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英红扮演的患有老年痴呆的芬姨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歌手， 见过浮

华、 受过创伤， 被时代抛弃后又被病魔一点点剥夺记忆， 似乎一切都在走向

油尽灯枯。 而惠英红之所以能将老年痴呆症状态演绎得丝丝入扣， 是因为她

母亲生前就是一位老年痴呆症患者。 惠英红多次表示， 母亲在 50 多岁时就

出现了病症， 但由于她当时对于这种疾病不了解， 只知道埋怨母亲很烦、 很

笨， 错过了陪伴母亲的最佳时机。 这部电影， 是她试图向老人道歉。 然而，
现实中的剧情没有反转， 就在她第四次捧起金像奖的前几个月， 母亲已然过

世。 图为电影《幸运是我》海报。

■本报记者 陈熙涵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有专家认为 ， 这一
代年轻人毫不犹豫地站
在正义一边，是非分明，
内心善良光明 ， 这样的
正剧让他们感动了

快 评

中外专家共同辨析唐宋绘画风格

美国密歇根大学举行中国艺术研讨会

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中国艺术史的终

身教授班宗华 （理查德·巴恩哈特）、 美

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 终 身 教 授 包 华

石 （马蒂·鲍尔斯 ）、 英国伦敦大学亚

非学院艺术史教授马啸鸿 （沙恩·麦考

斯兰） ……密歇根大学举办的一场别开

生面的唐宋艺术研讨会， 让这些欧美中

国艺术史专家聚集一堂。
本月 ６ 日到 ８ 日， 世界各国 ３０ 多

位专家学者来到密歇根大学， 谈论盛唐

诗人、 画家王维， 辨析唐代与宋代绘画

风格的异同， 探讨艺术鉴赏与历史背景

的关联。 其中的一个重要标本， 就是近

期在海外新发现的一幅中国古画 《著色

山水》。
记者在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厅

看到， 这幅 ２８×１２７ 厘米的绢本画由于

年代久远， 已破损严重， 泛黄变暗。 但

定睛观看 ， 依稀可见山水 、 树 木 与 村

落。 画幅的部分题跋十分清晰。
班宗华、 马啸鸿等教授认为， 由于

画上出现了比较可信的北宋晚期名臣刘

唐老的题跋， 可推断此画是北宋晚期之

前的作品。 从风格上看，不逊《游春图》
《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等中国山水名

作。 但对于此画是否属于一些人认为的

王维作品，尚无法找到证据。 尽管如此，
包华石教授告诉记者， 众多学者一致认

为此画“质量很高”“非常漂亮”。

包华石教授与多位研究生一起， 采

用图像技术分析此画结构， 并在研讨会

上进行了演示。 他认为， 对比宋代的艺

术史料 ， 《著色山水 》 中难 寻 宋 代 因

素， 很可能是宋代之前的作品。
《宋画全集》 欧美卷副主编刘九洲

认为，这幅《著色山水》图的发现，将 ５ 世

纪到 １０ 世纪的石刻绘画“树木”元素与

唐宋之后卷轴绘画中的“隐逸”元素结合

在一起，且与宋代山水有明显差异，应该

是宋代山水大发展之前的画作。
故宫博物 院 余 辉 研 究 员 对 记 者 表

示， 接下来的研究应在学术分析的基础

上， 进一步对绘画的材料进行检测。 当

初故宫鉴定唐代著名的 《五牛图》， 就

是检测到画纸为唐代普遍使用的麻纸，
而不是宋代一枝独秀的竹纸。 中国各朝

代绢的织法也有不同， 如果检测并分析

出 《著色山水图 》 采用了哪 个 时 代 的

绢， 就能从很大程度上确定此画的朝代

归属。
记者走出鉴赏、 研讨中国古画的密

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 走入临近的大学

研究生图书馆， 发现这里正在举办一场

小型的 １９４５－１９６５ 年中国舞蹈史料展，
美国民间与学术机构研究中国历史与文

化的热度也在悄然上升。
新华社记者 王强 徐静

(新华社美国安阿伯 ４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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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与正义，感动年轻一代
王彦

编剧周梅森、导演李路、以及在网

上火起来的吴刚都承认，如今《人民的

名义》 正以一种超越设想的方式传播

开去。
就当多数观众还在揣测终极大反

派究竟属谁时， 关于该剧的娱乐化解

读也越来越多。 例如李达康的粉丝和

高育良的拥趸竟在网络空间戏谑着互

撕了一把；又如沙瑞金与李达康的“沙
李配”、侯亮平和陈海的“海猴 CP”等，
都在社交平台上异常火爆；还比如，李
达康、陈岩石、祁同伟等一众角色，无

论忠奸，都被年轻人取了英文名。
有人担心， 如此娱乐化阐释会消

解了剧集原有的厚重。在他们看来，忙
着把剧中人送作对， 或者对表情包乐

此不疲的年轻人， 其实并未真正看懂

《人民的名义》，至少懂得不够深入。但也

有人反驳，若不真懂，为何能有对李达康

“背锅侠”“傻白甜”和“我为 GDP 代言”
那样的准确提炼。

其实，无论争论结果如何，有一点是

明确的，荧屏前守候着太多“自来水”，他
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喜爱。 有看过原著

小说的读者按捺不住剧透的冲动， 有活

跃的 90 后 、00 后按习以为常的方式截

图制作表情包， 还有痴迷于官场小说的

人以深文周纳来解读官场人身的依附关

系———凡此种种， 固然都是脱离了文本

之后生出的趣味， 但起点无一不是对原

作、基础文本的不忍释卷。
若放眼更多剧集，《人民的名义》所

引发的解读潮流绝非孤例。重播的《大明

王朝 1566》刚被热炒了一把海瑞与王用

汲的“海王 CP”；日前收官的《鸡毛飞上

天》再次把男主角张译送上了“网红”位

置；同样以群像著称的《北平无战事》，也
派生过陈宝国、 王庆祥等人的表情包截

图；还有去年播出的《少帅》，关于李雪健

的演绎方式更被 90 后剪辑出了“鬼畜版

本”。这些正剧会引发如此多娱乐化的解

读，除了剧集本身有品质作保，更值得注

意的是———千万别小看中国之少年。
不容小觑的中国少年有着端正的三

观。 导演李路说，剧组里几名 90 后剪辑

师， 对着陈岩石追溯扛炸药包的那段回

忆， 逢看必哭，“他们感恩战争岁月里为

人民流过的每一滴血”。不容小觑的中国

少年， 有着与他们的父兄一辈相似的价

值观。编剧周梅森记得，《人民的名义》在
清华大学里举行的开播仪式， 吸引了满

满当当的年轻人。 他引用的《毕业歌》
的歌词“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

社会的栋梁”， 赢得了这批 95 后巨浪

一般的掌声。
“我没想到的是，这部剧有 60%以

上的观众是年轻人， 是那群我在开播

前还在指责他们‘浅薄’‘脑残’的年轻

人。当他们放下手机里的玄幻小说，开
始争相讨论《人民的名义》时，我被深

深震动了。 ”这是周梅森的心声。
所以， 某些影视剧制作方不断抛

出 “年轻人的品位”， 被再一次证伪。
《人民的名义》掷地有声———中国少年

同样热衷于获取正能量， 他们对精神

上的诉求，不比 60 后、70 后少一分一

毫。观众的品位不因年龄而分层，唯有

真正的好作品才可打通代际的涵洞。

管乐艺术节将现“百团争鸣”
“上海之春”唯一节中节走过10年历程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记者昨日获

悉 ，“中华号角—2017 上海之春国际音

乐节管乐艺术节暨‘中华杯’中国第十一

届非职业优秀管乐团队展演” 将于 4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举行。 届时，管乐节将

首次出现“百团争鸣”的景象，共有来自

北京、上海、重庆等全国 21 个省市及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 133 支管乐团队参演，
远超上届的 89 支团队。

据介绍， 本届管乐艺术节涵盖六大

板块 20 余项活动，精心策划了“军乐嘹

亮”主题活动。 届时，还将有专场音乐会

慰问驻区部队。

管乐表演分交响与行进两大类。 本

届管乐节将进一步探索开放办节， 与浦

东新区、黄浦区、奉贤区等多区联动，把

众多高水准的国内外名家名团输送到广

场、社区、园区、郊区、高校等。
作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唯一的节

中节， 管乐艺术节已走过了 10 年的历

程。经过十年的培育打造，艺术节已形成

了健全的组织架构、 固定的活动版块和

成熟的参演团队邀请和选拔机制。 艺术

节举办十年， 共吸引了 631 支团队 4 万

余名乐手参加， 直接观看各项演出活动

的市民群众逾百万人。

文化

导演 李 路 说 ， 剧

组 里 几 名 90 后 剪 辑

师 ， 对着陈岩石追溯

扛炸药包的那段回忆，
逢看必哭 ， “他们感

恩战争岁月里为人民

流过的每一滴血”。 编

剧周梅森记得 ， 《人

民的名义 》 在清华大

学里举行的开播仪式

上 ， 他引用的 《毕业

歌 》 歌词 “我们今天

是桃李芬芳 ， 明天是

社会的栋梁”， 赢得了

这批 95 后巨浪一般的

掌 声———与 其 说 年 轻

一代用娱乐化方式解

构正剧 ， 毋宁看成不

容小觑的中国年轻一

代 ， 有着与他们的父

兄一辈相似的价值观。
图为该剧剧照。

《人民的名义》：
在年轻一代中催生观剧新“姿势”

这些日子，网友喜欢反腐正剧《人
民的名义》的程度直线升温，全国网收

视率破 2。 剧中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身

后 ，年轻的网友们留下 “后援 ”宣言 ：
“京州爆了炸，达康书记不放假；只要

你一声令下，我们都是背锅侠。 ”年轻

观众通过众多流行时尚方式挖掘着剧

中一个个感动内心的点， 充满生气的

新的观剧“姿势”，使这部现象级电视

剧在社交媒体上愈发红火， 剧中张丰

毅、吴刚、许亚军等诸位实力派演员，

一个个都成了“流量担当”。
对此， 饰演李达康的吴刚不仅在微

博上主动晒出“达康书记表情包”，更欣

喜于年轻观众的多元化解读。 在吴刚看

来，从表情包、弹幕到“后援”宣言，本质

上是年轻人所选择的新型、 现代的观剧

方式， 这和舞台剧演员在台上接受观众

的互动并无二致。“如今的观演观念已经

有所改变， 粉丝看戏后把你所有的表情

做成各种‘包’并在网络上与他人共享，
第一时间表达了他们的喜爱。 ”

不再以正襟危坐的姿态
欣赏正剧

《人民的名义》开篇不久，不少观众

以为李达康书记是贪官丁义珍外逃的幕

后主使，但随着剧情推进，人们发现达康

书记做事果断，他很快便“圈粉无数”。网
友编织出成套的段子，如“达康书记每日

三省其身： 今天背锅了吗？ 今天背锅了

吗？ 今天背锅了吗？ ”很有“梗”的表情包

接连涌现：“别低头！ 别流泪！ 祁厅长会

笑！”“你要跟我说什么，说！”……社交平

台上对《人民的名义》的趣味解读，呈现

出异常火爆的态势。
对此现象，有专家认为，从这些解读

中我们能感受到， 当下 90 后甚至 00 后

已不再以父辈们正襟危坐的姿态去欣赏

正剧。虽然他们的感慨语言活灵活现，张
扬个性，充满“萌点”，充满网络新潮词，
但这些并不等于他们不懂得深入了解社

会。 这一代年轻人毫不犹豫地站在正义

一边，是非分明，内心善良光明，这样的

正剧让他们感动了。
有评论家说，在该剧的传播过程中，

严肃题材正剧与青少年亚文化实现了热

烈互动， 表情包等解读方式拉近了年轻

人和严肃的、有深度的内容的距离。

为严肃题材电视剧变“爆
款”提供范本

《人民的名义》 播出至今， 得到观

众们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喜欢。 吴刚毫

不掩饰他对 90 后、 00 后观众群的欣

赏 ， 认为他们真正看懂 了 戏 ， 所 以

才有 “达康书记别低头， GDP 会掉”
等调侃之语 。 而 网 友 们 制 作 的 表 情

包 ， 更让他 仿 佛 回 到 了 拍 戏时 的 种

种 场 景 里 。 “要一帧一 帧 地 把 李 达

康的表情都给截取下来， 这是一项工

程啊 ， 我看 完 之 后 很 感 动 ， 他 们 捕

捉到了我对这 个 人 物 在 各 种 瞬 间 的

演绎。”
《人民的名义》 的走红， 引发了

观众对剧中实 力 派 演 员 过 往 演 艺 履

历的关注 。 演 员 们 在 盘 根 错 节 的 人

物关系与走向 中 比 拼 演 技 。 正 因 为

作品艺术水准高， 这些重视 “分享”
与 “被 分 享 ” 的 网 生代年轻观众 才

能被吸引 “入坑”。 倘若剧集质量堪

忧， 那么再怎么强行营销， 也无法得

到他们的 “欢心 ”。 《人民的 名 义 》
为严肃题材电视剧变 “爆款” 提供了

一个范本。

惠英红：演《幸运是我》，是我幸运

这一次，57岁的她洗尽铅华，饰演孤寡痴呆老人，第四次
夺得香港金像奖，成为仅次于张曼玉获奖最多的女演员

57 岁的香港女演员惠英红日前

第四次夺得香港金像奖， 成为了仅次

于张曼玉的获香港金像奖最多的女演

员。 其中三次女主角，一次女配角。 这

位打星出身、长得不美，却屡屡奉上教

科书般精湛演技的女演员， 在获奖当

晚情难自已的视频， 更是在网上和微

信朋友圈热传。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这对世人而

言也许是笑谈， 对惠英红却像极了人

生的注脚。 上世纪 60 年代，惠英红随

父亲来到香港，随后家产被骗光，生活

陷于困顿。 当时的香港有两所京剧学

校，穷苦人家的孩子常被送去那里，训
练之后登台演出，家里拿不到钱，但可

保证孩子不挨饿。 当年成龙就是被送

到京剧名生于占元的京剧学校， 惠英

红的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被送去了另一

个京剧学校，惠英红则留在家中。电影

《岁月神偷》中有一段香港遭遇台风房

屋被毁的情节， 取材于 8 号风球袭港

时的真实场景，港岛三分之一房屋被毁，
惠英红家便是其中之一。 年幼的她只记

得：“一下雨就叮叮咚咚作响的房屋，突

然就没了顶，所有东西都给吹走了，当时

一家四口沿着山路往下走， 在湾仔的一

处湾底藏身，一藏就是一个多月，靠一家

餐厅后门客人吃剩的食物充饥……”
上世纪 60 年代的湾仔酒吧林立，惠

英红经人指点， 带着妹妹去沿街售卖一

些小商品贴补家用， 两个女孩抱一个木

盒，里面装着口香糖、传统工艺的筷子、
还有扑克牌。 全家还要面对京剧学校的

老师来催讨学费和伙食费， 看着妈妈掏

出身上仅有的零钱时， 惠英红会用发狠

的眼神盯那些人，甚至说过”我用毒药泡

茶给你们喝“这样的狠话。 如今的她，想
起这段经历， 觉得自己悲惨中还是幸运

的。 惠英红说起这些会笑，但眼角泛红。
在香港娱乐圈成名， 往往要靠贵人

帮衬，惠英红也不例外。她的从影之路先

后遇到张彻、李翰祥和刘家良三位贵人。
14 岁， 惠英红被导演张彻一眼相中，开

始了她的演员之路。签约邵氏后，她又被

名导李翰祥选中，在《金玉良缘红楼梦》
里饰演麝月。 那是香港武侠电影风起云

涌的时代。 惠英红参演了《射雕英雄传》
《唐人街小子》《少林搭棚大师》《御猫三

戏锦毛鼠》《十八般武艺》 等一系列动作

片， 并因刘家良的力捧逐渐成为一线女

星。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杨紫琼等新一

代“打女”崛起，惠英红渐渐地退出了影

坛一线。她也尝试过转型，但境遇每况愈

下， 终有一天她发现自己连一个片约都

接不到了。情绪低落的她，吞下大量安眠

药，被救回时，她看见母亲的脸都哭变形

了。“我这是在做什么呀？”看着镜中无精

打采的自己，惠英红扪心自问。为振作起

来，她报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短期课程，考
出了心理治疗师执照。疗愈他人的同时，
她也在疗愈自己，等待重新出发的一天。

2009 年 ，惠英红主动请缨 ，争取到

《心魔》一片的主角机会。 通过饰演一个

对儿子占有欲极强的妈妈，惠英红继《长
辈》获第一届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后，
二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2011 年，
为了争取出演武则天一角， 她不惜自降

片酬。 2014 年，通过在《僵尸》中的精彩表

现，她获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2016 年，当
她的从影生涯迈入第 40 个年头时，她选择

在一部对她来说意义深远的电影 《幸运是

我》，出演一位孤寡老人。
电影讲述了少年阿旭到香港寻父，却

遭到冷漠回应， 后因一盒鸡蛋结识了孤独

老人芬姨，因为工作失意、无处可去，他便

略施小计寄宿在了芬姨家里， 两个陌生人

开始了同住屋檐下的生活。起初，芬姨古怪

的脾气让阿旭难以理解，在随后的相处中，
两个人逐渐成为彼此生命中重要的人。

从章子怡手里接过奖杯的惠英红，激

动得不能自已，上台时绊了一跤，发言时几

度哽咽，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的手在抽

筋” ……也许，在她的心内，往事并不如浮

云般可以轻易吹散。 她在一个女孩最好的

年华选择了做个“练家子”，懵懵懂懂时拿

到第一届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如今，她的眼

角已有了明显的皱纹， 她的眼泪伴随多年

为梦想而拼命的艰辛一直不曾中断， 并最

终成长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好演员。
命运褒奖了坚持住的人，幸运是她。

百余文化艺术项目将落户商场
本报讯 （记者李婷）当商圈遇见艺

术，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日前，在市文广

局、市商务委牵头下，“2017 上海艺术商

圈” 项目在新落成的百联世纪购物中心

正式启动。未来的 9 个月时间里，百余个

文化艺术项目将落户浦东、黄浦、静安、
长宁、虹口、杨浦、普陀、闵行等 8 个区的

30 家商场，包括展览、装置、演出、讲坛、
手工体验等各类形式。

在文商结合方面， 上海进行了一系

列有益的尝试。 比如，早在 2013 年上海

就试水“环球港公共文化空间”项目，成

功打造商圈公共文化的首个示范点。 而

眼下，4 月的每个周六，市民都能在仲盛

世界商城欣赏到莘庄钩针编结、 颛桥剪

纸、上海细刻、京剧脸谱画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的传承人现场展示古老技艺。
集中向 30 家商场输送文化内容，30

家商场各有不同的定位、风格，主办方将

通过“一店一方案”的精准输送，力求每

套项目配置方案都能满足商家的诉求。
与此同时，结合各商业设施的布局，在活

动的呈现上、互动上、体验上、时间上精

心设计，适应消费者流动性强的特点。业
内人士指出， 在商业空间享受公共文化

服务，将成为沪上重要文化生态。

夏明来瓷画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由上海工艺美术学会主办

的“夏明来墨彩雪景瓷画”学术研讨会日

前在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举行。 与会专

家认为，传统瓷画要获得崭新的生命力，
得到新一代艺术爱好者的认同， 必须突

破所谓工艺的范畴， 融合各种现代艺术

的元素，令传统瓷画具有时代感。
夏明来是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曾

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擅
长山水画。 他以瓷入画，以胎为纸，在瓷

板上挥洒笔墨。 他所创作的墨彩瓷画作

品，融陶瓷装饰与中国画技法为一体，形

成了独特的瓷画艺术风格。 他的墨彩雪

景瓷画作品， 既糅合了中国山水画的文

化精神， 又将陶瓷的艺术特性发挥得淋

漓尽致。 他的作品“荷塘悦色”曾入选全

国第十二届美术作品展陶艺展。 上海师

范大学教授、 陶艺家柯和根直言，“我们

在陶瓷上运用的技法比单纯的美术作品

更丰富，更有表现力”，在他看来，由于很

多其他领域的艺术家参与到了陶瓷艺术

的创作中， 给当代陶瓷艺术的创作带来

新的挑战。夏明来的创作成功表明，传统

的瓷画必须进行跨界尝试。 （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