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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滨江雅集”落户尚海湾艺术中心
本报讯 一个集文化展览、传播活动

为一体的公益性综合文化平台———“滨

江雅集”，日前在尚海湾艺术中心成立。
“滨江雅集 ” 以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雅集” 这一独特文化形态汇聚依托全

国一流的文化资源， 设立陈佩秋、 林曦

明、 韩敏、 韩硕四位有代表性的海派艺

术家的工作室和上海大慈公益基金会，
定期和不定期推出各具特色的高水平艺

术展览， 举行各种文化论坛、 文化讲座

以及文化活动， 力求塑造出独具特色的

文化品牌。
“滨江雅集” 地处的上海徐汇滨江

西岸， 将成为上海文化新的标志性集聚

地。 目前西岸已汇集了龙美术馆、 余德

耀美术馆、 上海摄影艺术中心、 香格纳

画廊等众多知名文化艺术机构以及一批

知名文创产业机构， 并有西岸音乐节、
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 西岸艺术

与设计博览会等品牌活动 。 “滨 江 雅

集” 的面世， 将丰富西岸的文化内涵。
（郭文）

非遗保护，也须与时俱进

剪纸、皮影、年画传承人对话动漫界———

当传统非遗拥抱现代动漫， 会产生

怎样的火花？ 近日， “剪纸、 皮影、 年

画传承人对话动漫界” 活动在上海大隐

精舍举行， 近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非遗

保护专家、 代表性传承人和动漫制作公

司的负责人齐聚一堂， 探讨非遗和动漫

跨界融合的可能。 与会人士指出， 两者

的相互借鉴有基础， 也有必要性， 跨界

融合正当其时。

非遗传承人要一手托着
传统，一手连接未来

文化部非遗司司长陈通指出， 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 非遗的保护

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但如何让这些古老

技艺融入现代生活， 焕发新的生命力，
依然是一个大课题。

陕西华县皮影雕刻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薛宏权以 “皮影戏” 为例表示， “皮
影戏” 是最早的民间艺术之一， 距今已

有 2000 多年的历史。 在世世代代的传

承中， 人们坚守着最初的技艺。 比如，
制作一个皮影需要 24 道工序， 最少动

3000 多刀才可以刻成 。 然而 ， 技艺保

存得再好， 也要有懂得欣赏的人。 皮影

戏正面临观众流失的尴尬境地。 如何将

传统皮影和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进 行 结

合， 把年轻人吸引到皮影舞台前来， 是

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
“非遗的传承也需要与时俱进， 只

有保护， 没有发展是走不远的。 一旦非

遗作品成为纯正艺术品的时候， 它其实

是失去了传统非遗的意义。” 陈通说，
作为非遗的传承人， 要一手托着传统，
一手连接未来———在原汁原味传承非遗

技艺的基础上 ， 思考非遗的创 造 性 转

化 、 创新性发展 。 非遗和动漫跨 界 融

合， 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通过动漫这种

时髦、 贴近青少年的载体， 把剪纸、 皮

影、 年画等元素根植进去， 能够在全国

乃至全世界更好地提升非遗的知名度，
而动漫也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和

创作灵感， 实现新的飞跃。
事实上， 早在上个世纪中叶， 以上

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国内动画制

作公司就曾将水墨画、 皮影、 剪纸、 年

画等传统文化元素和动画结合， 创作了

《大闹天宫》 《小蝌蚪找妈妈》 《山水

情》 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片， 开拓了

世界动画的中国学派。 陈通认为， 这几

年， 国内动漫发展得很不错， 但从文化

的特性和辨识度来说， 可能还是比不上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那两个高峰

期的作品。

真正让人记住的，永远是
那些彰显民族风格的作品

对此， 动漫界人士也深有感触。 浙

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周

博说， 至今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部动

画 片 是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出 品 《天 书 奇

谭》。 “七八岁的时候看， 兴奋得不得

了， 如今我重新打开这个片子， 童年那

种感觉还在。 现当今， 各种新电影层出

不穷， 为什么一部几十年前的片子再看

的时候， 还会那么激动， 除了故事经典

之外， 便是植入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元素。” 王周博直言， 在学习西方多

年之后， 中国的动漫人是时候把目光转

回到自己的文化上来。 因为真正让人记

住的动漫作品， 永远是那些彰显民族风

格， 与本土传统遥相呼应， 深刻洞察本

土议题之作。
令人欣喜的是， 不少动漫公司已经

着手与非遗项目展开合作。比如，喜羊羊

剧组邀请湖南皮影非遗保护中心创排皮

影剧。 上海河马动画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继推出《桃花源记》《大圣归来》《小门神》
《年兽大作战》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的动漫作品之后，又将于近期推出 20 集

动画连续剧《少年孟子》。 该剧植入大量

非遗元素，包括皮影、木偶等。
“什么菜最好吃？ 数来数去就是妈

妈做的菜。 任何一个菜都比不过妈妈做

的菜好吃， 我们童年时期的胃决定了一

生的饮食习惯。 不敢说青少年时代的艺

术欣赏水平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品味， 但

动漫作品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所以特别期望动漫界能够更好地传承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陈通表示， 中

国之所以称之为中国， 是以中华文化为

重心。 传统文化关系到每一位中华儿女

的灵魂皈依， 丢弃了民族特色， 将找不

到回家之路。

■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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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很不平凡的五年里
那些不凡的中国人的精彩故事

“电影国字号”将推出一批十九大献礼影片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两

家 “电影国字号” 企业———中国电影

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将推出一批献礼影片， 聚焦最近不

平凡的五年里那些不凡的中国人的精

彩故事。
中影股份与国内数家影视机构联

手 ， 主推四部 献 礼 影 片 ， 分 别 是 以

“大学生村官” 为主角的 《六年， 六

天》， 国内首部讲述基层全科医生的

《你若安好》， 讴歌奋战在精准扶贫一

线的英模影片 《南哥》， 以及反映中国

经济建设成就的纪录片 《辉煌中国》。
上 影 集 团 主 打 时 代 英 模 人 物 题

材， 以 “公正为民的好法官” 为原型

的 《邹碧华》， 为 “中国肝胆外科之

父” 吴孟超作传的 《我是医生》， 都

在此前点映中 收 获 好 评 。 而 刚 刚 荣

获中国电影金 鸡 奖 最 佳 美 术 片 奖 的

《大耳朵图图之美食狂想曲》 则从儿

童的视角出发， 传递当代中国的主流

价值观。

题材不断扩容，为累累
硕果留下光影记录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

作。 这批献礼影片有个共同特点， 都

把目光投向了五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

着的可喜变化 ， 用 光 影 艺 术 记 录 时

代。 透过这些影片， 五年来中国发展的

累累硕果在大银幕上生动了起来。
10 月 16 日 ， 上 影 出 品 的 《邹 碧

华》 将在上海与观众见面， 此前该片已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点映 。 在主 创 们 看

来， 邹碧华是人民的好法官， 也是敢于

担当的 “庭前独角兽”。 所以片中除了

表现邹碧华公正为民的情怀， 还描摹了

他殚精竭虑投入司法改革的分分秒秒。
大银幕上， “燃灯者” 为司法改革不舍

昼夜； 银幕下的观众， 能感受到 “依法

治国” 沉甸甸的分量。 上影演员剧团团

长佟瑞欣饰演邹碧华。 剧团其他老中青

三代演员也纷纷请缨， 许多人静静守候

在片场， 只为跑个龙套、 一句台词。 刚

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的 83
岁艺术家牛犇， 更是零片酬饰演一位普

通群众的角色。
10 月 17 日， 中影股份出品的三部

故事片将同时公映。 《六年， 六天》 立

足于 “小我”。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青

年人， 他们相识于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

队伍， 并在投入祖国建设的过程中逐步

看清人生道路， 收获美丽爱情。 当个人

发展嵌入了时代进步， 顺着这对青年人

视角 ， 观众能看见中国的美丽 乡 村 建

设， 看见 “大学生村官” 的脚踏实地，
看见 “一带一路” 建设的如火如荼， 更

能从两代人殊途同归的经历中领悟 “信
仰” 二字。

《你若安好》 展开的是一幅中国基

层医院普通全科医生的工作场景。 全科

医生， 行业多面手， 比起专科医生， 他

们往往守护在广大的社区医院， 被比喻

为 “全民健康金字塔的底座”。 镜头对

准这群扎根基层的人， 折射出的既是一

批人的选择， 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医疗改革的发展成果。
《南哥》 的镜头对准了奋战在精准

扶贫工作一线的无数共产党人的群像。
该片以一位普通的国企干部郭建南为创

作原型，还原了他全身心投入扶贫工作，
终因劳累过度而倒在岗位上的 感 人 故

事。导演郑华说：“一次次拍摄前的采访，
让我真正认识到扶贫的深刻意义。 ”

如果把几部故事片看成五年来某个

具体领域的缩影， 那么纪录片 《辉煌中

国》 便如同一幅长卷。 当观众通过写实

的镜头抵达多姿多彩的百姓生活、 火热

的生产现场， 将真切感受到———中国五

年来的辉煌建设成就 ， 与百姓 的 获 得

感、 自豪感紧紧相连。

艺术手法不断更新，为主
旋律找到清新身段

弘 扬 社 会 正 能 量 ， 讴 歌 英 模 人

物———这是主旋律影片不变的基调。 但

随着中国电影内容生产的多元化， 主旋

律影片的艺术手法却在不断变化、 不断

更新。 这批献礼影片， 摈弃概念化与程

式化， 取而代之的是平实、 接地气， 甚

至 “小清新” 的叙事风格。
看看这些电影的主人公， 一个个都

像是生活里走来的 “人”， 他们平常

如你我， 会开玩笑， 也会陷入人之常

情。 比如 《六年， 六天》 里的 “大学

生村官”， 并非设想中那般义无反顾

奔赴农村。 相反， 他是被动选择， 带

着几分情绪离开都市， 开始了农村工

作。 这部影片让人亲近之处， 不仅在

于年轻的生活场景， 更在于影片尊重

年轻人的心 理 变 化 、 情 感 需 求 ， 尊

重人与人 之 间 的 选 择 差 异 。 再 以 之

前点映过多次的 《我是医生》 为例，
虽 说 影 片 要 表 现 的 是 位 事 业 卓 著 、
感动中国 的 可 敬 老 人 ， 但 主 创 把 吴

孟超还原成生活中那个可感、 可亲、
真实 、 生 动 的 老 者 。 评 论 界 一 致 认

为 ， 该片 突 破 了 常 规 的 主 旋 律 创 作

模式， 以平实的生活场景， 让崇高变

得平易近人。
再看这些影片刻画的故事， 也不

再回避矛 盾 甚 至 是 失 败 ， 主 创 们 信

奉———真实的力量最动人。 比如 《邹
碧华》， 主创们依据客观事实打造剧

情， 直面了很多司法工作者心头的痛

点与难点： 怎样化解信访矛盾， 怎样

在法治理想与个人收入间作出抉择，
怎样在司法改革涉及深层次问题时迎

接挑战。 这些痛与难， 影片借邹碧华

的视角一一触及， 再通过邹碧华的工

作智慧一一开解， 让人信服。 《你若

安好》 也是如此， 影片探讨了医患关

系和基层医生收入等问题， 以真实感

化人心。

文化

《秀才与刽子手》今起再度献演

曾获得第12届文华奖的优秀话剧

本报讯 （记 者童薇菁 ） 曾 获 得 第

12 届文华奖的优秀话剧 《秀才与刽子

手 》 今明两天将再度亮 相 上 海 ， 上 演

于美琪大戏院 。 该剧由中央戏 剧 学 院

戏剧文学系教授黄维若编剧 、 郭 小 男

执导 ， 以黑色喜剧的 形 式 和略带怪诞

的手法， 冷峻剖析了封建社会对人性的

压抑与扭曲。
《秀才与刽子手》 由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于 2006 年首度创排， 至今共演出

80 余场。 剧本曾在 2004-2005 年度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本奖评选中， 以第

一名的骄人成绩获得剧本奖。 2007 年，
该剧获第 12 届文华奖文华剧目奖、文华

编剧奖、文华导演奖。 2014 年，《秀才与

刽子手》 作为上海唯一入选剧目参演国

际戏剧盛会“戏剧奥林匹克”。 故事围绕

两个“小人物”展开，秀才徐圣喻困顿科

场十数载，越考越来劲；刽子手马快刀视

剐人为精妙无比的事业。一日，马快刀正

央求徐秀才写信， 传来了朝廷废除酷刑

并停止科举的消息。两人如遭雷殛，感到

世界迎面崩坍……
2015 年 ， 为纪念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成立 20 周年， 上话重排了 《秀才与

刽子手》， 并启用全新演员阵容， 秀才、
刽子手分别由优秀青年演员刘炫锐和贺

坪饰演 。 在此次上演的 《秀才 与 刽 子

手》 中， 秀才、 刽子手依旧由刘炫锐和

贺坪担纲， 王一楠饰演栀子花。
为了更好地呈现该剧的黑色幽默与

荒诞感， 《秀才与刽子手》 采用了人偶

同台的表演方式，除了徐秀才、马快刀及

马妻栀子花三个主要角色外， 其余角色

皆由“偶人”演出。 “偶人”并非传统意义

上的木偶， 而是由演员穿上特制的硅胶

服装、 戴上特制的面具， 利用不同面具

的转换来表演各种不同的人物， 舞美设

计家黄海威这个大胆而别出心 裁 的 设

计， 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舞台表现力。

《高博文说繁花》亮相上海大剧院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昨天起， 上

海评弹团推出的评弹 《高博文说繁花》
在上海大剧院中剧场演出。 这是继上海

大 世 界 、 上 海 新 天 地 的 两 轮 演 出 后 ，
《高博文说繁花》 再度修改整合， 以第

一季 “六回书+特别篇” 的形式在大剧

院亮相。
《高博文说繁花》 剧本改编自金宇

澄的茅盾文学奖获奖沪剧小说 《繁花》。
将原本的文学故事改编成评弹， 不仅是

评弹人的愿望， 金宇澄也有此意。 高博

文告诉记者， 早在 2016 年 3 月， 他就

找到金宇澄， 有意将 《繁花》 改编成评

弹。 “《繁花》 的头绪比较多， 人物关

系交错， 篇幅和容量与长篇弹词相当，
而大量人物对话与繁密故事情节， 用说

书的形式描绘， 特别合适。” 为此， 高

博文把自己早前用上海话念的小说片段

放给金宇澄听。 从小听着评弹的轻弹慢

唱长大的金宇澄曾说， 在 《繁花》 创作

过程中， “耳朵边一直有一位苏州口音

的上海老先生， 一个人慢慢讲， 声音不

温不火 ， 不高不低 ， 再麻烦的 背 景 名

堂， 再吵闹的男女对白， 先生总是笃定

泰山， 有哭有笑， 有俗有雅， 说得源源

不断， 像是用不着我考虑， 我只要听，
只要记就可以了， 真是特别”。

这也是 《高博文说繁花》 在不少段

落呈现出的格调。 剧情铺陈几乎遵照小

说的叙述顺序和篇幅， 小说文本的每一

章对应一回书目。 尽管评弹过去最擅长

的就是跳出故事， 大段表现人物的内心

活动， 不过在金宇澄的建议下， 评弹呈

现的 《繁花》 从最初 “内心戏太满” 到

现在更为节制。
《繁花》 小说以上海方言为文， 但

评弹则以苏州方言表演， 如何权衡， 让

主创斟酌再三。 最终， 演员们决定以评

弹说表为基础， 人物对话以上海方言俚

语， 弹唱则保持苏州弹词和传统曲调。
这也保留了评弹的韵味， 让作品不会变

成 《繁花》 的 “有声书”。

谁来为电视剧女性角色创造更多可能
———从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说起

陈熙涵

80 集年代传奇剧《那年花开月正

圆》正在热播，在经历了前 40 集的儿

女情长峰回路转后， 最近该剧似乎陷

入了剧情俗套、人设垮塌的“泥潭”。而
被人诟病最多的， 恰恰是在许多热门

话题剧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女性人设。
《那年花开月正圆》以陕西省泾阳

县安吴堡吴氏家族的史实为背景，讲述

了清末出身民间的陕西女首富周莹跌

宕起伏的励志传奇人生。这么一部起伏

跌宕的女性商战传奇，自然在投放之初

就积聚了极高的人气，开播之后也以上

乘的制作品相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然

而， 随着吴家东院少爷吴聘的殒命，宅
门没落， 周莹独自担起振兴家业的重

任，就在这最好看的关口———看人物怎

样完成精彩的成长之时，追剧群众却纷

纷吐槽：这戏没法看了！
一些观众在看到一身正气的赵白

石赵大人也终于在酒醉之后吐露出倾

慕吴家少奶奶周莹的戏码时， 终于憋

不住了。 网上出现了大量吐槽：“本来

以为有一个吴家东院少爷吴聘和沈家

二少沈星移已经够了， 没想到后面又

来了个管家王世均， 更没想到再后面

连知县赵大人都爱上周莹了……不管

你背景铺得多宏大， 这种身边男人都

爱我的戏码真的很小家子气啊”“剧情

过半，又成了一帮男的因爱慕女主，舍
生忘死助其成就大业了，请问这跟《芈
月传》 有何本质上的区别？ ”……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五六个剧中

人物爱上周莹了。 正是这点让人心生

疑问：时代变革，世事浮沉，难道只有

来自异性的爱慕， 才是一位女子在商

界风云中脱颖而出的终极原因？
不知从何而起， 以女性成长为叙

事主线的电视剧， 开始成为了国产剧

集收视率的一重保证。 《楚乔传》的主

演赵丽颖， 在宣传该剧时就曾公开表

示，称楚乔是“一位拥有独立思想跟大格

局的女性”，范冰冰也在采访中称“她（武
则天）不是生来就是女神的，出身底层，
为证明自己，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 然

而在现实中，所谓的“大女主”电视剧里

的女性成长， 大多还是基于男性视角下

的一场博弈游戏， 楚乔终究也没有显现

出她的独立思想与大格局，反而像《我的

前半生》里的罗子君一样，全部仰仗优秀

男性角色的“豢养”。由此看来，编剧对中

国女性形象的想象不是十分丰富而是异

常贫瘠。想当然的人物塑造，将一个个女

性人物形象推上了成长路上必 有 神 助

（《楚乔传》中的宇文玥、《我的前半生》中
的贺涵、《欢乐颂》 中的老谭、《那年花开

月正圆》中的男人们），并最终走上人生

巅峰的套路。

这些大女子的养成， 本质上就是男

性用自己的话语定义出的成功， 并使之

在日常生活中变成为女性崛起的准则，
让女性在男性的凝视之下， 成为世俗意

义上的女性形象。可以说，当下的大女主

电视剧中，鲜有凭借女性本人个性魅力，
不落俗套地撑起女主角独特人物形象的

作品。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写作套路还

时常诞于女编剧之手， 所谓的女性视角

表达，往往沦为一场“女性全无”的闹剧。
日前刚颁发的艾美奖， 将 10 个大

奖平分给了两部女性题材与女 性 视 角

的电视剧《使女的故事》和《大小谎言》。
《使女的故事》脱胎于今年诺奖大热门、
女 作 家 玛 格 丽 特·阿 特 伍 德 的 原 著 小

说，而《大小谎言》则改编自澳大利亚女

作家莉安·莫里亚蒂的同名作品。 这两

位女作家笔下的女性成长，有着区别

以往的生动多样和强大的说服力，她

们令人信服地写出了“一个女性的光

环要通过男性爱慕来实现”的窠臼必

须打破。 而这种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

对女性的关怀和正视，往往是根植于

作家观念深处的。
出演《大小谎言》的奥斯卡影后，

同时也是该剧制作人的瑞茜·威瑟斯

彭在访谈中谈到：“我们之所以要做这

样一个作品， 恰是对影视剧中女性形

象的深感失望。我常感诧异，影视剧中

为女性刻画的 角 色 只 能 做 到 这 样 了

吗？ 所以这不断激励着我去为女性创

造更多可能。 ”
谁来为国产剧里的女性角色创造

更多可能？

《那年花开

月正圆》 剧照。

电影《六年，六天》海报。电影《邹碧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