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天文台 FAST 项目团队用延时摄影拍摄的 “中国天眼” 看到的璀璨星

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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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哈舞剧《雾都孤儿》的当代语境
方家骏

长期以来， 舞剧

自视甚高， 努力与流

行文化划清界限。 然

而， 来自伦敦的先锋

派舞团毫不避讳将舞

剧 与 嘻 哈 叠 加 在 一

起 ， 舞团 “掌门人 ”
托尼导演带来的 《雾都孤儿》 让我们看

到， 嘻哈不只是 “街头小子” 的自娱自

乐自说自话， 它同样具备戏剧、 文学、
音乐以及舞剧所需要的一切功 能 ， 同

样可以完成叙事 、 对话乃至直 指 人 心

的 人 物 独 白 ， 通 过 富 有 创 意 的 重 塑 ，
街头艺术完全可以成为有 精 神 承载的

舞台作品。
毋庸置疑， 舞剧 《雾都孤儿》 所呈

现的嘻哈风格， 比古典芭蕾姿态要低，
比现代舞更具亲和力。 有评论说， 这是

一部具有音乐剧品格的舞剧。 我以为，
这一评价主要是指舞剧 《雾都孤儿》 在

呈现方式以及语境表达上更具自由度、
更顾及当代人的感受。 从舞剧中我们看

到， 所有的艺术手段都可以拿来 “为我

所用” ———随着大幕开启， 舞台上既呈

现了街舞的翻跌腾挪、 自由奔放， 也可

以从中寻摸到古典芭蕾以及现代舞的基

因； 既释放出 DJ 音乐的尖锐刺激、 重

金属的震天动地， 也不排斥本不属于舞

蹈的语言表述。 当有节奏的说话已然成

为一种音乐形式， 台词作为舞蹈伴乐引

领肢体表达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无可厚

非了， 而这些无不是这部舞剧的独特之

处。 “不设边界” 让观众对于舞蹈的接

受障碍消弭于无形。
嘻哈舞剧 《雾都孤儿》 的当代性不

仅表现在对于艺术样式的 “破界” 姿态

上， 更体现于对原著进行了具有当代意

识的解构。 在狄更斯的原著中设有两个

阵营———一个是以窃贼费金为首的 “魔
鬼阵营”， 一个是以绅士、 贵妇为代表

的 “天使阵营”， 整部作品在善恶的对

弈中展开， 也可以说在贫富的对抗中演

绎出世情百态。 出自 “济贫院” 的孱弱

男孩奥利弗则是其中被争夺的对象和无

可争议的主角。 然而， 在托尼的舞剧改

编中， 完全没有给 “天使阵营” 任何篇

幅， 绅士、 贵妇等形象在舞剧中彻底消

失 。 奥利弗唯一能感受到的善 意 和 温

暖， 来自于同样是贫民的南希以及费金

的狱友比尔， 他们是奥利弗黑暗世界里

的一丝微光， 善恶之争完全在贫民中展

现。 或许可以说， 托尼把所有的情节安

排在贫民区有利于嘻哈风格的展现。 但

是 ， 深一步看 ， 我们看到托尼 导 演 是

站 在 今 天 的 角 度 ， 反 观 那 个 时 代 ，

“重新思考一个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

故事”， 同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善恶

不是由贫富来划分的 ， 即使在 黑 暗 和

充满罪恶的环境里 ， 善良始终 是 一 簇

不 灭 的 火 ， 存 活 在 大 多 数 贫 民 心 中 。
托尼对狄更斯原著中种族主义 立 场 的

修正 ， 使今天的这部舞剧生出 格 外 重

要的意义。
我们 可 以 把 舞 剧 《雾 都 孤 儿 》 的

上半场命名为 “费金”， 下半场则定义

为 “奥利弗 ”。 通过舞剧的英文剧名 ，
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创作者 的 这 种

意图 。 作为恶势力代表的费金 在 上 半

场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 大 量 情 节

围 绕 他 而 展 开 ， 甚 至 把 奥 利 弗 童 年

“济贫院” 的生活经历也转移到了费金

身上 。 导演的这种改编 ， 目的 是 想 让

今天的观众直观地看到 ， 一个 恶 棍 是

怎样产生的 ， 追根溯源地去解 析 人 性

的罪恶 ， 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以 及 在 官

僚机构掌控下 “济贫院 ” 提出 了 强 烈

的控诉 。 更为大胆的改编是托 尼 彻 底

摒弃了狄更斯原著中的童话色 彩 ， 将

结局设计为奥利弗利用他人之 手 杀 死

了费金 ， 自己则成了窃贼团伙 的 继 承

人———没有救赎， 没有善报， 更没有奥

利弗童话般的命运转折， 处于浓雾之中

的孤儿， 指的既是奥利弗， 也是费金，
这种恶的继承和循环， 使舞剧的批判现

实主义色彩更为浓烈。
而这一改编并非凭空杜撰， 在狄更

斯原著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描写： 作

为教唆犯的费 金 ， 他 所 做 的 一 切 就 是

“将毒汁一滴一滴注入奥利弗的灵魂 ，
要 把 它 染 黑 ， 让 它 永 远 不 再 回 复 原

色。” 舞剧以此为依据进行改编， 应该

说没有背离原著精神 ， 也更符 合 生 活

真实。 舞剧中许多细节都来自于原作，
例如那些作为 “赃物 ” 出现在 舞 台 上

的黄手绢， 同样不是导演的凭空想象，
它来自于原著中一个刻骨铭心的情节。
全剧结尾 ， 奥利弗迎着霞光举 起 一 挂

金光灿灿的怀表 ， 则生动地诠 释 了 狄

更斯的文学意蕴 ： “天将破晓 ， 第 一

抹模糊的色彩， 与其说是白昼的诞生，
不如说是黑夜的死亡。” 而这样的存在

于文学原著中的精神指向在以 往 无 论

是电影 、 戏剧 、 音乐剧的改编 中 均 没

有出现过。
嘻哈所呈现 的 语 境 离 我 们 如 此 之

近， 接受起来毫不费劲， 去感受其中的

精神探索也并无障碍。 可见， 任何舞蹈

技术和舞蹈风格都具有思想的本质， 其

表意能力则有待智者去开发。
（作者系舞评家）

榫卯结构，构建中国家具千年流传

近年来， 明式家具备受关注， 在拍

卖场上屡创高价。 然而， 人们往往痴迷

的是明式家具简约 、 雅 致 的 外 观 、 造

型 ， 而忽略了它们的内在 。 近 日 ， 由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明 式 家 具

著作 《画案·榫卯》 引发关注。 它将人

们的视线牵引至明式家具内 部 榫 卯结

构的诸多细节， 并且， 以一种不可思议

的极致方式。
这是一本简单至极的书， 也是一本

复杂至极的书 。 260 页的大开本著作 ，
从头至尾居然只讲了明式素工 画 案 这

么一件家具 。 作者陆林 ， 从事 明 式 家

具修复及经营工作 30 余年， 他花了两

年时间 ， 以一种工匠般的精神 ， 将 这

件画案的各个部件一一拆解 ， 又 以 同

料一比一复制 ， 深入体会细节 ， 挖 掘

其从表面难以发现的奥秘和隐 藏 在 暗

处不为人知的神秘结构 ， 最终 将 全 过

程忠实记录、 编印成书。 在旁人看来，
这是疯狂 、 任性的尝试 。 对此 ， 陆 林

却 有 着 自 己 的 深 思 熟 虑 。 在 他 看 来 ，
这张画案所采用的榫卯结构在 明 式 桌

案中比较少见 ， 对于明式家具 研 究 有

着重要的意义。
几年前， 陆林偶然在朋友家瞥见了

这件明式画案， 全素， 榉木身， 看似平

常 。 走 近 端 详 ， 尤 当 看 到 长 2.09 米 、
宽 0.84 米的一整块金丝楠木面板构成

画案的案面时， 陆林发现了些什么。 原

来， 这件画案一点也不简单， 为了最大

程度凸显、 利用和保护这块不多见的面

板， 当年打造这件家具的工匠采用了一

些精妙的结构方式。 其中， 最令陆林感

到惊艳的， 是画案面板与侧边框之间采

用的暗平面燕尾榫卯结构 ， 呈 “八 字

形” 结构对应连接， 面板与侧边框边沿

呈 45 度暗合， 面板与边框边沿亦呈 45
度暗合， 且下部以榫舌及槽口连接。 如

此结构方式， 不仅使得案面独板以 “全
覆面 ” 方式呈现 ， 且面板不易 翘 裂 移

位， 在保留案面视觉整体感的同时， 也

保护了这块珍贵的面板。 陆林认为， 暗

平面燕尾榫卯结构通常仅见于小件的盒

盖， 对于大件家具来说不多见。 于是，
这才有了细致入微记录这件 “有性格”
的明式家具的 《画案·榫卯》， 用结构的

展示与组合， 讲述传统家具的另一种观

赏方式， 明式家具研究的另一条路径。
由此， 人们得以对中国古代家具匠人的

技艺窥探一二。
在明式家具趋热的当下， 《画案·

榫卯》 一书的问世在业内人士看来饶有

深意。 它强烈地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
家具外在造型与内部结构的两相结合，
方能产生绝无仅有的意境和作品。 榫卯

结构的实用性和科学性， 演变出家具的

千姿百态。 在过于赞美家具造型的氛围

中， 人们切不可偏移、 淡化甚至遗忘榫

卯结构至关重要的地位， 它是中国家具

流传千百年的有力支撑， 也是中国家具

历久弥新、 活力永存的灵魂。

“科幻写作”正与未来奇迹赛跑
2017 中国科幻大会在成都召开，与会专家认为———

日前在成都举行的 2017 中国科幻

大会上，一边是科幻迷等待作家签售排

起的长龙，另一边是海内外科幻作家与

各领域专家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构
成中国科幻一幕幕热闹的图景。会上发

布的 《2017 年中国科幻年度产业发展

报告》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科幻产业的

总 值 为 100 亿 元 ， 较 前 一 年 涨 幅

13.8%。 中国科幻的繁荣时代，已经掀

开了一角。

科技发展对科幻是压
力，也是动力

在这次科幻大会的多个论坛上，刘
慈欣、吴岩、董仁威、王晋康、何夕、韩松

等中国科幻界的知名作家，与加拿大的

罗伯特·索耶、美国的迈克尔·斯万维克

等国际科幻界名人展开对话。随着理论

不断突破、技术飞速发展，科幻与科技

之间的关系成了备受关注的话题。科技

进步成为科幻得以展开的依托，而与此

同时，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科幻的神

秘光环也在被逐一摘去，这反过来对科

幻创作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月宫一号” 总设计师刘红在论

坛上介绍， 他们团队正在研究人类在

太空中长期生存所需的一个闭环的生

态系统 ， 人在其中生存所需的 氧 气 、
水和食物都能实现循环再生， 产生的

废物也能进行循环处理再利用。 此前，
三个人在系统中密闭生存 105 天的实

验 已 经 成 功 完 成 ， 现 在 4 个 人 生 存

365 天的进一步实验正在进行中 。 听

起来非常 “科幻” 的场景， 已经成为

了触手可及的现实。
对此，刘慈欣感慨：“科幻小说有一

个很奇怪的特点。当小说里面的奇迹变

成现实的时候，它就变得平淡无奇了。”
他指出，科幻的故事资源是从科学技术

中挖掘出来的。 但与此同时，作为科幻

最大魅力之一的神秘感，也在科技的突

飞猛进中，随着一个个科幻预言的实现

而被消除。半个世纪前，科幻电影《2001

太空漫游》 中令人惊异的即时视频通

讯、人机对话，在今天一个孩子就能用

手机轻易操作。“所以说，我们作为科幻

作家的责任，就是在目睹奇迹变成平淡

无奇的现实之前，把它写出来。 ”尤其

是， 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发展太快，让
不少科幻作家觉得 “时间紧迫”，“再不

写出来可能就成为现实了。 ”

中国科幻产业增长明
显，未来有巨大上升空间

这 次 中 国 科 幻 大 会 发 布 了 《2017
年中国科幻年度产业发展报告》。 报告

指出，过去一年中国科幻产业的总值为

100 亿元人民币， 较上年涨幅 13.8%。
其中国内科幻阅读市场总产值 13.2 亿

元 ，与上年相比增长约 6%，新出版科

幻图书 250 种，较上年增长 11%。 全年

院 线 科 幻 电 影 市 场 总 票 房 为 76.4 亿

元，较上年增长 13%，其中国产科幻电

影票房有 35 亿元。 科幻网剧共 16 部，
总点击量 56 亿， 用户付费接近 10 亿

元，较上年有接近 50%的涨幅。
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 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吴岩分析指

出， 这些数据说明我国科幻产业目前

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仍有巨大的上

升空间。 “国产科幻电影仍然处于初

创阶段， 科幻游戏、 动漫、 主题公园

多数还处在前期布局阶段， 预计获得

收益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说， 科幻产

业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新兴领域， 未来

一定会有更大的增长。
中国科幻大会是我国科幻领域唯

一的国家级会议， 去年首次在北京举

办， 旨在激发中国科普科幻创作潜力，
推动科普科幻产业发展， 为科普科幻

相关作者、专家、媒体、影视、产业和读

者提供了相互交流、融合发展的平台。
本 届 大 会 不 仅 有 传 统 的 国 际 科 幻 峰

会、 科幻系列专题会议等学术研讨活

动，而且首次设立了中国科幻创投会，
由科幻影视、游戏等相关项目负责人进

行路演，相关投资人、电影导演、制片等

对项目进行评估建议。

中国的高速发展，让科幻驶入繁荣时代
“银河奖”最佳长篇小说大奖得主江波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我一直认为，科幻的走向，与时代

的发展紧密相连。”上周末，江波捧得第

28 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长篇小说

大奖。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中
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社会、
经济、 科学等方方面面的欣欣向荣，一
定会把中国科幻带入一个繁荣时代。 ”

《银河之心》 九年磨一
剑，被誉为“中国版星球大战”

“银河奖”设立于 1986 年，被誉为

中国科幻最高奖项。 今年， 银河奖最

具分量的奖项 “最佳长篇小说奖” 由

江波的 《银河之心Ⅲ·逐影追 光 》 摘

得。 《逐影追光》 是 《银河之心》 三

部曲的终篇 ， 以浩瀚的宇宙为 舞 台 ，
讲述人类、暗黑异族、坚盾帝国等多方

文明争夺银河系力量源泉 “银河之心”
的过程。组委会对这部作品给出的评价

是：“一部罕见的太空史诗，格局阔大壮

伟，气势磅礴浩瀚、想象深远厚重，叙事

强劲冷峻。 ”科幻作家韩松更是毫不掩

饰他的激赏：“如果把它放在美国的星

云奖、雨果奖的榜单上，也是当之无愧

的。”据悉，此前已有影视公司宣布将把

《银河之心》搬上大荧幕，意在打造“中

国版星球大战”。
江波告诉记者， 除了三部长篇以

外 ， 整 个 “银 河 之 心 ” 系 列 还 包 括

《湿婆之舞》 等 4 部中短篇小说， 共计

100 万字 ， 写作过程长达 9 年 。 作为

一名清华大学微电子专业的硕士毕业

生， 他在辞职前， 长期从事的是半导

体的研发工作。 这百万字的鸿篇巨制，
是他在业余时间一点一点码出 来 的 。
他笑说自己写作是 “龟速”， 而在科幻

小说的跑道上， 这一马拉松式的 “慢

跑” 已经持续了 15 年。 “我一直把科

幻当做爱好， 想到什么就写下来， 没

有太大压力， 让创作保持在一个很简

单纯粹的状态上。 ”

最有价值的科幻必定跟
现实紧密相连

不少读者将《银河之心》三部曲跟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进行类比，因为

两者都是太空史诗级别的硬科幻。 对

此，江波坦然地分析了自己创作的不足：
“《银河之心》缺少《三体》那样引起广泛共

鸣的现实基础。 ”他说，《三体》是从我们

生活的现实世界出发， 再进入到宏大的

宇宙，而《银河之心》的情节则都在宇宙

维度展开，更像是纯粹的架空小说。
为此，他正在新的系列小说中接轨

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聚焦近来备受

关注的人工智能话题。中篇《机器之道》
已经在去年发表，现在长篇小说《机器

之门》也已进入最后审稿阶段，将很快

面世。 “我认为科幻最有价值的地方，
是跟前沿科技，跟人类未来的发展结合

最紧密的部分。 这样的作品，价值肯定

会比天马行空的泛泛之作高出许多。 ”

时代提供了最好机遇，中
国科幻产业有巨大发展空间

提及近年来的科幻热，江波认为这

是中国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科幻

的走向与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水平

是正相关的。 他举例说，美国科幻的黄

金时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美国

对于太空的认识和相关技术一日千里，
经济蒸蒸日上，而作家、导演们也相应

地在科幻作品中积极展现广阔的未来

世界。 而中国科幻，也正在步入这样一

个“好时候”。
面对时代创造的大好机遇， 他指

出， 目前中国科幻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内的科幻作家群体

还太小，保持稳定产量的总共只有二十

来人，科幻作品发表的平台也仍然十分

有限。 “有《三体》榜样在前，我们也会尽

自己努力，加油创作，这样才能够跟得上

大众对科幻 ‘爆炸性’ 激增的需求。”

《银河之心Ⅲ·逐影追光》（节选）
江波

万千颗恒星在邓迪斯眼前闪耀。
可星星本身并不闪耀，那一收一放

的光华，不过是气流的涌动给人造成的
错觉。

炽热的氢气云正被高速抛出。
中央恒星爆炸了，一颗超新星在恒

星的残骸间诞生。 炫丽的光华四射飞
奔，数十万年之后，也许会照亮某个角
落里仰望星空的另一双眼睛，成为夜空
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然而在此刻的这双眼睛看来，壮阔
的景象却意味着致命的危险。

灼热的气流携带巨大的能量，稀疏
的高能粒子汇成无穷无尽的海洋，这对
拥有护盾的坚固飞船不算什么，然而对
星尘舰队却是危险所在。

极端危险！
星尘舰队是流体颗粒的舰队，将它

称为舰队，只是因为传统习惯而已。 星
尘舰队拥有超过三千六百亿的流体颗
粒，但没有一艘飞船。

每一个颗粒都浸没在光与热的海
洋中，遭受伽马射线和高能粒子不间断
的轰击。 颗粒群是强大的，但每一个颗
粒却是脆弱的， 当超新星爆炸的急流
将整个舰队吞没， 每一个颗粒都直接
面对无穷无尽的攻击，舰队便显得异常
脆弱。

在这高能气云中，颗粒能熬过的时
间不会超过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后，所有颗粒都会消失得
无影无踪，就像盐溶化在水中。

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经典小说 《雾都孤儿》 以嘻哈风格的现代舞剧形式

呈现在观众眼前， 其舞台表现力令人耳目一新。 祖忠人摄

■本报记者 范昕

■本报记者 钱好

■本报记者 钱好

随着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科幻场景正成为现实。 图为世界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它能接收 137 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