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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儿童剧《大禹治水》今年将亮相

用儿童剧拉着孩子的手，一同领略传统文化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在新的一年

里， 将有来自 13 个国家的 34 台剧目在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陆续上演。 记者日前

从儿艺剧场获悉 ，2018 年演出季中 ，有

关传统文化的演出品牌和剧目 进 一 步

增加，剧场希望以《宝贝，来看戏！ 》《宝

贝爱中华》、古典神话儿童剧《中华创世

神话系列———大禹治水》等演出品牌或

剧目，用孩子乐于接受的方式，带他们认

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深厚的历史

底蕴。
在发布会现场，大鲸鱼交响乐团《组

曲秀》、西班牙多媒体互动剧《我要飞，去
月球》（中文版）、《宝贝，来看戏！ 》之“川
剧变脸”等以片段集锦的形式相继登台。
过去几年里，这些演出在这座被孩子们

昵称作“大鲸鱼”的剧场精彩上演，给沪

上小观众和家长带来丰富多样 的 观 演

体验。 三度来沪的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小

合唱团跨年连续演出五场。 据悉，开票

44 秒后， 五场演出近 5000 张门票全部

售罄。2018 年造访“大鲸鱼”的“常客”还
有不少 。 BBC 纪录片音乐会 《冰 冻 星

球》、卡通人偶音乐剧《爱探险的朵拉》、
经典绘本音乐剧《老虎来喝下午茶》等剧

目将二度甚至三度上演。

在上海儿童艺术剧场总经理梁晓霞

看来， 引进国外优秀节目只是第一步，
“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在和国外优

秀团队的交流中， 学到他们好的方法和

理念，反哺于自身的创作”。 剧场引进英

国 bamboozle 剧团三部专为特殊儿童打

造的沉浸式戏剧 《可爱的农庄》《暴风雨

也不怕》和《温柔的巨人》，并尝试把其中

的《可爱的农庄》进行本土化，有望走入

社区街道、辅读学校进行长期演出，更好

地为沪上特殊儿童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儿童艺术剧场

有关传统文化的演出品牌和剧目将在今

年进一步增加。 淮剧、评弹、豫剧和河北

梆子戏等地方剧种将继续登台。 今年推

出的 《宝贝爱中华》 则聚焦民族文化歌

舞。在首期的蒙古族专场中，半开放的蒙

古包将会“穿越”到剧场的大厅中，而蒙

古族特有的马头琴也会同时展出。 中福

会儿童艺术剧院计划在今年 6 月 推 出

原 创 神 话 儿 童 剧 《中 华 创 世 神 话 系

列———大禹治水》，剧院院长、艺术总监

蔡金萍说：“我们用儿童剧来讲好中国故

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用戏剧

的形式寓教于乐，点燃孩子们的想象力，
激发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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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一班地铁的时间
读一封跨越时空的古人来信

《如果国宝会说话》热播，微纪录作品正成为网络时代文化传播轻骑兵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于今年

元旦起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播， 今晚完

成首轮播放，目前网络评分达9.1。 片

中介绍了全国100件国宝，历史跨度达

8000年； 而对于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

凝望与问候， 主创团队毅然放弃高冷

的学术叙事与长篇解读，大胆选择“轻
装上阵”———一个文物的介绍篇幅仅

五分钟， 突出其最大亮点， 并辅以动

画、网络热词等最鲜活的表达形式。用
符合网络传播与时代审美的方式，为

这些历史发展 的 物 证 创 造 “视 频 索

引”，成功“抓取”年轻观众走近国宝，
引发了探究中华文明新的热门话题。

事实上，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

普及与自媒体的兴起，每集几分钟、篇
幅仅为传统纪录片十分之一的微纪录

逐渐成为“网红”频出的时尚地带。“把
文物的重量通过最现代最流行的艺术

方式传达出去， 微纪录成了当下文明

传播的轻骑兵。”在北京师范大学纪录

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看来， 让国宝站到

年轻审美的前沿， 为青年人的碎片时

间提供了一个精致的文化选项， 也是

对国宝当代性传播的一次破题尝试。

量身定制场景、 叙事，
让国宝拥有自己的 “说话”
方式

在 每 集 开 头 都 会 响 起 这 样 一 句

话：“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

意查收。 ”网络时代，“说话”方式很重

要。泅渡历史长河的国宝们，装满了故

事，却静处于博物馆一隅，待人观赏。
为它们提供一个与当下观众平等对话

的机会，进而使它们活起来、火起来，
真正走入公众的生活， 是让国宝 “说
话”的最初动机与最终归宿。

每部短片里， 为国宝的自身亮点

独家定制了场景与叙事， 让每件宝贝

都有自己的“语气语调”。 一连几集下

来，每件国宝都面目清晰，观众也不会

陷入审美疲劳。介绍到人头壶时，导演将

其放置于一片璀璨星河之下， 人头壶微

微仰望的剪影仿佛正在问天而语， 其间

画面跳切到人类的幼儿胚胎与儿童的脸

庞，仿佛某部科幻电影的序幕；在介绍镶

嵌绿松石的甲骨时， 纪录片用动画片的

形式将甲骨中记录的“古代男子的一天”
表现出来，随着甲骨文“小人儿”的一日

起居，古人造字的秘密被一一揭晓，汉字

中最初的横竖撇捺，穿越千年时光一直

流淌到今天的日常中……
“看得见”的国宝背后，更涌动着“看

不到”的文化联想与历史寄语。 “陶是时

间的艺术，泥土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

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 匠人们需要等

待。等土干，等火旺，等陶凉。”6000年前，
古人就已经教给我们，如何与时间融合，
如何与时间不较劲。 跨越千年的陶器凝

结着古人的巧技神工， 解说词也透着隽

永思考。

“轻”与“重”，对撞出全新
的叙事视角

“五分钟带你走近一个国宝”的呈现

方式，并非毫无争议。 节目推出后，曾有

文博界研究者来信质疑微纪录形式与国

宝题材的“亲和性”，因为这样的微表达

很难将文物背后宏大的知识体系讲全、
讲深。 微纪录形式之“轻”与文物内容之

“重”对撞出的矛盾感，是新意，也是主创

团队必须面对的叙事困境。
“《如果国宝会说话》不是百科文物

考古片，导演们有一个愿望，把承载文明

脉络与古人智慧的国宝，打造成网红。 ”
纪录片总导演徐欢介绍， 每一件文物包

含的信息量都足以撑起一部大型系列纪

录片，微形式带来的最大难题是“找点”，
即如何呈现每一件国宝的“宝”？ 为了这

五分钟故事的叙事视角， 导演的付出不

小， 有的分集导演围绕一个文物研究

了大半年，众多积累只为内容精选。仰
韶文化时期的陶鹰鼎因为“有点萌”的
器形让观众印象深刻，这一点从配乐、
灯光到解说中被烘托出来。 这让陶鹰

鼎在上古王者之气外， 又有了互联网

传播中极受欢迎的现代气质———“肌

肉萌”。
事实证明陶鹰鼎的“肌肉萌”杀伤

力很大，这一集的网络版本中，弹幕不

断淹没画面，不时有“本集高萌预警”
飘过， 更激发了不少网友对仰韶文化

陶器的兴趣。
在学者看来， 如果说传统大部头

的纪录片作品是对文明的学术梳理，
那么观感轻松、 表达鲜活的微纪录作

品更像是一扇精致的窗户， 它将文化

最直观的魅力呈现在观众眼前， 吸引

人们走近， 激发进一步探索窗内天地

的渴望。

看日常如何滋养“美感”在身边生长
“一家人画画”边过日子边教育特展予人双重启示

当下颇令家长焦虑的“美感”培育该

从何入手？ 近日亮相上海宝山国际民间

艺术博览馆的“一家人画画”边过日子边

教育特展或许藏着线索。
60 余幅展品出自一家人，共三代八

位家庭成员：颜新元、刘雪纯夫妇；儿子

颜开，儿媳宁静，小孙孙妥妥；女儿弯弯，
女婿滕雄，小外孙孙一阳。 其中，最年长

的是 65 岁的爱公，最年幼的是只有 2 岁

的小孙孙妥妥。 这些作品包括油画、水

墨、水彩、茶画、书法、摄影、涂鸦等多个

艺术门类， 民俗风情浓郁、 表现手法多

样， 让人们看到和谐家庭氛围中美的尽

情表达与创造， 看到日常的家庭生活如

何滋养“美感”生长，从而成为一种生动

的教育实践。
颜新元是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特 聘 博

导，长期从事民间艺术方面创作与研究，
他更是一家之长，魂灵人物，连结、触动

和激发家里的每一个人，是“边过日子边

教育”的身体力行者。 在这个家庭，画画

成为家人之间互相陪伴、 互相成就的最

好载体和方式。
“这一家是暖调子的，是平静和稳定

的。 他们哺育他们的子女， 因活得自在

而教得自由， 因活得潇洒而教得活泼，

因活得轻盈而教得灵动， 生命因厚重而

教育得滋养。”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吴斌

荣告诉记者。 作为在儿童教育领域颇有

研究的童书出版人， 她在与颜家约书稿

的过程中， 深深为这一家人无论为人还

是为艺术的真诚与平和所感染。 “一家

人画画， 各有所长， 各自钻研， 互相鼓

励。 这种宽容和包容的态度对家人彼此

之间， 尤其是儿童的审美能力的培育和

养成难能可贵。 家里的成年人把幼小孩

童的涂鸦当作艺术品隆重对待， 按上孩

子独有的印章， 装裱展示， 有效评点，
以资鼓励 。 这对于儿童创造性表达自

我，呈现他们眼中的世界，十分有益，十

分管用。 ”
展览包括一个特别的展中展 “颜新

元、刘雪纯、弯弯绘本作品展”。出于对新

事物的好奇和研究， 颜家陆续有三位家

庭成员加入到绘本创作的行列中来。 展

览中，颜新元的《东拉西扯信天游》、刘雪

纯的 《山歌绘本 》和弯弯的 《大脚姑娘 》
《黑米走丢了》《和我玩吧》《奶奶家的大

猫和小猫》《鸟和冰山的故事》 部分原作

集结亮相。明天，一场特别的观展活动还

将于展览现场举办。 颜家一家人将围绕

生活、教育、艺术、传统、传承、自在和幸

福等关键词与观众展开讨论， 予人教育

和艺术的双重启发。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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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英雄电影正在毁掉好莱坞的未来”
两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朱迪·福斯特宣传《黑镜》第四季时表示

两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朱迪·福

斯特日前在宣传由其参与制作的电视

剧《黑镜》第四季时谈到现今的电影行

业，批评超级英雄电影“正在毁掉好莱

坞的未来”。 “人们看电影变得像到主

题公园游玩一般。”她说，“电影公司为

了吸引股东和大众的眼球而不惜拍摄

糟糕的内容， 表面上你似乎得到了不

错的经济回报， 却破坏了这个行业的

底线，超级英雄电影系列，对美国乃至

全球的电影业并无益处。 ”

“超级英雄 ”还能不能
说好一个故事

朱迪·福斯特此言一出，众多电影

人都纷纷在个人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其中包括《银河护卫队》系列电

影导演詹姆斯·古恩。 “福斯特的看法

很常见但也显得有些过时， 大制作也

可以发人深省，这两者并不矛盾。 ”古

恩表示。
只是，去年 《银河护卫队 2》的表现

使古恩的话显得不那么令人信服。“拯救

得了世界却救不回观众的心”，去年 5 月

电影在中国上映后反响并不如预期，即

使首日开画就拿到 1 亿票房， 但最终仅

以 6.86 亿元草草收场。 作为一部投资达

两亿美元的重工业电影，《银护 2》 被同

期主打剧情的《摔跤吧！ 爸爸》彻底抢走

了光芒。 有观众将《银护 2》比作一块由

满满商业元素制作成的压缩饼干， 有大

场面，有大特效，唯独没有创新的突破，
只是将《银护 1》夸张搞笑的反常规英雄

模式进行回收再利用， 影片中的经典配

乐在苍白的故事下也显得刻意而为之。
然而，正是看到了 《银护 1》所带来

的甜头，《雷神 3：诸神黄昏》依然选择走

上了“挖金”之路。 抛弃了前作悲怆的基

调，角色一味地无厘头搞怪，影片风格的

转化或许是吸引了更多人前去观影，但

令人扭头就忘的爆米花剧情， 着实支撑

不起雷神这位拥有个人三部曲的漫威宇

宙超级英雄。有影评人指出，“超级英雄”

的标签看似一张最容易赚钱的 金 字 招

牌， 但这些平庸之作却消耗了电影产业

中的大量可贵资源，“让奥斯卡最佳男女

主角，对着绿幕上蹿下跳”，并不能使电

影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朱迪·福斯特： 电影让我
知道我是谁

朱迪·福斯特三岁出演广告进入演

艺圈，14 岁凭借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的

问题少女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
26 岁出演《暴劫梨花》斩获人生中第一

个 奥 斯 卡 最 佳 女 主 角 奖 ，29 岁 出 演 了

《沉默的羔羊》获得第二座小金人，同年

自编 、自导 、自演了电影 《锦绣童年 》。
“电影使我更明白我是谁，并让我完善我

自己。 ”朱迪·福斯特这样表达电影对她

的意义。
相比于演员，朱迪·福斯特近年来更

为专注于“导演”这个身份。 2016 年，她

凭借第四部导演作品《金钱怪兽》证明了

自己掌控不同类型片的能力， 影片新闻

直击式的叙事方法和节奏把控收获了

不少好评。 “想讲好一个故事，其实是

一件令我倍感压力的事情。”她接受采

访时曾这样说道。 朱迪对于电影永远

在精益求精，“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

完美，我要做的只是无限接近它”。 她

表示：“为了满意的画面， 用多少镜头

都是值得的。 ”
日前 ，由 Netflix 接 手 的 英 剧 《黑

镜》第四季已经回归，朱迪·福斯特执

导了六集中的其中一集， 故事讲述了

一位保护欲极强的母亲在其女儿脑部

植入了一个智能软件的故事。 情节看

似夸张， 但在朱迪眼里这其实是一个

“关于女性的故事”。“通过女性的视角

看女性，我还从没有这样的经验。 ”
据悉，《黑镜》 第四季依旧延续剧

集的黑暗讽刺风格， 将六个全新的故

事剪辑在一起，以科幻感的未来世界，
讲述极具现实感的故事。 每集由不同

的导演执导， 故事发生的场景天马行

空，雪山、酒吧、博物馆，甚至是太空中

的宇宙飞船。

热门演出票价高企惹来争议不断

2017年纽约百老汇票房创纪录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2017 年是纽

约百老汇的“丰收年”。 根据最新出炉的

统计数据，在 2017 年的最后一周，百老

汇的单周票房创下新高，突破了 5000 万

美元大关 ， 一举打破去年同期 创 下 的

4970 万美元的纪录。 这一周的高票房将

2017 年的百老汇总票房收入定格在了

16.37 亿美元， 相比较 2016 年的 13.67
亿美元上涨了近 20%。

2017 年的这最后一周内， 共有 32
部剧目在百老汇上演， 而去年同期上演

的剧目为 33 部。在上演剧目减少的情况

下 ，票房依然取得傲人的成 绩 ，这 得 归

功于近两年出现的 “现象级” 音乐剧。
《汉密尔顿》《你好, 多莉! 》《致埃文·汉

森 》等一系列 “爆款 ”的推出 ，让百老汇

“一票难求”。
火爆的市场需求直接导致了票价飙

升。近年来，百老汇的剧院大规模实行浮

动票价系统， 这套以往只应用于航空业

和旅馆业的系统也出现在演出市场。 浮

动票价的最大特点是根据市场供需要求

实时改变票价， 观众可以以超低价买到

淡季时间的演出票， 也有可能为了一张

热门演出票而付出四五百美元的价钱。
在这套票价系统的助推之下 ，《汉密尔

顿》2017 年最后一周的最高票价就达到

了 1150 美元的历史高位。
据统计，《汉密尔顿》 的平均票价达

到 275 美元，而《你好,多莉!》和《致埃文·

汉森》 等热门剧的平均票价为 180 多美

元。 一般而言，在百老汇，单部音乐剧能

够一周进账 100 万美元就已经是相当不

错的成绩。 而《汉密尔顿》在去年感恩节

周斩获 326 万美元票房， 刷新了百老汇

音乐戏剧周票房的纪录。
在票价日渐高企的今天， 音乐剧单

年票房破亿已经不是高不可攀的目标。
2016 年，百老汇的单部票房纪录勉强登

上一亿美元大关， 而 2017 年，《汉密尔

顿》的票房达到 1.54 亿美元。 除了《汉密

尔 顿 》， 《狮 子 王 》2017 年 的 总 票 房 为

1.07 亿美元，《魔法坏女巫》为 0.94 亿美

元，同时还出现了《你好,多莉!》《阿拉丁》
《致埃文·汉森》等卖座极佳的音乐剧。

然而， 一片繁荣的票房下面隐藏着

不少问题，让业内人士喜忧参半。从统计

数据来看， 进入百老汇剧院的人数并没

有增加多少。虽然百老汇一直在盈利，但
那只不过是仗着票价上涨来榨取利润。
当年《西区故事》只要 5 美元，而现在看

一部百老汇音乐剧至少要上百美元。
与此同时， 高需求也让黄牛倒票现

象屡禁不止。 在二级票务市场，如《汉密

尔顿》 和美国摇滚歌手史普林斯汀的百

老汇演唱会门票已被黄牛炒至天价。 前

者在伦敦西区的首秀票价被炒到 2500
英镑，而后者的最佳座票高达 1 万美元。
即 使 是 标 价 仅 为 75 美 元 的 座 位 也 要

1400 美元。 业内人士担心，过高的票价

会将不少热爱戏剧的观众挡在 剧 院 门

外，最终使百老汇沦为富人的娱乐场所。

▲人头壶 茛大克鼎

2008 年开始，漫威影业基于漫威漫画出版物中的超级英雄推出了漫威电影宇宙计划，依次将钢铁侠、绿巨人浩克、雷神托尔、美国队长等搬上大荧幕，并
通过《复仇者联盟》系列将这些角色集结在一起。 图为《复仇者联盟 2：奥创纪元》剧照。

▲当代陶艺师正在仿制千年前的陶鹰鼎。 （均央视纪录频道供图）

颜新元 《东拉西扯信天游》 绘本插图。 （展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