂猿最大的种群聚集地之一，
再加上春季这里森林中的落叶阔叶林萌

生新叶，遮挡物较少，在一片深绿浅绿的

森林景观中能拍到金灿灿的小长臂猿与

母亲的互动。而在之后的补充资料中，摄
制组需要做的保护措施、 当地向导的联

系方式等细节也被一一罗列。
在刘艳丽看来，与纪录片团队的合

作， 同样也为 一 线 的 动 植 物 研 究 者 与

保护者提供了分享自己学术研 究 成 果

机会 。10 年前 ，刘艳丽曾在西藏羌塘国

家自然保护区的无人区科考。 当时保护

区管理局的嘎玛局长叹息， 每年有 20
多万只藏羚羊从这里迁徙而过， 拥有如

此珍贵价值的自然保护之地却少为世人

知晓。

为 “硬知识 ”包裹上吸引
人的类型片外壳

前不久， 一则小蜥蜴在海滩躲过群

蛇追杀的视频在网络疯传。 在这段不到

3 分钟的视频中， 一只刚破壳而出的小

蜥蜴，在海滩上一路狂奔，躲避四周窜出

的蛇群， 好几次小蜥蜴的尾巴已经落入

蛇口，蛇群甚至几度编成一股，将小蜥蜴

网罗其中。 但最终小蜥蜴还是凭着强大

的求生意志突破重围， 爬上岩石与同伴

汇合。一路惊险过后，镜头最终停留在相

聚的温馨一刻。 这则让人肾上腺激素飙

升的视频其实截取自纪录片《地球脉动》
的第二季，不少观众直呼，这简直是将纪

录片拍出了动作片的效果。“自然类纪录

片的拍摄， 不一定非要讲生生死死的壮

烈生命史， 有时将一个行为或者瞬间做

到极致，延伸出相应的情节与节奏，或者

将我们熟悉的事物拍出陌生化的效果，
反倒更能吸引当下的观众。 ” 李文举认

为， 根据调研团提供的动植物的生活习

性与生存智慧的报告， 自然类纪录片可

以通过节奏与布局为故事加分。
在《自然的力量》中，自然界的“硬知

识”就被裹入了巧妙叙事的“糖衣”之中。
要展现珊瑚产卵的海下奇观， 摄制组没

有平铺直叙， 而是将产卵作为一个理想

结局抛给观众， 再将珊瑚产卵所需要的

苛刻自然条件作为层层悬念进行铺设，
将观众的好奇心激发出来； 要讲述红松

的繁殖，却先从活泼好动的花栗鼠拍起，
秋季果实成熟，花栗鼠们争夺着松果，在
高速摄影机的捕捉下， 打斗的花栗鼠如

同跳起了一支支有趣的舞蹈。 而这抢

夺、收藏的过程，恰恰成为了红松传播

的强大助力。
摄制组长达 500 多天的野外实地

拍摄也收获了不少罕见的珍贵画面。
在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内， 摄制组用

伪装摄像头捕捉到一只藏羚羊宝宝的

学步过程。 产崽后，为了不暴露目标，
藏羚羊妈妈会暂时离开幼崽。 而藏羚

羊宝宝则要在半个小时内独自学会站

立行走，镜头中，藏羚羊宝宝挣扎着一

点点站起来，细长的四肢如同风中的

树叶瑟瑟发抖 。 由 于 摄 像 头 距 离 较

近，好奇的藏羚羊宝宝偶尔会用鼻子

蹭蹭镜头，萌态可掬。 四肢粗壮、体型

与家猫相当的 野 生 猫 科 动 物 兔 狲 是

不折不扣的 “网红 ”，曾与纪录片 《第

三极 》捧红的藏狐 ，并称为野 生 动 物

界行走的表情包。 但由于兔狲生性警

觉 ，有时刚一出现 ，便又在某 个 小 洞

中消失不见，时常与摄制组打起游击

战。 在《自然的力量》中，摄制组却难

能可贵地 “蹲守 ”到一段兔狲 捕 猎 鼠

兔的影像。 而这段寻找兔狲的过程也

成为纪录片叙事的一部分，一起呈现

在镜头中。

海平线绘画雕塑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李婷）由上海市美术

家协会主办的“第 16 届海平线绘画雕塑

联展”日前在中华艺术宫拉开帷幕。每两

年举办一届的“海平线”是一个有着悠久

历史的展览品牌，在其 30 年的发展历程

中，相继推出了近 400 位艺术家，为发现

和培养上海中青年美术力量起到了很好

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由中国美协上

海分会主办的 “海平线 86 绘画联展”在
上海美术展览馆初次亮相， 联展邀请了

26 位中青年美术家参展， 共展出 85 件

作品， 受到上海及全国美术界的关注。
“海平线” 引发的震动不限于画展本身，
还开启全新的学术机制。 30 年来，“海平

线”以中青年为主力，强调学术品位、个

人风格和艺术功底， 展示上海中青年美

术家的思考和追求， 成为上海画坛一份

十分珍贵的记录。
本届“海平线”将主题落在“意象再

造”上，集中展示了 31 位艺术家的 150
余件作品，通过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

多种形式，诠释“意象”概念在当代语境

下的重构与升华。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文化 广告

他满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走出书院

“廉吏于成龙”央视开播

昨晚，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 40 集电

视连续剧《于成龙》。 300 多年前这位“天
下廉吏第一” 的故事如何感动今天的观

众？ 该剧导演吴子牛说：“因为历史的正

气至今余温尚存。 ”
对观众而言， 于成龙的名字并不陌

生。 45 岁之前，他在山西永宁书院历经

数十载寒窗苦读， 获得文化和思想的深

厚积淀。 45 岁时，他满怀“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走出书院，挥别

妻儿。 当怀揣着母亲和乡亲们为他凑的

盘缠，坐驴车离开故乡时，一段 23 年出

将入相、可赞可敬的传奇岁月从此开启。
那 23 年里，于成龙的仕途经历时时充满

惊险传奇，处处经受着生死考验。他留下

过“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

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得一官不荣，失一

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的为官箴言， 也曾因胸怀社稷、 心系民

生、清廉淡泊、莅事忠勤的为官风范被誉

为“天下廉吏第一”。
对于这样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的清官，电视剧的呈现有何奥妙？吴子牛

说：“真实的历史最为动人， 拥有绵延至

今的能量， 我们常常拍着拍着就被于成

龙打动。”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

物之一，吴子牛执导过《晚钟》《大磨坊》
《天下粮仓》《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历

史题材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这些作品

都以深沉情怀见长。 如今对于《于成龙》
的创作， 导演坦言：“作为电视剧制播大

国，真正的历史不该从荧屏缺席。而于成

龙名垂青史， 他的事迹都是被文字记载

的真实历史， 恰是历史观照当代的上佳

素材。 ”
为了达致“真实”的效果，吴子牛并

不想把一代廉吏塑造成刻板形象， 而是

从人之常情来展现给观众一个“生动、立
体、真实的读书人”的形象。 他说：“于成

龙是一个脾气直爽、 感情冲动、 说一不

二的人。 他一方面为人勇敢豪气、 正直

耿直， 胸有大爱； 另一方面， 他还有许

多普通人的情感， 他是爹娘的好儿子，
妻子的好丈夫， 孩子们和蔼的爹爹和爷

爷、 朋友们眼中的好大哥， 是老师眼中

的好学生， 我特意留出不少篇幅用来描

摹他作为 ‘普通人’ 的一面。 比如他经

年累月只吃青菜豆腐， 得来一个 ‘于青

菜’ 的抠门外号。 这些小细节， 都是为

了让真实的于成龙更接地气， 让观众喜

爱。 如果真能达到这目的， 那才可以说

这部剧成功了。 ”

“大世界”里听评弹《繁花》
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上海大世界“非遗创新演艺”首部委约长篇评弹试演

承载了无数上海人童年记忆的上海

大世界，日前进入试运营。再度归来的大

世界， 着力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平

台，其“非遗创新演艺”首部委约作品选

择了长篇评弹《高博文说繁花》。 剧本改

编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沪语小 说 《繁

花》，以评弹形式娓娓道来一个上海人的

故事，会是怎样的景象？记者日前前往试

演现场一探究竟。
高博文领衔，青年演员吴静慧、黄海

华、陆锦花、解燕共同“说繁花 ”，5 位评

弹演员两两轮番上场， 或是扮演剧中人

物， 或是跳出叙述剧情。 虽说是传统的

“一桌二椅”， 不过若是遇到三人对话的

戏份， 第三位演员则会从幕后来到台前

共同完成，形式自由灵活。背景墙除了为

观众理解剧情而设置的字幕外， 时不时

还出现剧中所涉及的老上海风光。 首回

书说了一个半小时，渐入佳境，观众们听

得津津有味，就连小说《繁花》作者金宇

澄本人也时不时地笑出声。
说起这次演出的缘起， 高博文告诉

记者，早在 2016 年 3 月，他就找到金宇

澄，有意将《繁花》改编成评弹。听说王家

卫有意将其改编成电影， 更坚定了他的

想法：“《繁花》的头绪比较多，人物关系

交错，篇幅和容量与长篇弹词相当，而大

量人物对话与繁密故事情节， 用说书的

形式描绘，特别合适。”为此，高博文把自

己早前用上海话念的小说片段放给金宇

澄听。 这与金宇澄的想法一拍即合：“其
实很多人都和我说，因为《繁花》这种话

本体，特别适合改编成评弹。 ”而在他写

书的时候，就好像“耳朵边一直有一位苏

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一个人慢慢讲，声
音不温不火，不高不低，再麻烦的背景名

堂，再吵闹的男女对白，先生总是笃定泰

山，有哭有笑，有俗有雅，说得源源不断，
像是用不着我考虑，我只要听，只要记就

可以了，真是特别……”
从书又回到说，可以说是一种回归。

不过，评弹以吴语说唱，如何表达这样一

个上海人的故事？记者发现，在演出中评

述、唱的部分演员使用吴语，而人物对话

中则尊重每个人物的身份说方言， 因而

除了沪语外，宁波话、苏北话、崇明话等

都有所展现。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主创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呈现一个更为立体、
生动的上海。 此外，尽管评弹过去最擅

长的就是跳出故事，大段表现人物的内

心活动 ，不过在金宇澄的建议下 ，评弹

呈现的《繁花》从最初的“内心戏太满”到
现在的更为节制， 从而更加符合上海人

含蓄内敛的处世之道。

少了内心戏， 却补充了不少风土人

情的描述。 跟着沪生和梅瑞谈恋爱荡马

路的脚步，评弹带观众了解上世纪 80 年

代情侣谈恋爱最爱的三大去处： 人民公

园“恋爱角”、外滩“情人墙”，还有就是大

世界的电影院。 此外，里弄秘闻、路口的

摊头，甚至是弹簧地板，都在评弹的说噱

弹唱中被生动还原。
其实， 近百年前的大世界就是一个

“戏曲大超市”，京、昆、越、沪、淮、豫、评

弹、黄梅戏、滑稽戏都有上演。 此番在大

世界演出评弹，也是一种回归。 不过，由
于长篇弹词回目多， 近年来通常每天下

午在书场以单、双档的形式演出，一演就

是一个月。书场多为公益演出，老听客听

一下午不过 5 元、10 元。 评弹团乡音书

苑等书场近几年虽然成为都市白领经常

光顾的文化场所， 可也是以演出经典折

子、中篇为主。如果按照计划一两周演一

回的计划，要把《繁花》说完可能需要整

整一年。这么长的演出跨度，对于主创也

是非常大的挑战。 高博文希望以拥有受

众基础的《繁花》试水，计划用电视剧“季
播”的形式推广长篇。评弹《繁花》计划分

为若干季， 每季四至六回书讲述一个较

为完整的故事。 故事与故事间有所联系

但也相对独立， 方便年轻的观众在周末

以“追剧”的方式欣赏传统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