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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曾三次赴台演出
上交与台湾的缘分最早可以追

溯到 23 年前———1994 年初 ， 上
海交响乐团首次应邀赴宝岛预演，
在户外举行了一场新年广场音乐
会， 4 万观众到场聆听 ； 2004 年
11 月， 指挥陈燮阳率上交二度飞
抵宝岛， 连演两天， 带去了颇具民
族特色的笛子协奏曲 《愁空山 》；
2010 年， 上交百余人的乐队， 联
手多位艺术家共同演绎世博会主题
曲 《我去看世界》 等曲目。

《北平胡同》暌违舞台30年再上演

上海交响乐团赴宝岛台北参演海派文化艺术节

昨晚， 上海交响乐团驻团作曲家朱

践耳的作品《节日序曲》在宝岛的台北市

奏响，同时，俄裔犹太作曲家阿龙·阿甫

夏洛莫夫的交响诗《北平胡同 》暌违 30
年，再度登上舞台。 屈指一算，这也是上

交继 1994 年、2004 年、2010 年之后第四

次在台湾演出。
演出前，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接

受记者采访时谈到， 在海派文化艺术节

中献演《北平胡同》这个与上海有千丝万

缕关系的作品，有别样的意义。 “观众已

经不仅仅满足于欣赏传统作品， 而是期

待一些反映城市声音、时代变迁的作品，
这次就是把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带到台

北来。 ”7 年前，上交来台湾演出时全场

合唱返场曲《外婆的澎湖湾》。“时隔 7 年

再来台北交流，意义非凡，希望借这场音

乐会， 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和传承中华

文化做一点贡献。 ”
音乐会以极具欢庆气氛的 《节日序

曲》开场。这部朱践耳先生留学时写下的

作品，于 1959 年 5 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

首演， 之后就被当时的苏联国家广播电

台收购并保存，历经不少波折，才由当时

的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带回国内，
在国庆十周年献礼音乐会上奏响。

《北平胡同 》是阿甫夏洛莫夫 1929
年至 1945 年左右定居上海期间的代表

作， 描述的是这位外国作曲家对老北京

的印象。 作品收录旧时京城胡同里从早

到晚各种音响———街头小贩的叫卖声、

走街串巷的理发师、磨刀工的揽客声、寺
庙的钟声等相互交织，从日出到黄昏，乐
曲从昂扬回复平静。 作曲家从上海弄堂

遥望北京， 在作品里夹杂着对中国这片

土地上每一缕风土人情的深情回忆。
鲜为人知的是， 深受中国文化吸引

的阿甫夏洛莫夫曾经为《义勇军进行曲》
配器。 融贯中西的独特音乐风格，使他一

时声名鹊起。当时的英文报纸《中国报》评
价他：“用西方交响乐队表现中国音乐主

题的才华打动了听众……数百人挤在后

台向作曲家致意。 ”
作为第七届海派文化艺术节的一部

分，该音乐会由两岸艺术家联袂演绎：年
仅 13 岁的少年钢琴家王雅伦以及出生

于台湾， 美国音乐家协会大赛史上最年

轻获奖者、 中提琴演奏家李捷琦加盟昨

晚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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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定制时代，
必须反对“低智化套路化空心化”

北京春季电视剧交易会把第一场论坛主角交付“工匠精神”

已经连续几年， 电视剧交易会成

了业界的 “鸡肋”， 因为国产电视剧

年产量居高不下、 库存严重。 但刚结

束的 2017 北京春季电视剧交易会即

“春推会”却意外惹人注目。 不仅因为

春推会上传出一则提振行业的消息：
国内第一个影视著作权专家鉴定委员

会正式成立，抄袭之风有人管了。更在

于， 新一届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集

结 后 的 第 一 场 论 坛 ， 便 开 宗 明 义 ，
“求精品， 求原创”。

正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视

剧司司长毛羽所言， 工匠精神与时代

进步并不违和， 甚至 “愈是浮躁的环

境中， 愈需要 ‘一剧之本’ 的创作者

保有 ‘板凳坐得十年冷’ 的定力， 在

文字的书写中冷静地、 一点一滴地去

发现人性的丰富与美好， 去把握社会

的变迁与时代的进步”。

电视剧定制时代，“唯尽
唯一”才是创作的正道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尹鸿教授用困惑开启了发言， “我常

参加各种评奖， 一年几次， 总会发现

有些名字反复出现， 有的编剧一年之

内能写三四部长篇剧”。 评奖候选单

上的高重合率 ， 其 背 后 是 电 视 剧 的

“定制时代 ”。 尹鸿说 ， 或受困 于 人

情， 或受迫于资本， 很多名编剧随波

逐流， 陷入了流水线式的生产作坊，
“这不是水平问题， 而是我们太急于

完成这些定制剧”。 凡是出名的编剧，
每天都有人情或资本紧追身后， 逼迫

着他们多交稿、 交快稿。 如此 “定制

时代”， 人情或资本是电视剧生产的

主谋， 而创作的初心、 对生活的有感

而发退居到了幕后。
影视工业的大环境如此， 这或许

就是 2017 年中国编剧们把相聚探讨

的第一个话题锁定 “工匠之心” 的初

衷使然。 一定程度上， “工匠精神”
也是刘和平当选新一届中国电视剧编

剧委员会会长的理由之一。
当年， 刘和平花 7 年时间创作 《北

平无战事》， 潜心案头功课， 数度推辞

资本的相邀。 最终的结果， 中国亿万电

视观众可见， 这部剧成为近 5 年的高峰

之作 。 论坛上 ， 刘和平分享了 创 作 心

得， 他用 “唯尽唯一” 来归纳自己的职

业生涯， “我有生之年， 在同一个时段

只能写一个剧本， 因为同时写两个剧本

我做不到精力集中”。 论资历， 1994 年

就已位列国家一级编剧的刘和平不可谓

不 资 深 ； 论 作 品 ， 他 的 《雍 正 王 朝 》
《大明王朝 1566》 《北平无战事》 从来

都是行业标杆式的精品剧作。 权威如刘

和平尚且不敢同时启动两项剧本， 但业

内却有越来越多编剧陷入 “左右互搏”
甚至 “多核运算” 的 “高效” 创作链。

作为新当选的编剧委员会会长， 刘

和平提议同行们反躬自问： “你能不能

做到同时接四五个剧本写作， 并同时竭

尽全力？” 若不能， 他希望编剧能恪守

“工匠精神”， 敢对资本或人情说 “不”。
就像他自己做到的那样， “现在我有两

个助手， 还有两个同事跟我在一起， 我

们日夜坐在一起写剧本 ， 我不 说 每 一

天， 每个星期来找我的电话不断， 我基

本上都是两个字： 拒绝”。

IP本无原罪，但已承载太
多创作弊端

近两年， “春推会” 交易旧剧已成

了屡被诟病的现象。 在中国电视剧年产

量超过 1.5 万集， 网剧也已年产过万集

的当下， “去库存” 几乎是剧界的陈词

滥调。 新剧来不及播， 却有编剧发现，
一些旧剧仍有占据荧屏的生命力。 正在

中央电视台八套播出的 《青岛往事》 已

是 3 年内第 3 次播出， 且收视率名列同

时段前三。 无独有偶， 首播超过 10 年

的 《大明王朝 1566》 日前再登卫视、网

络双平台，没有高像素保驾，更没有流量

明星“护航”，观众们照样趋之若鹜。被重

复播出了许多次的还有央视 83 版 《红

楼梦》、 86 版 《西游记》， 它们陪伴着

几代年轻人走过假期， 历久弥新。
“真正恒久的东西还是存在的。 不

管时代如何变， 影视创作对人的爱和对

人的关注不会改变。 ”尹鸿说，能经得起

岁月和观众反复检验的经典作品， 并不

在乎原创抑或改编，最重要的，在于其精

神内涵， 能否与观众达到情感共鸣。 从

这一角度 ， IP 本无原罪 。 可为何从

2016 年开始， IP 越发频繁地被钉在

耻辱 柱 上 ， 被 视 为 一 切 影视祸乱的

源头？
“我 们 反 对 IP， 其 实 因 为 它 承

载了太多创作上的弊端。” 著名编剧、
山东省电影家 协 会 副 主 席 赵 东 苓 提

出， 业内反 IP， 反对的实为 IP 折射

出的低智化、 套路化、 空心化。 有位

年轻编剧曾递给她一个故事大纲： 开

头是一个男人 回 家 ， 发 现 老 婆 出 轨

了 。 30 集的篇幅以此为基础 ， 也仅

限于此。 这个男人疯了似地到处捉奸

设套， 最后证明整个故事是别人给他

设的套。
“这故事真吗？ 绝不。 现代社会

的家庭关系绝非如此。” 赵冬苓劝服

那位年轻编剧的理由值得所有 IP 的

推崇者警醒———观众们已能看透一切

套路， 精准猜出下一秒剧情走向， 编

剧如何还能囿于套路里难以自拔？ 观

众们无法从荧屏里捕捉真实的感觉，
编剧如何还能醉倒在空心化的写作里

洋洋自得？ 观众们的智慧已经进阶到

了与生活的时代同步， 编剧的思路怎

可还停留在 20 年前滞留不前？

《爱情偶遇游戏》展现喜剧魅力

上海大剧院首次推出经典法国戏剧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今年，上海大

剧院首度尝试引进法国戏剧作品， 为观

众展现同样有着深厚戏剧传统的法国戏

剧的样貌。昨晚开始，由法国当代新锐导

演菲力浦·卡尔沃里奥自导自演的法国

古典喜剧泰斗、 女权主义先驱马里沃经

典之作《爱情偶遇游戏》在上海大剧院上

演。 该作曾在阿维尼翁戏剧节上演出超

过 30 场，深受法国观众的喜爱。
《爱情偶遇游戏》是一部在法国人尽

皆知、经久不衰的爱情喜剧，讲述的是一

个在爱情中“试探”的故事。 与纯喜剧不

同， 马里沃的剧作中体现的情感更为复

杂，通常给人一种悲喜交加，情感起伏剧

烈的感觉。剧中马里沃运用细腻的描写、
精致的语言，制造出趣味横生的交锋。双
方台词句句相扣、你来我往、张力十足。

作为法国女权主义先驱的作品，《爱情偶

遇游戏》中也无不透露出这种思想，女主

角西尔维娅便是这样一个跳脱世俗偏见

和普遍设定的女性形象， 使得马里沃笔

下人物更受现代观众认同与共鸣。
此次在上海大剧院呈现的 《爱情偶

遇游戏》由法国新锐戏剧人菲力浦·卡尔

沃里奥导演。 卡尔沃里奥醉心于马里沃

剧本中的精妙玄机， 在原作的精神和语

言的样貌基础上， 为了更贴近当代观众

的审美需求， 他对整部剧的结构做了不

小的改动。其中最特别的处理是，将仆人

的故事和主人的故事分成两种风格来演

绎。 “仆人所表达的感情更世俗化，而主

人的演绎则比较严肃。观众在欣赏时，有
时会产生在看两部截然不同的话剧的感

觉。 这是我特意营造的氛围。 ”

■本报记者 周敏娴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彦
实习生 汪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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