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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都分不清特效和真实”
《敦刻尔克》在京首映，导演诺兰表示———

昨晚备受瞩目的《敦刻尔克》在北京

举行了中国首映礼。导演克里斯托弗·诺

兰在映后与《建军大业》监制黄建新进行

了对谈，关于技术、新人等问题，二人的

交流精彩纷呈。
早在22年前诺兰就萌生了拍摄敦刻

尔克大撤退电影的想法， 那一次前往敦

刻尔克的旅途给了诺兰很深的印象。“我
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跨越了英吉利海峡，
而这在战争时期完成难度肯定更大，我

敬佩那些士兵。”诺兰说，“当时我就决定

要拍这样一个电影。 对于英国人来说这

是一个不能再熟悉的题材， 但我却花了

更多的时间来思考如何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呈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宏大的故事，
十年前我没有自信去拍这样一部电影，
但现在我有了。 ”

在对谈中诺兰表示， 相比还原历史，
他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制造悬疑上。
“我希望以一种相对近距离的方式来展现

敦刻尔克大撤退，不是给观众上一堂历史

课，而是让他们能够与电影中的人物一起

呼吸，一起紧张。 ”
普通的战争电影一般都将大量镜头

运用在特写双方交战的惨烈场面， 但在

《敦刻尔克》中，观众几乎看不到德军的身

影，这也符合了诺兰最初想拍一部悬疑片

的设想：“我想最大程度地忠于被围困在

敦刻尔克的士兵的真实体验，我想展示的

不是敌军，而是他们的威胁。 往往在看不

到敌人的时候，我们反而会更害怕。 ”
与《建军大业》一样，《敦刻尔克》此

次也起用了一大批年轻演员， 包括英国

单向组合成员哈里·斯泰尔斯。 对此，诺
兰表示，“电影重在还原真实， 历史上他

们就是十八九岁的孩子， 我希望观众能

体会到这些角色的‘人性’，对他们产生

近似怜爱的感情。 ”
在拍摄中， 诺兰坚持最大程度地使

用实景镜头， 尽可能少的运用电脑动画

特效，诺兰认为：“特效看起来有动画感，
这会让观众产生距离。”所以，在拍摄中，
他坚持用真机真船， 甚至找来英国古董

战机，就是想制造一种落地的真实质感。
除此之外，诺兰也表示，只有在不得不用

特效的时候， 例如两架飞机擦肩而过的

场景， 由于摄影机确实无法实拍的情况

下，他才会用特效把它们合在一起。虽然

并没有使用大量特效， 但诺兰赞赏此次

的特效团队依旧做出了很棒的作品，“在
我的所有电影中，《敦刻尔克》 是唯一一

部我自己都分不清特效和真实的电影”。

让挑剔的歌剧观众起立鼓掌

上海歌剧院携音乐会版《阿依达》登上德国舞台

美丽的萨尔布吕肯位于德国南部，
是萨尔州的首府。 这座地处欧洲中心地

带，与法国、卢森堡比邻的城市，因其独

特的地域而使多元文化融汇于此。 也因

此，“多元” 成为萨尔布吕肯国际音乐节

的关键词， 着重展示不同国家不同的音

乐和文化。 而今年，作为主宾国，来自中

国的艺术团体成为了当仁不让的主角。
当地时间20日晚， 上海歌剧院参加

萨 尔 布 吕 肯 国 际 音 乐 节 的 第 二 场 演

出———音乐会版经典歌剧 《阿依达》，就
在城市中心的剧场上演。“这次《阿依达》
的1000多张票，一个多月前就卖光了。 ”
开演前，音乐节总监罗伯托·里奥纳迪告

诉记者， 在聆听了上海歌剧院的第一场

演出之后，他对当晚的《阿依达》充满信

心。 “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来自欧洲各

地。 相信在演出之后， 他们会亲身体验

到，中国不但是个经济大国，也正日益成

为文化大国。 ”
歌剧 《阿依达》 是歌剧史上浓墨重

彩的篇章。 该剧为1871年苏伊士运河通

航之际， 作曲家威尔第受埃及总督之邀

创作的一部带有浓郁埃及特色的四幕歌

剧。 尽管对作曲家而言， 这是一部 “命
题作文”， 但威尔第赋予了它一个全世

界都要面对的问题———爱情与道德。 共

通的人性， 使得这部歌剧成为世界各地

的歌剧舞台上的 “常青树”。 而这次上

海歌剧院带到德国的， 正是这部歌剧的

音乐会版。
与舞美恢弘的完整版相比， 音乐会

版歌剧令观众全神贯注的， 只有音乐和

演唱。 因此，乐队、独唱和合唱都必须发

挥出最高水平 。 上海歌剧院院 长 许 忠

说： “我们对演员的要求是，力求每个节

拍、每次呼吸、每个发音、每种情绪的表

达都准确无误。 台下的观众来自欧洲各

地， 他们的血管里就流淌着经典歌剧的

血液。要经过他们挑剔的耳朵的考验，没
有一点精益求精的精神是行不通的。 ”

观众的热情再一次证明了上海歌剧

院的实力。 当指挥的手在空中画下休止

符 ， 剧 场 中 立 刻 爆 发 出 一 阵 欢 呼 声 。
“Bravo! （干得好！ ）”观众们纷纷站立鼓

掌，欢呼与掌声在剧场上空经久不息。而
上海歌剧院的成员们， 第二天一早就整

装回国。
“回到上海后，我们将全面进入舞台

版《阿依达》的排练。”上海歌剧院党委书

记范建萍透露，将于9月15日在上海大剧

院演出的 《阿依达》 演出票早已销售一

空。大剧院为此加座两次，依然无法满足

观众们的热情。这次来德国演出，不仅仅

是《阿依达》正式演出前的“练兵”，更是

上海歌剧院整体实力的一次展示。
事实上，继本次德国之行后，上海歌

剧院明后年的出访计划更为密集。 2018
年7月将作为首个中国艺术院团，携现代

寓言歌剧《赌命》、中国原创舞蹈集萃晚

会《海之梦》和经典歌剧《卡门》，应邀参

演2018年爱沙尼亚萨雷玛歌剧节。10月，
舞剧团青年舞蹈家也将赴日本东京参演

由日中友好会馆主办的 “2018中国文化

节”。2018年下半年赴以色列特拉维夫巡

演现代舞剧《早春二月》亦在与以色列国

家大剧院的进一步商谈之中。 与美国哥

伦比亚艺术管理公司合作， 交响乐团还

将于2019年初赴北美地区开展为期近两

个月的巡演。 “各种模式的海外演出，不
仅需要有高质量的节目和演员， 也需要

符合国际运营能力的团队。 在歌剧艺术

的道路上，我们没有捷径可以走。与国际

团队合作、参与国际音乐节，不但提升了

歌剧院的实力， 更扩大了我们的国际影

响力和辐射力。 ”

《酒干倘卖无》唱响音乐剧舞台

一位骑着自行车的父亲载着年幼的

女儿 ， 吟唱 “酒干倘卖无 ， 酒 干 倘 卖

无” ……上周末， 美琪大戏院舞台上的

这一幕拉开了原创音乐剧 《酒 干 倘 卖

无》 上海站首演的序幕。 音乐剧根据上

世纪 80 年代电影 《搭错车》 剧情改编，
讲述一位拾荒者与他怀揣音乐梦想的养

女的故事。
在电影故 事 的 基 础 上 ， 音 乐 剧 加

入了当下热门的 “选秀”“造星”“追梦”
等内容，把女儿在梦想与亲情之间的抉

择，和父亲在保护女儿与让女儿放飞梦

想之间的彷徨，带到观众面前。 《酒干倘

卖无 》制作人李盾曾打造 《蝶 》《爱上邓

丽君》《妈妈再爱我一次》 等音乐剧，他

说：“《酒干倘卖无》 邀请了国内外的音

乐剧资深从业者加入制作团队，力求将

其打造成兼具国际水准和中 国 特 色 的

作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原创音乐剧的

魅力。 ”百老汇知名导演和编舞卓依·马

可尼里、艾美奖最佳编曲奖获得者王宗

贤等都参与了音乐剧的创作。 随着故事

主题和情绪的变化 ，剧中出现了 《酒干

倘卖无》《一样的月光》《请跟我来》等歌

曲 ，以及时下流行的说唱音乐 ，杂而不

乱地营造出颇具感染力的视听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酒干倘卖无》 的舞

美设计师王晶以玩具魔方为灵感， 打造

了一个可快速转换场景的舞 台 艺 术 装

置。 这个巨大的“魔方”每一面都有九扇

门， 在舞台灯光与多媒体投影的配合下

实现时空变化。 观众上一秒沉浸在父女

二人的温馨小家，下一秒“魔方”转动，便
转换到了炫目多彩的选秀舞台， 这样的

切换不仅增强了音乐剧的节奏感， 也让

观众看到了父女二人不同的生活状态。

用肢体语言雕塑出怎样的罗丹
当代最具争议性编舞家艾夫曼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谈“心理芭蕾”《罗丹》中国首演

俄罗斯编舞家鲍里斯·艾夫曼的

舞作犹如烈酒 ， 有 着 使 人 感 到 晕 眩

的感官冲击力 。 由 这 位 编 舞 家 创 立

于 1977 年的圣彼得堡艾夫曼芭蕾舞

团 ， 即 将 来 沪 揭 幕 东 艺 2017/18 演

出季 。 申城观 众 不 仅 能 重 温 他 们 两

年前献演沪上的舞剧 《安娜·卡列尼

娜 》， 更将见证其新作 《罗丹》 的中

国首演。
艾夫曼的编舞继承了俄罗斯芭蕾

注重细腻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的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 建 立 了 他 的 “心 理 芭

蕾 ” 流 派 。 从 《柴 可 夫 斯 基 之 恋 》
《俄罗斯的哈姆雷特》 到 《安娜·卡列

尼娜》 《罗丹》， 他的作品无一例外

得极度激烈、 感性， 舞者们不加掩饰

地宣泄着年轻身体的欲望， 情感如同

排山倒海般袭来。
超乎寻常的炽热情感， 也让他的

作品在全世界遭到截然相反的评价。
日前， 艾夫曼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邮件

专访， 面对舞蹈评论界的争议， 他显

得非常坦然和自信。 采访中他反复提

及的两个字， 是 “情感”。 艾夫曼说：
“舞蹈从诞生之初便是人类用来探索

心灵的工具， 而芭蕾能刻画出最深刻

的内在情绪和最细微的心理变化。 我

们舞团所传达的那种情感力量， 是在

电影、 演唱会等艺术形式里都不可能

找到的。 有时候， 贫乏的语言根本无

法诠释芭蕾的魅力。”

无论是否“冒犯”观众，
都要尽情释放情感洪流

艾夫曼的新编芭蕾舞剧 《罗丹》，
以法国雕塑大师罗丹及其爱徒兼情人

和灵感缪斯的克洛岱尔为主题， 讲述

了他俩的情感纠葛和艺术创作过程。
雕塑从罗丹开始步入表现主义， 注重

人体细节中蕴含的力度与感情， 这一

观点也影响了 20 世纪初的现代芭蕾

革命。因此，罗丹的故事是与现代芭蕾

结合的好题材。 艾夫曼在《罗丹》的创

作手记中写道：“舞蹈动作被用来表现

人物迸发的艺术激情、 激烈的心理斗

争和刻骨的绝望。”倘若冰冷的雕塑冻

结了人体的运动瞬间， 那么艾夫曼则

渴望释放出无法抑制的情感洪流。
艾夫曼版 《罗丹》 先前在欧洲多

地上演时， 有人褒奖它 “像卢浮宫内

的藏品般珍贵， 像黏土般柔软， 像青

铜器般精美， 如大理石般流畅”。 而

另外一些人则觉得被 “冒犯”， 争议

最大的莫过于 剧 中 几 近 癫 狂 的 双 人

舞———克洛岱尔充满偏执、 嫉妒和愤

怒， 罗丹内心愧疚的阴影挥之不去，
他们犹如火山爆发般猛烈， 或四肢伸

张或双拳紧握， 脸部在无声的呐喊中

变得扭曲 。 有评论家认为此剧 激 情 有

余 ， 叙事性不足 ， 部分甚至 “缺 少 格

调”。 面对争议， 艾夫曼十分坦然， 他

告诉记者， “人们被我的作品触动才是

最关键的， 爱也好恨也罢， 无法否认大

家感受到了强烈的情感。 我只为那些真

正欣赏我的观众而创作。”
从 服 装 到 配 乐 ， 艾 夫 曼 在 舞 剧

《罗丹》 的多个环节中融入了自己的审

美思考 。 如在某些场景中 ， 罗 丹 身 穿

紧身毛衣和莱卡裤 ， 克洛岱尔 则 身 着

劳动布服装 ； 剧中配乐选用了 法 国 作

曲家拉威尔 、 萨蒂和马斯内作 品 的 蒙

太奇式拼贴等。

“只有充满激情的人才能
创造真正的艺术”

有影迷通过电影 《罗丹的情 人 》，
知道了这位雕塑大师与天才女雕塑家克

洛岱尔长达近 20 年的纠葛。 19 世纪 80
年代， 在巴黎艺术界初露头角的罗丹遇

见了才华横溢的少女克洛岱尔。 她成了

罗丹的爱徒， 两人陷入狂热的恋爱并互

为创作灵感源泉。 十多年中， 罗丹的诸

多代表作如 《加莱义民》 《吻》 等一一

问世， 克洛岱尔的作品也毫不逊色， 其

中某些雕塑甚至让罗丹心生妒意。 无奈

身为女性， 她的光芒总是被掩盖。 二人

终因世俗偏见、 艺术分歧和情感背叛而

决裂， 这让克洛岱尔的精神遭受致命打

击， 她认为罗丹动用了一切阴谋来陷害

自己。 克洛岱尔最后在精神病院里度过

了 30 余年的光阴， 至 1943 年去世时，
几乎已被人遗忘。

艾夫曼表示， 发生在罗丹和克洛岱

尔身上的悲剧性故事令人扼腕叹息， 这

段轶事激发了包括他在内的诸多编舞家

的 灵 感 。 “在 我 编 创 的 舞 剧 《罗 丹 》
中， 当罗丹失去他的缪斯之后并没有停

止创作， 我想表达的是孤独的艺术家

在经历近似自我牺牲般的创作过后，
最终获得了永生。” 艾夫曼说。

纵观艾夫曼的多部舞剧， 那些主

人公似乎永远在理想彼岸和日常世界

之间挣扎 、 分裂 ， 不 断 纠 结 自 己 的

出路何在 ， 结 局 不 免 走 向 疯 狂 或 者

死去 。 这个热 衷 对 人 生 的 悲 剧 性 进

行 艺 术 化 诠 释 的 俄 罗 斯 编 舞 家 说 ：
“缺少激情、 阴谋和戏剧性的人生是

无法支撑起一 部 作 品 的 。 我 曾 想 过

为弗洛伊德写 一 出 芭 蕾 舞 剧 ， 但 当

我发现他的故 事 平 淡 无 奇 后 ， 不 得

不打消了这个 念 头 。 我 并 非 故 意 选

择悲伤的故事 来 制 造 痛 苦 。 恰 恰 相

反 ， 我希望通 过 演 出 为 观 众 提 供 精

神上的力量与 希 望 。 在 我 看 来 ， 只

有充满激情的 人 才 能 创 造 真 正 的 艺

术 。 我 的 志 向就是通过舞 蹈 来 解 开

人类心绪的谜底。”

11天演百场，江南小镇将迎戏剧狂欢
第五届乌镇戏剧节演出开票在即，田沁鑫接棒担任艺术总监

乌镇戏剧节又将鸣锣启幕。一晃眼，
这个扎根于江南小镇的戏剧盛事已经走

到了第五个年头。上周末，从乌镇戏剧节

新闻发布会上传来消息： 本届戏剧节特

邀剧目达 24 部， 演出场次共计 100 场，
创下了历史之最。

知名戏剧导演、本届戏剧节轮值艺

术总监田沁鑫表示 ：“乌镇戏剧节演出

规模的扩大得益于前几届的铺垫，今年

很多国际剧团都想来乌镇演出，他们对

中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
第五届乌镇 戏 剧 节 以 “明 ” 为 主

题， 取 “厚德载物、 临照四方” 之意，
表达希望戏剧文化不断开拓的 美 好 心

愿。 田沁鑫说， 今年戏剧节有很多曾经

打 “飞的” 才能看到的好戏， 比如开幕

大戏、 由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演出的

《叶普盖尼·奥涅金》， 该剧根据俄国著

名诗人普希金同名诗体小说改编。 瓦赫

坦戈夫剧院在俄罗斯赫赫有名， 被当地

观众誉为 “戏剧文化纪念碑”。 导演里

马斯·图米纳斯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艺

术总监， 同时也是俄罗斯联邦国家奖获

得者， 由他执导的 《叶普盖尼·奥涅金》
舞台时空变化流畅 ， 结构式样 新 颖 突

出， 从不同的艺术视角为观众呈现一幅

“19 世纪俄国众生相”。
24 部特邀剧目涵盖俄罗斯、 德国、

英国、美国、瑞士以及东道主中国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 展现了当代戏剧舞台的

丰富视角与多元阐释。 柏林邵宾纳剧团

利用影像手段创作的 《影子 （欧律狄刻

说）》、立陶宛“鬼才”导演奥斯卡·科尔苏

诺夫改编自契诃夫作品的《海鸥》、爱尔

兰盼盼剧院的《海选哈姆雷特》、罗马尼

亚导演亚历山德鲁·达比加带来的《小王

子》等作品均亮点颇多。
今年， 中国剧目在乌镇戏剧节上的

占比明显提高。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青年

导演何念将带来根据张小娴小说改编的

舞台作品《我这辈子有你》，这是他首次

参加乌镇戏剧节。 导演周可的《枕头人》
生动传达了编剧马丁·麦克多纳黑色童

话的风格。 导演查文渊在话剧 《第十二

夜》中，一改莎剧的晦涩难懂，大胆起用

“全男班”演绎这部著名喜剧。 而由本届

乌镇戏剧节艺术总监田沁鑫创作的新版

《狂飙》、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制作出品的

《丁西林民国喜剧三则》等近期获得很高

人气的作品也将一一亮相，值得期待。
一些青年导演对传统文化题材的开

拓和诠释，同样值得关注。由戏痞士剧团

带来的话剧《风尘三侠》改编自中国唐人

传奇《虬髯客传》，以当代视角重新演绎

虬髯客、红拂女和李靖三人的侠客传说，

带领观众寻找隋唐的高古与新时代的激

情。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编剧、导演的庄

一，正是从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
舞台脱颖而出的青年导演， 乌镇戏剧节

播撒下的艺术种子，正在成长。
据悉， 下周一特邀剧目演出售票将

在格瓦拉票务网站上启动， 今年将继续

推出一部分 50 元限量特价票。本届乌镇

戏剧节将在 10 月 19 日至 29 日举行，为
期 11 天。

你只能选择
爱它或恨它
———艾夫曼巧妙地将其过

去作品中的舞蹈动作融合在了
这出舞剧中，同时又创新地编排
了大量上半身的形体动作，增强
了舞台上的表现力。 在这个大多
数舞团原地踏步的时代，艾夫曼
无疑是最浪漫的。

———观众宛如身处在一个
令人窒息的漩涡中，难能可贵的
是艾夫曼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达
到了罗丹本人的忘我之境。 罗丹
用黏土，艾夫曼则是利用人的肢
体描绘了一幅动人的画卷。 他总
是那样特别，他的作品也一如既
往地那么美丽。

———艾夫曼的舞蹈语言是
极端的：他喜欢让他的舞者肢体
扭曲得如同橡皮泥一样。 他使用
的那些舞蹈语汇，有时显得太过
于具有攻击性：在开场时我们就
知道克洛岱尔是疯狂的，因为她
脸色发白 、浑身颤抖 ，被摇摇欲
坠的床垫包裹着。 她和罗丹充满
喧嚣的双人舞尽管充满激情，却
让人分不清是表达艺术情感还
是欲望纠缠。

（均摘译自艾夫曼版舞剧
《罗丹》的海外评价）

相关链接

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战争动作片 《敦刻尔克》， 目前已经定档于 9 月 1
日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 图为该片剧照。

左图 ： 圣 彼 得 堡 艾 夫 曼 芭

蕾 舞 团 新 编 芭 蕾 舞 剧 《罗 丹 》
剧照。 （东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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