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再度归来
创作于2000年，赖声川七部相声剧之一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相声剧 《千
禧夜， 我们说相声》 近期亮相上剧场，
这部由导演赖声川在 2000 年创作的作

品， 18 年后再度归来。
《千禧夜， 我们说相声》 可以说是

一部诙谐幽默的 “穿越剧”， 分别以清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也就是公元 1900
年的老北京， 以及站在 2000 年 “新世

纪入口” 的上海为背景。 演员们在一座

“千年茶楼” 里周而复始地说故事。 社

科院戏剧研究者陶庆梅认为它嫁接了贝

克特的 《等待戈多》， 是中国喜剧和西

方戏剧的一次奇妙的碰撞。
相声剧与一般意义上的相声段子合

集有所不同 。 融入故事线和戏 剧 结 构

后， 相声剧舞台体量更为庞大， 更适合

在大剧场演出。 “相声如果死了， 会怎

么样？” 怀揣着这样的忧思， 赖声川和

表演工作坊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 一连

创作了七部相声剧。 《千禧夜， 我们说

相声》 是其中的第五部， 该剧 2000 年

亮相台北后， 曾于第二年在北京、 上海

巡演， 演员陈建斌担任巡演版的主演，
在当时引发强烈反响。

赖声川犹记 ， 1970 年代末 ， 在他

前往美国留学之际， 台湾地区的街头巷

尾都在听相声， 人们开怀捧腹， 热闹非

凡 。 等 到 他 学 成 归 来 ， 一 切 都 变 了 。
“我留学不过五年时间。 相声， 这门传

统艺术好像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首部

相声剧 《那一夜， 我们说相声》 就创作

于当时， 讲述了传统相声的没落。
此次全新亮相的 《千禧夜， 我们说

相声》 由宗俊涛、 王萌、 杨雨光、 杨智

斌等年轻演员担任主演。 为了训练这些

相声新人， 赖声川特意开出了一张相声

单子 ， 其中包括郭德纲的一些 相 声 段

子， 让演员感受相声语言节奏的魅力。
据悉， 相声剧 《千禧夜， 我们说相声》
将演出至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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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牌奖项“格莱美”显现欧美乐坛创作尴尬

第60届格莱美奖揭晓，“火星哥”独揽七个奖项，其他几位老面孔各“霸”分类榜单———

有人说， 格莱美早已成为轮流坐

庄的圈子游戏 。 看 看 最 新 出 炉 的 第

60 届格莱美获奖名单 ， 就知道这话

不假。 “火星哥” 布鲁诺·马尔斯凭

借着专辑 《24K 魔法》 以及冠军单曲

《正是我所爱》 赢得年度专辑、 年度

制作、 年度单曲等七个奖项。 艾德·
希兰则把最佳流行艺人、 最佳流行专

辑收入囊中。
作为一个以学院背景为支点的老

牌奖项， 格莱美时隔 15 年重回 “寸

土寸金” 的纽约， 迎来自己的六十岁

生日庆祝。 也辛苦了 U2 乐队几位摇

滚老将在 纽 约 的 零 度 天 气 里 来 了 一

场户外表演 。 遗 憾 的 是 ， 这 些 都 没

能为奖项带来 更 多 新 鲜 感 。 在 国 内

社 交 网 站 上 ， 反 倒 是 TFBOYS 成 员

易烊千玺作为 嘉 宾 的 露 脸 ， 让 格 莱

美狠狠刷了一下屏。
联系前年 “霉霉” 泰勒·斯威夫

特的风光和去年阿黛尔的强势回归，
盘点格莱美的大赢家就会发现， 绝大

多数确属实至名归， 只不过依旧是那

些人， 依旧是那些调调， 说乏善可陈

也并不冤枉。 有评论认为， 这个伴随

唱片工业而生的老牌奖项， 给出这样

的奖项， 说到底还是欧美乐坛创作的

后继乏力。

分类奖项“一人独揽”

综合类 、 R&B 类奖项几乎都被

布鲁诺·马尔斯包揽。 评委的 “青睐”
由来已久 ， 2011 年起 ， 马尔斯在格

莱美几乎年年有收获， 就算去年大赢

家是阿黛尔 ， 她 的 年 度 专 辑 《25》，
同样由马尔斯担任制作人。

这引来不少非议。 就拿格莱美最

重磅的奖项之一 “年度专辑” 来说，
有 评 论 就 认 为 ， 若 论 音 乐 深 度 ，
《24K 魔 法 》 不 及 入 围 的 肯 德 里 克

《DAMN.》 和 Jay-Z 的中年自省之作

《4:44》； 而 若 论 音 乐 的 整 体 性 与 品

相， 也不敌 1996 年的小魔女罗德。
不管是自己的 “24” 还是阿黛尔

的 “25”， 他的创作更像是满足大众

娱乐的最大公约数。 尽管有人在这个

夏威夷小子身上看到了唱着 《紫色》

的王子 ， 看到了唱着 《颤栗 》 的 迈 克

尔·杰克逊， 但更多的时候， 他更愿意

唱着 “正是我所爱” 这种简单调调， 炮

制美式 “洗脑神曲”。
本届 “一人独揽” 大类奖项的还不

止马尔斯一人。 说唱类奖项几乎被肯德

里克·拉马尔拿下， 算是作为他在综合

类奖项惜败 “火星哥” 的一种安慰。 而

克里斯·斯太普顿则是本届乡村音乐奖

项的 “收割机”。

奖项的尴尬亦是乐坛的悲哀

“老面孔” 也是格莱美缺乏看点的

原因之一。 摇滚类奖项里， 喷火战机乐

队常年在列； Jay-Z 与碧昂斯夫妻俩只

要有作品， 就在提名名单 “领跑”； 至

于泰勒·斯威夫特， 她的新专辑 《荣誉》
虽不在第 60 届的报名周期之列， 格莱

美却连一首单曲都没放过。
格莱美的评委也在已故歌手身上做

文章。 继格莱美早年 “遗珠” 大卫·鲍

伊 去 年 凭 遗 作 《黑 星 》 5 项 提 名 全 中

后， 今年 “最佳摇滚歌手” 又一次 “马
后炮”， 颁给了 2016 年 11 月就已不在

人世的莱昂纳德·科恩。 两人已成传奇，
无须奖项傍身。 格莱美的追怀反而遭致

不少乐迷的不满。
曾几何时， 格莱美专业评委的选择

不受市场左右。 于是有了 “花蝴蝶” 玛

利亚·凯利和 “水果姐” 凯蒂·派瑞等几

代当红歌手的多年陪跑。 可近年， 不管

是奖项数量的 “瘦身” ———砍掉冷门

细分奖项； 还是向大众口味靠拢， 让

话题艺人进榜、 参与表演， 这个老牌

奖项所采取的诸多 “自救” 手段， 也

使其多少与 “看 数 据 ” 的 全 美 音 乐

奖、 “看榜单” 的公告牌音乐奖变得

面目相似。
也有人把如今音乐奖项的尴尬看

作是欧美乐坛后继乏力的缩影： 大众

流行靠 “火星哥” “霉霉” 和碧昂斯

撑着门面； 抒情音乐倚仗阿黛尔、 艾

德·希兰持续产出； 酷玩、 缪斯等摇

滚中坚力量新作差强人意……或许，
只有从创作源头展现更多艺术灵感与

技巧创新， 才能让格莱美这样的 “年
度总结大会” 更具看点。

话剧“购票热”背后更需“冷”思考
怎样赢得90后占主流的未来市场———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2018 年第一次

优惠购票活动于上周末再掀起高潮， 其

火爆的排队场景在朋友圈被分分钟 “刷
屏”。 千余名申城话剧爱好者， 一早冒

着风雨严寒前往购票点上海大戏院等待

开票 ， 朵朵伞花簇拥着蜿蜒成 一 条 长

龙 ， 不到 16 小时 ， 12000 余张优惠票

被一抢而空。
自 2016 年上海话剧演出观众人次

突破百万后， 市场规模直逼各种明星演

唱会， 观众更呈现出年轻化、 高学历等

特征。 记者在此次购票日数据中看到：
购票观众 30 岁以下占到了 48%， 数量

接近一半 ， 其中最小的观众生于 2001
年。 可以说， 90 后、 00 后正在成为话

剧观众不可小觑的新生力量。 “然而，
我们的创作能跟得上他们的需求吗 ？”
上海戏剧学院丁罗男教授指出， 热度背

后， 其实留给上海的戏剧创作者、 创作

团体的是更大的挑战。
数据显 示 ， 悬 疑 剧 仍 然 是 年 轻 观

众偏爱的演出类别 。 此次推出 优 惠 票

的七部作品就几乎清一色是惊 悚 、 悬

疑题材， 上话和捕鼠器工作室联合出品

的 “阿加莎·克里斯蒂系列” 多年来在

年轻观众心中建立了良 好 的 口 碑 ， 这

些年每一轮上演 ， 都有大量剧 迷 赶 来

重温。
为何年轻人 会 对 悬 疑 题 材 趋 之 若

鹜？ 丁罗男认为， 年轻人喜欢悬疑剧并

没有 “错”。 “阿加莎的作品本身底子

强 、 经得起推敲 ， 戏剧结构比 较 ‘前

沿 ’， 而反观现在一些所谓 ‘高 、 大 、
上’ 的主流创作， 依旧沿袭着陈旧的、
僵化的创作思路和古老刻板的 叙 事 方

法， 让观众如何爱得起来？” 丁罗男说，
爱看悬疑剧的年轻人 ， 和爱看 “主 旋

律” 的年轻人， 这并不是一组矛盾体。
“悬疑剧之外， 我们还给年轻的观众提

供了哪些 ‘爆款 ’、 哪些值得 ‘二刷 ’
‘三刷’ 的精品？ 我们的话剧创作者是

否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有专家指出， 评判一个话剧市场是

否具有潜力有两点： 一， 是年轻人活不

活跃； 二， 是小剧场活不活跃。 年轻的

话剧创作者多从演出成本相对较低的小

剧场起步， “这片舞台应该更多地向初

出茅庐的剧团敞开， 让他们更多地思考

社会、 思考人生。” 丁罗男认为， “繁

荣的戏剧舞台 ， 离不开黄钟大 吕 般 的

大 制作 ， 也缺不了短小精干的舞 台 表

达 。 ” 目 前 看 来 ， 上 海 话 剧 市 场 之

“火 ”， 明显偏重于商业类戏剧而非小

剧场创作。
好在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

注年轻的话剧编剧、 导演和话剧团体。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推出青年编剧扶持项

目， 促进一批优秀的舞台剧和影视剧本

进入二度创作。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新
文本孵化计划” 中也陆续走出三部小剧

场话剧 《火山灰》 《狐狸的一击》 《行
星 》， 以犀利的笔触直面年轻人生活 、
爱情和梦想的困惑， 得到很多年轻观众

的共鸣。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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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妄想在游戏中学习历史
葛剑雄：老师谭其骧曾跟笛师一支昆曲拍曲百遍，这个过程打游戏替代不了

眼下， 一些爆款手游中， 往往能看

到 “中国风” 的影子———或是角色设置

脱胎历史人物 ， 或是加入传统 戏 曲 元

素。 有观点认为， 游戏这门新兴互动流

行文化对于历史文化的 “借鉴”， 有时

会歪曲史实； 也有人认为这种担心是多

余的。 复旦大学教授、 历史地理学者葛

剑雄 ， 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 时 直

言， 游戏就是游戏， 不要把游戏的功能

夸大。 “要学历史， 哪怕是青少年， 也

应该认真学 。 游戏中可以有些 传 统 元

素， 却不是学习历史的渠道。”
葛剑雄并不同意 “妖魔化” 手游。

“担心游戏歪曲历史 ， 那么神话传说 、
文学作品怎么办？” 他举例道， 孙悟空

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 水泊梁山一百零

八将、 红楼梦金陵四大家， 都是历史上

没有的， 但这些名著无不具有很高的文

学价值， 反映了一定的当时社会状况。
“游戏利用传统文化元素， 编写一些故

事， 这无可厚非， 关键是价值观念要正

确 。” 他说 ， 实际上 ， 不少历史学家 、
文人学者、 文武官员也喜欢看三国、 曹

操的各种戏， 但更多出于欣赏娱乐的目

的， 不会影响他们对三国和曹操真实历

史的了解和理解。
另一方面， 真的想了解过往这段历

史的人还是会去读 《三国志》， 不会只

看 《三国演义》。“如果有人根据《三国演

义》 的内容评价三国时期的历史或历史

人物，只能说明他自己的无知，不会有人

怪《三国演义》胡编乱造。 难道家长指望

孩子通过打游戏学到真实的历史？ 不重

视历史、不读历史固然可悲，只想或只能

通过打游戏学历史岂不更可悲！”
换句话说， 传统文化可不能靠游戏

“传承”。 葛剑雄一直记得， 他曾经问自

己的老师谭其骧先生怎么学昆曲。 “先
生说要跟着笛师拍曲子， 一支曲子至少

要拍 50 到 100 遍。 打游戏绝对替代不

了这个过程。 千万不要给游戏太多的任

务， 也不要以为通过游戏就可以使青少

年了解传统文化。” 因此， 无论是传统

文化还是科学技术， 一方面可以尽量使

它变得通俗易懂， 同时也应明白真正的

知识并不是那么容易学。
眼下图书市场有不少聚焦某一事物

的历史读物颇受关注 ， 比如 《棉 花 帝

国》 《香料传奇》 《轻浮的历史》 《美
的历史》 《伟大的海洋》 等， 这些历史

类图书在学术性与大众性间取得平衡，
人文色彩浓郁。 葛剑雄尤其喜欢读 《棉
花帝国》， 他认为这是一本相当成功的

历史普及读物， “它并不只是简单地讲

棉花本身， 而是谈到了棉花在人类历史

上、 地方经济起到的社会作用， 通过棉

花的变迁一窥文明一角。”
身为历史学家， 葛剑雄发现， 许多

某一领域学术界认为是常识的事情， 不

仅普通读者不一定懂， 连其他领域专家

也未必了解。 “如今海量的知识越来越

多， 门类划分越来越细， 人文普及已经

不能再局限于低层次、 简单的大众普及

了， 而是需针对不同人群、 不同层次。”
比如光是人口史话题， 葛剑雄就编著过

三个版本———六卷本 《中国人口史》 面

向该领域学者 ； 30 万字 《中国人口发

展史》 是介于研究者和爱好者之间的中

等程度； 还有一些 10 万字左右的小册

子吸引普通读者 。 恰是这 样 层 次 、 维

度、 光谱各异的书籍， 使学术成果得到

最大化的普及传播。
历史普及， 往广义宽泛的方向说，

也是传统文化在当下语境的现代转化。
在葛剑雄看来， 文化的保守和创新是相

对的， 不是对立的矛盾命题。 今天所说

的传统文化， 是古代存在的很多文化内

容中， 经过优胜劣汰而保存下来的。 一

种文化能够长期存在， 肯定有其天然合

理性 ， 适应了社会和人类 的 需 求 。 因

此 ， 对 于 传 统 文 化 不 妨 以 “ 传 ” 和

“承 ” 多 维 度 看 待 。 葛 剑 雄 补 充 道 ：
“传” 就是保存， 有些文化通过物质保

存， 那就保留实物； 有些通过 “人” 来

保存的文化， 可以供养一些专人来传承

某些技术和手艺。 “承” 则需要研究，
有选择性地保留 ， 取其精 华 ， 去 其 糟

粕 。 取其精华后 ， 还需适 应 今 天 的 需

要， 这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撇除“超低价”泡沫，让春节档回归文化刚需
各大片方联手限制大规模票补，今年春节档电影票价“红线”19.9元

距离春节档启幕不到 20 天， 各

大片方在激烈竞争之前先达成了一项

共识———限制大规模票补， 不靠 “折
本甩卖” 来换取票房表面的光鲜。 具

体措施是， 除夕到正月十五期间， 全

国影院票价 （观众实际支付部分） 不

低于 19.9 元 。 而且 ， 单部影片的票

补数量不得超过 50 万张。 如此一来，
8.8 元、 9.9 元看一场电影， 在今年春

节恐不复存在。
没了超低价实惠， 观众还愿意进

电影院吗？ 在业界人士看来， 春节观

影已成为中国人的年节休闲 “刚需”
之一， 并不会因为多付了二三十元而

影响春节观影的热情， 眼下预售火热

便可见一斑。 而且从长远看， 限制过

度票补， 对于规范中国电影市场、 为

更多中小成本影片寻找突围路径， 终

究是好事一桩。

春节档屡创纪录，票补是
重要但非唯一推手

尽管农历戊戌年来得格外晚， 要到

2 月 16 日才是正月初一 ， 但各重点影

片的预售窗口已经开启。 近期购买春节

预售票的观众发现， 在几大主要电影票

商平台上， 最具竞争力的四部影片 《红
海行动》 《捉妖记 2》 《唐人街探案 2》
《西游记之女儿国》 都坚守 19.9 元的价

格红线。 而且， 每个账号每场电影最多

只能享受两张 19.9 元的优惠票。
票 补 ， 顾 名 思 义 票 价 补 贴 。 2014

年下半年， 格瓦拉、 猫眼、 淘票票、 蜘

蛛网、 微影、 微票儿、 百度糯米、 天下

票仓、 咪咕影院等互联网平台相继开启

“票补时代”， 为 “跑马圈地” 完成原始

扩张。 彼时， 观众花费 18.8 元、 9.9 元

甚 至 最 低 3.8 元 看 一 场 电 影 都 是 平 常

事。 观众获益的同时， 在片方结算端，

为了补上国内影市每部影片最低 35 元、
3D 片最低 40 元的 “指导价”， 电商会

向片方补足差额。
靠票补能掀多少波澜？ 没有精确结

果显示 ， 但能从一系列数字中 窥 得 一

二 ： 2014 年 “双十一 ” 当天 ， 阿里巴

巴为 11 部影片付出了至少 1000 万元票

房补贴 ； 2015 年春节档 ， 某部大片被

曝票补近 7000 万元， 几乎占到该片总

票房的十分之一 ； 2017 年丁酉年大年

初一， 单日产出的 8 亿多元票房里， 被

指有 3 亿元左右与票补相关。
票补凶猛， 推着春节档票房屡创纪

录。 数据显示， 近些年中国电影市场春

节 7 天票房占全年总量的比重 相 当 可

观。 2015 年春节票房 19.94 亿元， 占全

年 4.52%； 2016 年 ， 过年 7 天爆收 36
亿 元 ， 占 全 年 比 重 7.88% ； 2017 年 ，
即便档期内影片良莠不齐， 但仍收割了

37.7 亿元， 堪称中国电影人难以忘怀的

狂欢一周。
不过票补绝非春节档屡屡走高的唯

一推手。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

得全面： “春节档的成长， 除了影院终端

下沉、 电影品质提升、 观影氛围培育等内

部原因外， 百姓消费习惯的改变等社会因

素也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 在业界普遍

认知里， “回家过年” 已不单纯是情感上

的召唤， 还催生了全新的春节文化年俗，
而成本可控、 时间可选的举家观影显然就

是符合时宜的新年俗。 因此， 即便超低价

不再， 但平均 50 元左右的消费水准依然

在许多人的接受范围之内。

“票补 ”是电影市场的 “泡
沫制造机”

既然取消 9.9 元票价， 并不会令春节

影院里的人数锐减， 那么片方为何还要结

成 “票价联盟”？ 电影市场专家刘嘉认为，
愈演愈烈的票补已让中国电影市场与真实

情况渐行渐远， 是时候加以遏制了。
“最初，票补是用于吸引观众，后来各

方为了争夺档期内光鲜的票房数据，
票补力度越来越大， 实际上已给行业

带来了泡沫。 ”刘嘉说，大规模的票补

令院线不再是影片质量的竞技场，而

更像是比谁更愿砸钱的叫卖场。“谁有

雄厚资本用于票补， 谁就有可能在重

要档期脱颖而出。一方面，一些真正的

好电影被抢占排片资源；另一方面，那
些得到光鲜数据的影片， 其真实的价

值体现都被掩 埋 在 了 票 补 的 浮 云 之

下。 ”换言之，市面上“9.9 元”越多，中
国电影票房就离真相越遥远。

一位院线经理曾直言长期实行低

票策略，对电影行业是种伤害。高额票

补会让观众产生电影“廉价”的错觉，
而目前电影成本比 20 年前成百倍增

加， 观众把 10 元左右的票价看做正

常， 长此以往对电影是有伤害的。
低价策略能够换来一时的人声鼎

沸， 但长久的有序发展， 终究得靠健

康的市场、 良性的竞争。

■ 没了超低价实惠， 观众还愿意进电影院吗？ 在业界人士看

来，春节观影已成为中国人的年节休闲“刚需”之一，并不会因为多

付了二三十元而影响春节观影的热情

■ 高额票补会让观众产生电影“廉价”的错觉，而目前电影成

本比 20 年前成百倍增加， 观众把 10 元左右的票价看做正常，长
此以往对电影是有伤害的

在相声剧 《千禧夜， 我们说相声》 中， 演员们在一座 “千年茶楼 ” 里 ，
周而复始地说故事。 （上剧场供图）

此次雷迪嘎嘎虽然在奖项上惜败艾德·希兰， 却联手马克·龙森献唱了热门单曲 《乔安妮》 和 《难言之隐》。 现场，
嘎嘎的造型也不再雷人出位， 而是以一袭羽翼薄裙亮相。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