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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手绘海报，回望峥嵘岁月

《开天辟地》《南昌起义》《百色起义》
《洪湖赤卫队》《我的长征》……把这些电

影片名连起来， 差不多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走过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伟

大征程 ， 满是慷慨热血 。 令人 关 注 的

是， 这些全新的影片海报悉数出自一群

老画师的手工绘制。 这批老画师， 更准

确说是影院的老美工师， 所执的行当虽

已消隐在时间里， 但他们仍以复活的手

绘海报， 将观众带回红色电影中曾经展

现过的峥嵘岁月。
昨天， “长城·军魂———纪念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 手绘电影海

报新作展暨著名导演李歇浦海上电影论

坛在上海市文艺会堂开幕 。 90 幅新绘

制的电影海报按时间顺序排列， 串起中

国共产党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光 荣 历

史， 也揭开关于老电影的记忆一角。
曹杨、沪北、沪西、东昌、大光明……

这些老电影院曾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而电影院门前比人还高大的手绘电影海

报， 则是记忆里的一道风景。 在那些不

讲究电影营销的年代， 大海报画得是否

引人入胜， 直接关系着人们会不会掏钱

看电影。 “新片上映， 各家影院的美工

都在暗暗较劲， 看谁画的人物更像， 看

谁的色彩用得更有力度。 大家看重手绘

海报，好像它能传递出电影的力量。 ”徐
维豹今年 78 岁，入行近 60 年。他告诉记

者，主旋律电影海报，最重要的就是突出

精气神，能点题。 例如《开天辟地》，这部

影片描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伟大

时刻， 画面的主色调当然是红色的，“明
亮的红， 预示着无限希望”；《英雄儿女》
的海报上， 英雄王成与妹妹王芳的面部

既要有线条感，又要有光，突出英雄的形

象；而在《云雾山中》的海报上，主基调就

是灰蓝色的， 提示影片讲述剿匪的艰难

历程。
李树德也是影院老美工 ， 62 岁的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同行间的 “绘 画 大

赛”。 “从前， 一部电影上映前， 最先

拿到排片表的就是我们。” 他记得很清

楚， 自己怀揣一张试片证坐进影院， 通

常在前三排， 认认真真记下电影里的精

彩场景， 再把它们总结、 浓缩后画进海

报， “平均每部电影看三遍。” 在他看

来， 手绘海报要想吸引观众， 得做到两

点， 一是画得像， “观众看完海报马上

看电影， 如果你画得不像， 他们下次不

会相信这家影院了”。 第二要选择恰当

的画面。 当年的影片 《小花》 虽有战争

的广阔背景， 但故事最打动观众的是人

物情感的色彩。 所以高明的画师会选择

写意手法， 渲染赵永生三兄妹的离合悲

欢。 《英雄虎胆》 属于谍战片， 影片中

解放军侦察员与女特务大跳探戈的场景

虽然让人过目难忘， 但李树德说出了当

时美工师们的一致想法： “海报不能哗

众取宠， 所以， 没人刻画那段探戈， 大

家都靠刻画男女主人公的眼神来凸显主

人公打入土匪内部的生死决斗。”
李树德介绍说， “鼎盛时期， 上海

有近 200 名影院美工， 一般都是精通各

种画派的 ‘老法师’。 电影公司也会经

常组织美工活动， 定期开会探讨业务，
还一起外出写生。” 新世纪以来， 电脑

海报渐渐取代手绘海报， 但老画师们总

觉得， “手绘海报里凝结着大家对电影

的热情”， 大家还会相聚探讨艺术。 而

重画老电影海报的念头， 就源于几年前

的一次圈内聚会。有人提议，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 组织一场手绘电影海报

展。 很快就有 17 名画师决定参展，年龄

最长的已经 89 岁高龄，最年轻的也过了

花甲之年。老朋友们选出《七七事变》《地
道战》《血战台儿庄》等 30 部最具代表性

的抗战影片进行了创作。 甚至还有人为

了寻找创作灵感， 不顾年迈的身体跨越

几个省， 重走抗战路。
自从这群老画师再度碰撞出火花，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个个聚焦中国革

命胜利的创作主题， 让手绘海报一幅幅

复活 。 随着这些海报在普陀区 、 嘉 定

区、 军营、 学校巡展， 老电影里的故事

也在年轻人里一层层说开去。

经典好戏让暑期档热力十足

由濮存昕领衔，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制作出品的话剧 《李白 》 将于 7 月 13
日至 15 日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不

过， 这三场演出的演出票， 早在一个月

前就已接近售罄， 足见观众对好剧佳作

的青睐与渴求。
今年正逢中国话剧诞生 110 周年，

国内各大话剧院团、 戏剧团体纷纷亮出

自己的代表戏 、 “压箱戏 ” 向 舞 台 致

敬， 集中展示了中国话剧舞台百年的传

承与发展。 6 月至 9 月暑假期间，京沪两

地的话剧演出更是种类繁多，精彩纷呈，
其中既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茶馆》《李
白》、赖声川表坊《宝岛一村》这些极具票

房号召力的经典重回舞台， 也有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近年反响不俗的新作《原野》
《起飞在即》等再度亮相，不少演出一经

开票，便深受观众追捧。

有些经典值得一看再看

今晚起至 7 月 2 日， 由赖声川、 王

伟忠二人创编的经典话剧 《宝岛一村》
将首次亮相美罗城上剧场。 “《宝岛一

村》 的故事展现的是对家乡最真挚的思

念， 以及对生命最诚恳的敬意。” 赖声

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把它带回自己

的剧场演出， 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心愿。
在克服了多项舞台技术难题后， 今天这

个梦想终于落地开花。
上演近 10 年来， 这个跨越眷村三

户人家 50 多年的生命故事感动、温暖了

无数人。 每次演出总能让现场观众又哭

又笑，感慨万千。 而在演出结束后，一个

递到观众手中的热气腾腾的包子，也早

已经成为这部作品情怀的一部分。 观众

愿意重温一次又一次的戏剧作品不多，
但《宝岛一村》绝对是其中的一部。

26 年前 ， 北京人艺制作出品的话

剧 《李白 》 在首都剧场首演 ， 一 炮 而

红， 揽获文华奖五项大奖。 当年 38 岁

的濮存昕首次出演李白， 捧得文华奖表

演奖的同时， 也凭借该剧一举奠定了他

的实力派地位。 26 年来， 话剧 《李白》
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无人可撼， 热演

200 余场后仍备受推崇。 这一次， 濮存

昕将与其 20 多年的黄金搭档———以繁

漪这一舞台形象为观众熟知的人艺演员

龚丽君， 联袂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经典大戏 《李白》。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 以

国产民用客机研发历程为蓝本的原创大

戏 《起飞在即》 将于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再度亮相。 该剧以商飞研制国产民

用支线客机的心路历程为蓝本， 在硬朗

的工科背景中， 以一种充满人情味的叙

事， 传递着民航客机设计师、 试飞员的

青春、 梦想和激情。

多台儿童剧令人耳目一新

上海保利大剧院一直以来致力于为

孩子打造积极有益的暑期生活。 6 月至

8 月期间， 剧院将引进适合青少年儿童

的舞台节目 27 台 40 场， 涵盖孩子成长

的各个阶段， 其中有多台儿童剧作品令

人耳目一新。 多媒体科幻亲子剧 《海底

两万里 》、 奇幻音乐剧 《木偶奇遇记 》
通过 3D 技术在舞台上的运用， 让小观

众们获得震撼的感官享受。 美国电光火

线剧团带来的 《丑小鸭》， 以极具科技

感的夜光造型全新诠释经典童话。 动漫

舞台剧 《小羊肖恩》 的英式幽默贯穿始

终， 是一台老少咸宜的合家欢舞台剧。
今夏， 赖声川的专属剧场上剧场也

将成为小观众的乐园。 儿童剧 《蓝马》
和适合全家观赏的漫画改编舞台剧 《点
心侠》 将精彩亮相。 《蓝马》 是导演赖

声川在上剧场建成后的第一年为小观众

度身定制的作品， 并由他亲自为剧目谱

曲、 写歌， 讲述了一个小女孩通过一段

奇遇追逐梦想 ， 寻找自我的故 事 。 而

《点心侠》 则根据美国畅销漫画书 《点

心侠》 改编， 由美国普利策音乐奖得主

杜韵领衔音乐创作。
7 月 11 日至 15 日， 由中国福利会

儿童艺术剧院制作出品的两部大型儿童

剧 《蓝 蝴 蝶 》 和 《泰 坦 尼 克 号 》 将

“飞” 向北京，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多场

演出 。 《蓝蝴蝶 》 的制作团队 名 家 云

集 ， 由国家一级编剧欧阳逸冰担 任 编

剧， 文华奖获得者胡宗琪执导， 该剧聚

焦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和 身 心 健

康， 充满人文关怀。 而 《泰坦尼克号》
则用充满巧思的编剧， 通过海难这一故

事载体， 教会孩子承担责任的意义。

■本报记者 童薇菁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复活的手绘海报，将观众带回红色电影中曾经展现过的峥嵘岁月。
(上海电影家协会供图）

“啊呜一口吃掉”，孩子们大爱他笔下的怪兽
著名作家、插画家桑达克多部作品引进国内，以奇特幻想呈现创伤体验

曾以《野兽国》风靡全球的莫里斯·
桑达克，坦率率真的风格被视作国际儿

童文学的重大突破，也为他赢来多项凯

迪克奖以及安徒生插画大奖 。 今年 6
月，桑达克书迷终于等来了《午夜厨房》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该怎么说》《你该

怎么做》《一座特别的房子》《桑达克的

艺术世界》等图书中译本。
桑达克很早就明白，自己所痴迷的

是童年———一段漫长的、与未知相遇的

史诗。他生前曾自白：真正塑造我们的，
是很少人有勇气去面对的孩子———那

个远在教化到达你的心灵之前，没有耐

心、索取无度的孩子，那个想要爱和权

利，总嫌不够，一直在生气和哭泣的孩

子。 他提醒成年人：不要轻视童年时代

的不安，别低估孩子的洞察力。

直面暗黑情绪， 将恐惧
化为创作养分

2012 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插画家桑达克，擅以奇特幻想调

遣潜意识，他的多部作品由蒲公英童书

馆引进出版。桑达克的灵魂里始终住着

一个表面安静但内心惊惶的孩童，他的

作品直面恐惧、嫉妒、占有欲等“暗黑”
情绪，可贵的是，这些创伤体验最终转

化为成长的正面能量，滋养心灵。
桑达克的爱是任性而有魄力的。要

知道，图画书《野兽国》诞生的 1963 年，
市面上触目可及的童书里，创作者对孩

子的爱大多规规矩矩、客客气气，鲜少

嚷嚷着“我要吃掉你”的巨萌怪兽。而这

部《野兽国》与《午夜厨房》《在那遥远的

地方》 构成桑达克最知名的三部曲，基
本叙事模式就是孩子离家、 归家的循

环，直接释放出潜伏心底的怪兽陪孩子

“撒野” ，深入幼童独有的真实情感中。
有趣的是，当孩子们在书中历经冒

险回到现实时，大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

平静。 桑达克营造的心灵探险，狂野而

自然。比如，小男孩迈克斯不断抗争，在
愤怒中转向梦境，竟掩嘴而笑，手舞足

蹈， 驾着专属的小船去向蛮野之地，于
幻想中主控大局，与自我和解，直至在

母爱的包容中回归。在童书推广人蔡朝

阳看来，桑达克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童年

状态———孩子们对黑暗的理解，远比大

人所了解的敏感。

《野兽国》引发了小读者的共鸣。桑

达克收到雪片般飘来的信件，他给其中

一个孩子的回信是亲手画的野兽图，后
来孩子母亲回信说， 小朋友实在太喜欢

这个小怪兽，“啊呜一口直接把它吃了”。
“1945 年至 1963 年 ，二 战 结 束 的

20 年，主流崇尚的是平静 、安详 、疗伤

的环境， 人们趋于避讳内心深处的野

性。” 插画师马鹏浩从时代角度解释了

桑达克的独树一帜———他试图安放恐

惧与波澜，从不满足于表面的平静。

打通雅与俗壁垒， 图画
书不是幼稚的代名词

在学者看来，桑达克借童年幻想的

甬道，敏锐触及了社会文化的神经，将

图画书提升至广阔的艺术世界， 让人

们重新审视高雅与通俗文化、 成人与

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 甚至打通了个

中壁垒。
打通之前，桑达克也承受过“不被

看好”的压力。 1977 年他公开抱怨，社

会缺少对图画书艺术严肃认真的鉴赏。
“我们已习以为常， 衡量童书的标准与

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有没有遵循被误

导的、关于孩子应当或不应当读什么的

规则。 ”他下定决心要创作出一些精湛

作品，足以让图画书的艺术性不被轻易

忽略。
不难发现，《野兽国》激荡着格林童

话 《亨舍尔和格莱特 》的强烈回响 ，梦

魇般森林之旅的开始与结束， 如同一

支 穿 梭 于 生 死 之 间 的 回 归 与 救 赎 之

舞。 《在那遥远的地方》里，姐姐不愿照

顾妹妹，幻想妹妹干脆被妖怪抓走，但

又重新把妹妹救回， 克服了内心的愤

怒。 当《午夜厨房》“身上衣服也没了”
的米奇， 敢于深入被禁止的领地和难

以驾驭的自我，他就成了掉进兔子洞的

勇敢爱丽丝。
看得出，桑达克尝试赞美这个残缺

的世界，野性就是正视残缺、释放危机

感的标志性符号。在美国历史学家伦纳

德·马库斯看来， 光是桑达克三部曲的

英文书名， 就指向了远方的精神彼岸，
让纷繁心绪得以栖身，正如提修斯在莎

士比亚《仲夏夜之梦》最后一幕所宣称

的，艺术的根本任务在于为混沌赋予形

体， 开辟安全的空间以面对内心恶魔。
而桑达克，与“心魔”共处一辈子后，终

在笔下驯服了它。

■本报记者 许旸

当“黑科技”席卷而来
传统戏剧观念会被颠覆吗

动态 LED、机械臂、3D 投影、激光

表演、无人机……这些“黑科技”正席卷

舞台演出，它们将引领表演艺术进入一

场颠覆性的革命,还是彻底摧毁朴素古

典的艺术表演精神？
日前， 一台由张艺谋执导的表演

《对话·寓言 2047》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舞台上，美国机械臂表演团队与泉州提

线木偶、 瑞士无人机团队与笙、英国的

全息投影制作团队与陕西地方戏曲碗

碗腔、俄罗斯的视频创意团队和贵州的

织布机匠人……传统技艺和高科技舞

台手段发生了激烈的对话与碰撞。张艺

谋把它定名为“观念演出”，他说，“这部

作品在古老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对话寓

言中，描述了人类在飞速发展的科技面

前的思考———科技和人的关系将往何

处去？ ”
舞台美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法回

避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与冲击。青年导

演赵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科技元

素的加入， 使得作品多了一层审美维

度， 但观众最终能记住的不是特效，而
是作品。

NASA 火星车技术登陆舞台

舞台作品 《对话·寓言 2047》的特

效团队汇聚了全球前沿的科技公司：美
国机械臂表演团队 “安迪·机器人”，是
一家世界领先的工业机器人编排设计、
程序设计公司， 创始人安迪·弗雷萨曾

为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 嘎嘎小姐等

人的演唱会设计机械臂舞蹈，NASA 的

火星漫游车上也安装有其编程的机械

臂。 而来自英国的全息影像技术团队

Musion 3D 曾于 2014 年在舞台上成功

利用全息投影技术使“杰克逊”与现场

舞者共舞，再现经典太空步。 瑞士的无

人机技术团队为太阳马戏团首部歌舞

剧提供技术支持， 在这部歌舞剧中，被
无人机托起的八盏灯罩在空中自在地

起舞，为演出增色不少。
当火星车上的技术款款走上舞台，

拥抱科技元素的舞台美术领域已经步

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尤其是虚拟现

实、 增强现实等前沿新科技的迅猛发

展， 使舞台造梦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得。
近年来，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南

派三叔的 《盗墓笔记》、 仙侠游戏“IP”
《仙剑奇侠传》等一系列科幻、奇幻题材

的作品纷纷被打造成舞台剧。如今舞台

上高技术的引入让奇崛壮阔的想象有

了实现的可能。
根据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改编

的舞台剧， 自立项以来就备受关注，原
因无它：再现原著中恢弘的宇宙背景与

时间史诗，让舞台的感染力达到文字的

效果，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舞台剧《三

体》向观众展示了国内舞台特效技术的

多元手段和所能达到的极限。 当“三日

凌空”出现在剧场上方时，很多观众感

叹，“简直突破了次元壁”。
舞台上， 余光投影的大量使用，再

现了小说中“整片星空为你闪烁”的恢

弘视野； 雾幕投影与船型转置的结合，
使切割“审判日号”带来的撕裂感淋漓

尽致地展现。 同时，《三体》也是国内最

先在舞台上使用无人机技术的作品。三
个大型氦气球包裹着的无人机，实现了

三日连珠、三体飞星等一系列刘慈欣笔

下的旷世奇观。

仅有技术繁盛的 “奇观
秀”是荒芜的

“高新舞台技术如果离开了丰富的

思想内容和人文价值，就只能沦为一场

奇观秀。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国内某一根据热门奇幻 IP 改编

的舞台剧中 ， 演员们在旋转多变的舞

台上飞檐走壁， 在全息巨幕营造的场景

里跋山涉水， 特效固然令人过瘾， 然而

演员的表演功力是那么孱弱， 观众甚

至无法清晰分辨台词， 更遑论感受表

演艺术的魅力。 而完全遵循原著结构

的舞台呈现， 无视戏剧艺术本身具有

的特点， 也让它对内容的二次创作显得

游离而空洞。
“技术虽繁盛，情感却荒芜。 ”丁罗

男认为， 追求奇技淫巧而回避深入开

发，这不是拓宽舞台边界，而是恰恰相

反。有效、恰到好处的特效应用，能在镜

框式的舞台上再造一个世界，展现穿越

时空、上天入地、降妖伏魔的神奇。但它

们绝不会喧宾夺主，它们会为作品的内

容和情感“打好辅助”，而不是一场技术

流的华丽炫技。
赵淼的三拓旗剧社曾在阿维尼翁

戏剧节上驻场演出数年， 其中 2012 年

阿维尼翁开幕大戏 《大师和玛格丽特》
对于特效的合理利用令他非常震撼。这
部作品改编自俄国作家布尔加科夫的

同名小说， 被誉为 20 世纪魔幻现实主

义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将现实与神话

融为一体，揭示了惩恶扬善的主题。 故

事从“魔王”沃兰德及其随从来到莫斯

科开始， 世界发生了一些奇异的变化：
剧院里下起了卢布雨，公寓里开起了魔

鬼舞会，凡人涂上魔油后变成了会飞的

女妖……戏中采用了灯光、激光、投影、
木偶等技术和手段。 更令人震撼的是，
在演员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展现过程中，
声光电音紧紧配合着演员的表演，它们

精准、节制而有力。技术能力再强，始终

没有掩盖演员的光芒，始终紧紧围绕着

戏剧本体服务。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由张艺谋执导的 “观念演出” 《对话·寓言 2047》 展示了高科技与传统文化的碰撞。 图为舞台与全息投影技术的融合表演。 (资料照片)

在桑达克专为 “野兽国” 主题活动创作的 《您先请》 水彩画中， 他笔下所有野兽角色同时出场。 （蒲公英童书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