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祯希

“中华创世神话”阅读推广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 者李婷 ） 自 《开 天 辟

地———中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 等优

秀传统文化读本在 2017 年 “上海童话

节”推出之后，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收到

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 为了让中

华创世神话在广大小读者中得到进一步

的传播， 该馆日前携手全市各区公共图

书馆共同启动了 “开天辟地———中华创

世神话” 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据悉， 整个阅读推广活动为期一个

月，包含了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

话”在线知识库以及“中华创世神话”知

识闯关大赛、小剧场表演、多媒体绘本导

读等 17 个线下主题活动。 启动仪式上，
“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在线知识

库率先与小读者见面。 记者现场体验后

发现， 这是一次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

孩子们领略浩瀚中华文明的有益尝试。
打开在线知识库， 会弹出 《盘古开天辟

地》《羲娲创世》《女娲造人》《师法自然》
《伏羲创八卦》《伏羲织网》《治水补天的

传说》《炎帝的三个女儿》《螺祖教织》《羿
除四凶》《后羿射日》等 11 个具有代表性

的中华创世神话故事。依次点开，是三分

钟到六分钟的动画视频， 用孩子们能听

懂的语言生动地讲述着远古故事。 页面

的下方，设有绘本世界、神话画廊、朗读

谷等按钮， 小朋友看完视频后可以上传

自己创作的画作以及讲故事的音频，与

同伴们分享心得体会。面向少年儿童的

“中华创世神话”知识闯关大赛，则通过

答题的方式引导青少年开启寻根之旅。
据透露， 在决赛中得到 100 分的参赛选

手，将荣获“小达人”称号，并获得奖杯和

“中华创世神话”幸福大礼包。
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中华创世神话

的精心梳理、传播，关乎民族认同，也关

乎文化价值的传承。 比如大禹治水的故

事里，蕴含着舍小己为天下的献身精神；
与天地日月相关的很多神话， 则体现了

敬畏自然、尊崇自然的秩序与和谐。记者

获悉， 中华创世神话的相关内容在青少

年读者中颇受欢迎。比如，设置在上海少

年儿童图书馆及馆外服务点的 “创世神

话”阅读专架，几百册《开天辟地———中

华创世神话连环画绘本》，一上架就被借

阅一空。 小读者们表示，通过阅读、观看

中华创世神话故事， 与承载着磅礴民族

精神的神话人物相遇， 是一件奇幻又美

妙的事情。

书法名家笔墨书韵叙写香江辉煌

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书法作品巡展开幕

本报讯 “紫荆绽放———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书法作品巡展” 日前

在上海壹号美术馆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

近 80 位书法名家献上了原创新作，首站

展期 20 天。
据此次展览的主要发起人， 上海市

文史研究馆馆员、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刘

一闻介绍， 去年在香港成功举办了以纪

念长征胜利为主题的沪港澳三地书法篆

刻邀请展， 今年受香港地区多家机构邀

请，再次策划筹办书法交流巡展。 近 80
位书法名家的作品参与此次展览， 包括

特邀的八位省市级以上（含省市级）的各

地书法家协会主席副主席的作品。同时，
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支持下， 一大批

老 艺 术 家 积 极 参 与 ，104 岁 的 周 退 密 、
103 岁的顾振乐 、97 岁的高式熊 、96 岁

的陈佩秋等 16 位文史馆馆员专程为展

览创作了作品， 叙写香港回归二十年来

的辉煌历程。 据悉，本次巡展将于今年 9
月至 12 月间，分别在济南、长沙、杭州、
香港等地进行，在加强书法交流的同时，
也让各地观众进一步了解海派前辈们的

创作风采。

影片《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
上 映 后 遭 遇 口

碑“塌方”。有观

众甚至直言“三
生三世，十里笑

话”。 图为该片

海报。

■本报见习记者 姜方

上海戏曲名家“全梁上坝”
海派韵味在西北赢得喝彩
———沪宁两地戏剧梅花奖、白玉兰奖艺术家深入生活主题实践专场演出侧记

“原来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上海

名家，没想到今天站在了我们眼前。 ”
昨天， 刚刚结束在宁夏大剧院演出的

尚长荣、蔡正仁、谷好好、茅善玉、史依

弘、王珮瑜、钱惠丽、高博文、华怡青、
张华等上海艺术家， 走进宁夏神华煤

业集团报告厅， 为企业员工带来一台

海派韵味十足的演出。 记者在现场看

到，舞台被企业员工层层围住，演出时

不时被喝彩和掌声打断， 尽管报告厅

的硬件条件不如专业剧场， 却拉近了

演员与观众的距离。
前一天晚上， 沪宁两地戏剧梅花

奖、 白玉兰奖艺术家深入生活主题实

践专场演出在宁夏大剧院举行， 京剧

艺术家尚长荣在走上舞台前说：“咱们

来这儿，一来汇报，二来学习，三来取

经。上海派出这样的戏曲阵容，用京剧

的行话说就是‘全梁上坝’。”两场演出

下来，“全梁上坝” 的海派戏曲名家在

宁夏收获了满满的好评。
此次在宁夏的演出是 “循丝路花

雨，弘东方之韵”上海艺术家主题采风

交流活动四场演出中的前两场。 采风

交流活动途经“一带一路”沿线的三个

城市———宁夏银川市、 陕西西安市以

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来自上海的戏

曲艺术家在走进博物馆、工厂车间、大
草原进行采风的同时， 会同三地艺术

家为当地观众带去丰富的节目。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

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告诉记者，
上海戏曲人参与采风实践活动的积极

性非常高， 有的甚至推掉了手头的活

儿。 吸引戏曲人的正是那份走出自己

熟悉的生活环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的理念。 “活动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上

海不同剧种的演员们相互交流学习，
并且携手向西北地区的观众展示上海

曲艺传承创新的成绩。与此同时，当地

演员与上海演员也有机会深入交流切

磋。”谷好好说，走到西北地区，走进更

广阔的生活，是文艺工作者所渴求的。
“深入生活才能给戏曲人更开阔的视

野，更新颖的理念，更广阔的胸襟。 ”

走进博物馆走进企业，
艺术家收获大

宁夏博物馆是上海戏曲演员采风

活动的首站，通过聆听讲解与参观，演
员们对当地的环境地貌、 物产文化以

及历史发展有了一定的了解。 京剧演

员史依弘在一个胡旋舞石刻前驻足。
胡旋舞在唐朝曾风靡一时， 据说杨贵

妃就非常擅长胡旋舞。而京剧《贵妃醉

酒》《太真外传》 等讲述的正是唐代的

故事。 石刻中唐代舞者曼妙的舞姿吸

引了史依弘的目光。她说，戏曲演员需

要走出排练场或舞台。“京剧剧情有许

多取自历史故事， 演员对于一出戏的

了解不能仅仅来自于剧本、书籍，能有

这样跨越时空的交流， 或者到戏曲故

事讲述的地方参观， 能更好地进入角

色演好人物。 ”
刚到宁夏那晚， 史依弘没顾上休

息， 去 “镇北堡影视城” 走了一遭。
她特地来到这个充满西部特有的黄土

味儿 、 充满苍劲气息的地方 ， 为 新 戏

《新龙门客栈》 寻找感觉， 也从中体会

京剧里那份雄浑的历史质感———古老的

城墙， 黄沙扑面， 烈日当头。 这正是京

剧 《杨门女将》 中 “风吹惊沙扑人面”
的韵味。

昨天的演出在报告厅中举行， 这样

的场景对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来说并

不陌生。 沪剧活跃在不同的演出空间，
时常走出舞台， 有的演出连台上台下的

边界也很模糊。 但像这样带着本土的沪

剧走出上海， 让她兴奋。 “沪剧表达的

内容大多集中在南方地区， 大西北的内

容不多 ， 但是戏曲人不应该把 自 己 框

死。” 她说， “今年 《邓世昌》 在宁夏

大剧院演出 ， 当地观众就非常喜爱 。”
茅善玉说， 也许有的演出场所受制于设

备条件， 难以展现戏曲的整体之美， 但

是和观众近距离面对， 极强的互动感更

有利于传统戏曲的普及与 “吸粉”。
这不是茅善玉第一次来西北， 她与

西北结缘也源于一次采风经历。 为了创

作沪剧 《敦煌女儿》， 茅善玉曾多次到

敦煌实地采风， 并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寻

访。 “刚开始没经验， 起风了还张嘴说

话 ， 结果满嘴的沙 ， 下意识去 喝 水 漱

口， 结果水杯里又都是沙子。” 茅善玉

说， 不到实地亲身体验， 全凭资料与想

象去理解主人公樊锦诗坚守敦煌的伟大

与艰辛是不可能的。

除了唱戏演戏学戏，传播
切磋同样重要

“戏曲， 传承与传播同样重要， 除

了学戏唱戏演戏， 更要走到有人的地方

去传播。” 京剧演员王珮瑜说， 对他们

这一代年轻戏曲演员来说， 较少有机会

与来自不同剧种、 不同年龄段的同行一

同交流、 切磋。 “艺术家时常走出自己

习惯的环境 ， 除了能够传播艺 术 之 美

外， 也能滋养艺术家本人的修养， 促进

艺术门类的发展。” 在前天晚上银川的

首场演出中 ， 上海与宁夏 两 地 的 艺 术

家同台献艺 ， 西北艺术家带有 浓 郁 地

方特色的秦腔艺术给上 海 演 员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王珮瑜认为， 这样的活动

让演员与演员之间， 剧种与剧种之间，
形成了很好的交流与切磋。 “京剧能够

成为集大成者， 正因为其海纳百川， 从

善如流。”
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在演出中不

仅表演评弹节目， 还是主持人。 在他看

来， 上海带着地方戏等各类戏曲艺术形

式前来， 一方面， 让大家看到了曲艺形

式的丰富性； 另一方面， 与当地曲艺形

式的交流也有利于丰富上海艺术家的艺

术理念 ， 做大自身的格局 。 “说 到 评

弹， 大家第一印象是小家碧玉、 风花雪

月， 但其实评弹的表演空间很大。 想要

打破自己， 讲述宏大的中国故事， 光有

原来的表现形式肯定是不够的。 海派戏

曲一向海纳百川， 相互借鉴， 我们完成

了本土戏曲之间的交流 ， 也要 走 出 上

海、 博采众长。” 高博文认为， 要为戏

曲找到新的表达， 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简单地将原来的东西套上一层 新 的 外

衣。 让婉约的江南丝竹 “吹一吹” 塞上

的风， 让艺术家走进生活， 扎进生活，
才能创作出接地气、 有说服力的作品。

神仙般的“美颜” “塌方”了的口碑
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上映遭质疑，视效剧情演技悉数被指“失控”

超过2000个特效镜头， 耗时15个月

进行后期制作，仙侠题材影片《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上映前，电影预告片在视频网

站上的播放次数破亿。很多人期待：杨洋

和刘亦菲扮演的夜华和白浅， 宛如翩然

走出的画中仙，这样美好的两个人，将会

上演怎样的旷世奇恋？ 但影片上映后遭

遇口碑“塌方”，上映五天票房直逼4.5亿

元，却换来了“群嘲”。 豆瓣评分仅4分出

头，短评页面上批评占了大多数。有观众

甚至直言“三生三世，十里笑话”。
无论从视觉审美、导演水平、剧本处

理还是演员表演来看，影片《三生三世十

里桃花》被评论认为几乎悉数“失控”，堆
砌了各种票房卖点，却成就不了好口碑。
全片看下来， 让人记住的只有两张 “美
颜”，以及他们尴尬的表演，还有那些给

人以浓浓“违和感”的布景与造型。

强行混搭风格不伦不类，
神仙跑进欧美魔幻世界

杂糅的服装美术造型， 在影片上映

后遭致不少批评。 在该片男女主人公新

婚场景中， 二人的头饰服装被网友 “吐
槽”为白浅头顶“玫瑰红门帘烛台”，夜华

身穿“乾隆粉彩瓷瓶套装”。 甚至有观众

不解其中的造型： 为什么有五彩斑斓带

有羽毛的衣领、 塑料质地的裙子和蚊帐

一般的披肩， 还有打扮得像个鹦鹉的男

配角和将塑料珠子戴在脑门上 的 女 配

角？ 它们出自曾为范冰冰设计戛纳电影

节红毯“龙袍”造型的劳伦斯·许之手，可
惜这些浮夸的搭配并无传统服饰之美，
更不能凸显角色的仙风道骨。

该片导演之一赵小丁曾担任张艺

谋 《英雄》《十面埋伏》 等影片的摄影

师，也曾掌镜不少品牌广告片，他的优

势在于追求唯美精细的画面。 在影片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无论是雪山

还是天宫里的云朵， 的确很逼真。 不

过，有评论认为，影片整体视觉效果色

彩丰富有余，但艺术美感不足，难以给

人长久的回味。 在夜华给白浅做饭的

场景中， 赵小丁可谓物尽其用了他的

广告片拍摄经验———杀鱼、 剃鳞、拉

面、撒葱，升格镜头下在空中飞舞的拉

面，让人误以为这是个美食广告。
另一位导演安东尼·拉默里纳拉，

曾参与 《蜘蛛侠》《玩具总动员》《阿凡

达》 等好莱坞影片的视效制作或前期

开发。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因为有了

他加盟，一些情节很容易就“穿越”到

欧美魔幻电影的片场。比如树精、鬼族

的形象，令人联想起《美女与野兽》《沉
睡魔咒》； 影片开篇鸟兽奔跑那一幕，
很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与男女主角

大战的四头神兽，俨然是《当怪物来敲

门》中的恶魔。再到诛仙台、东皇钟、四
海八荒， 都有着西方电影里玄幻世界

的影子。上神、三生三世等理念都具有

强烈的东方精神色彩，在影片《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 中， 它们所呈现出的外

观，却具有浓郁的西方魔幻电影的影子。
东西方两位导演面对不同的审美要求，
并没有完成一次圆满的交融。

叙事缺乏铺垫，套路化的
人物难以引发共鸣

影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改编自同

名网络小说。 很多不了解这部小说的观

众表示电影叙事凌乱， 观影时犹如置身

迷障。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的魔幻穿越爱情

故事。白浅和夜华两人深爱并准备结婚。
这时女二号素锦出现还从中作梗， 使男

女主角经历了一连串的误会。原来，夜华

和白浅先前已有两生两世的纠葛， 只是

未能走到一起。影片结尾，男女主角携手

打败了毫无战斗力的反派， 终于幸福地

生活在一起。
从影片来看，这是个爱来爱去、哭天

喊地的言情故事，有着邪恶的女配角、没
用的反派等充满套路的人物设定。此外，
影片在没有铺垫的情况下， 跳过了许多

必要的性格塑造与情节构建。 比如白浅

和夜华突然就相爱了， 白浅对夜华发火

和原谅夜华的转折点也有些莫名奇妙。
再加上混乱的剪辑，将“转世相爱”叙述

得松散琐碎。当白浅嘶吼着问夜华“你的

心里，是她还是我”时，许多观众表示很

难被感动， 因为前期的细节支撑不起两

人的感情，又怎能引发共鸣？
也许， 主创认为走进电影院的观众

也都是小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书

粉”， 对故事大纲和人物性格了如指掌，
从而忽略了影片自身也得具备独立性和

完整性。 片中时不时会出现几句能体现

原著风格的文字，如“灼灼桃花十里，取

一朵放心上，足矣”等等，但这样的台词

脱离了具体语境，显得刻意而生硬。

符合原著设置的神仙眷
侣不出彩，遭遇演技质疑

在电影筹备过程中，“神仙姐姐”刘

亦菲“自带仙气”的外形，无疑成了白浅

的最佳人选。 而剧组选择当红小生杨洋

来搭档刘亦菲， 也是想尽可能符合原著

中“姐弟恋”的设置。 可眼下刘亦菲和杨

洋却成了许多观众批评的对象。
事实上，在影片后半段，杨洋的几段

哭戏以及刘亦菲眼角滑落的泪滴， 的确

让人感到一丝虐心。但更多时候，杨洋饰

演的夜华嘴边时不时露出邪魅狂狷的笑

容，似乎在故意卖弄他英俊的外表，这一

切都稀释了爱情的真诚。 而刘亦菲饰演

的白浅， 无论是前半段了无生气的表情

和语调，还是后半段声嘶力竭的吼叫，都
被认为“演技失控”。

或许， 两位演员在拍摄期间确实付

出了努力， 只是最终呈现的效果并不如

意，甚至有人认为，海报上的男女主角比

正片里的更顺眼。有评论直言，完成一部

电影， 仅仅靠偶像的人气与知名度远远

不够，即便是你拥有神仙般的“美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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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角色让孩子学会试错

马克斯·菲斯特携新书《彩虹鱼捉迷藏》首度来沪

本报讯 （记者许旸）几乎在每一个

讲德语的家庭里， 几乎在美国每一家儿

童读物书店中， 都可见到闪亮着七彩鳞

片的“彩虹鱼”。 这就是著名瑞士插画家

马克斯·菲斯特创作的 “彩虹鱼系列”图
画书。最近，这条“彩虹鱼”游到了上海自

然博物馆，菲斯特日前携新书《彩虹鱼捉

迷藏》 首度来沪。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彩虹鱼有时也会犯小朋友容易犯的

各种小错误，但它在一次次“试错”中学

习成长，逐渐学会分享包容、沟通互助，
也锻炼了勇于探索的精神。“它不是一个

完美英雄，而是我们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一样有缺点，也要从教训中去学习。 ”

25 年前，菲斯特创作了第一本 “彩

虹鱼”图画书《我是彩虹鱼》，次年斩获意

大利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 最 佳 选 书

奖。 此后他每三年多精心打磨一个新故

事，相继出版了《条纹鱼得救了》《彩虹鱼

和大鲸鱼 》《我才不怕呢 》《彩虹鱼迷路

了》《深海大冒险》《快睡吧，彩虹鱼》等七

本书，获多项国际大奖。包括新出的第八

本《彩虹鱼捉迷藏》，该系列简体中文版

均由接力出版社引进出版。
“彩虹鱼”系列至今被翻译成 50 多

种文字，全球销量达 3000 多万册。 能赢

得全世界不同文化、 不同年龄读者的共

鸣， 正在于其传递出简单却也深刻的讯

息———仅有美丽耀眼的鳞片并不能带来

幸福， 与人分享、 付出友情才能收获快

乐。菲斯特说，他从不想对孩子们进行道

德说教， 而是希望他们更专注于美丽画

面并领会其中道理。
《彩虹鱼捉迷藏》中，彩虹鱼和伙伴

们认识了新朋友红鳍鱼，他们玩起捉迷藏

游戏，一向玩得很好的彩虹鱼这次总也找

不到朋友们藏身位置，而没有多少经验的

小蓝鱼却轻松找到了。“输不起”的彩虹鱼

十分沮丧，独自游走了，这时红鳍鱼追了

上去……在红鳍鱼的启发下，彩虹鱼鼓起

勇气，承认每个人偶尔都会失败。 有时学

会输得起，并不会损失光芒。
“彩虹鱼”系列每本书都生动解读了

一个抽象概念：勇气、宽容、付出、爱，用

孩子能理解的语言与图像， 传递出正面

的精神能量。 被亲切唤为“彩虹鱼之父”
的菲斯特说，“彩虹鱼” 系列的最成功之

处，不在于它创造了多高销售佳绩，或是

摘得多少奖项，而在于“彩虹鱼”打开了

一扇扇门， 通往世界各地孩子们的心灵

深处。 “收到孩子们的来信，欣赏他们的

画作，和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快乐，
也不断带来新的灵感和动力。 ”

在评论界看来， 主角彩虹鱼在每次

游历中的思考， 既反映了童心的纯稚性

情，也让读者见证它的成长。整个系列融

合了作者对海洋生态丰富细腻的观察与

描绘。菲斯特在图书封面和内文，首创采

用镭射烫银的特殊工艺， 把鱼身上的部

分鳞片印制成闪着银光的鳞片， 翻阅时

有了光线折射， 鳞片就会产生奇妙的闪

闪七彩效果，创意别出心裁。

在宁夏大剧院的演出中， 谷好好与赵磊表演了昆曲 《借扇》 选段。 祖忠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