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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金曲”寒冬中温暖人心
上海歌剧院将艺术送进社区

昨天下午， 浦东金杨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内格外热闹。 原来， 上海歌剧

院的专业演员们， 正在这里为社区居

民演出。 “好！” “再来一个！” 不大

的活动室里， 坐满了热情的观众， 叫

好声一浪高过一浪。
这台名为 《情牵中华———独唱重

唱音乐会》 显然受到了居民的欢迎。
金杨社区的工 作 人 员 丁 燕 融 告 诉 记

者， 金杨社区这个活动室平时能容纳

150 几个观众 。 没想到 ， 这次演出 ，
前来观演的群众络绎不绝， 他们只能

从图书室里搬来椅子 “救急”。
《我爱你中国》《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我和我的祖国》 ……上海歌剧院

为进社区而设计的曲目， 无不是台下

观众耳熟能详的 “经典金曲”。 台上

的演员唱到熟悉的唱段时， 台上台下

更如大合唱一般， 合成了一股声浪。
近 日 的 上 海 ， 气 温 已 经 降 至 冰

点， 活动室内大部分观众都穿着厚厚

的外套。 不过， 台上的演员却丝毫没

有因此而降低演出的标准。 上海歌剧

院项目运营主管宗琪璐告诉记者， 基

层演出要准备好应对各种舞台条件，
条件差的， 可能连音响都没有。 “还
好我们演员都是美声专业出身， 清唱

也一点没问题。” 演员们的敬业， 观

众们看在眼里， 并反馈以最热烈的掌

声和叫好声。 家在金杨社区的居民李

慧是美声唱法的 “发烧友”， 她兴奋

地说 ， “今天 艺 术 家 来 到 家 门 口 演

出， 面对面零距离， 太幸福了。” 观

众的热情也感染了台上的演员。 “85
后” 女高音周琛是上海歌剧院第六代

“江姐” 的扮演者。 这次来到社区演

出， 她精心准备了她最拿手的 《红梅

赞》 和新疆民歌 《一杯美酒》， “我

们也非常享受这种与观众心灵相通的

感觉。”
上海歌剧院旗下包括歌剧团、 舞

剧团、 交响乐团和合唱团， 涵盖的艺

术门类之广， 是其他院团所无法比拟

的。 宗琪璐告诉记者， 除了这台 《情
牵中华———独唱重唱音乐会》， 上海

歌剧院根据自身特点， 总共为上海公

共 文 化 配 送 平 台 打 造 了 《 其 乐 融

融———独奏重奏音乐会》 《“奇妙的

和 谐———人 声 艺 术 的 魅 力 ” 讲 座 》
《“舞之魅” 舞蹈赏析讲座》 等五台节

目， 一经推出就颇受各个社区文化中

心的欢迎。 “社区中的不少居民，特别

是老年人， 踏进剧场看演出的机会较

少。把高雅艺术带到这群人的身边，是
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一份责任。 而观众

的热情更让年轻演员们认识到， ‘艺
术要扎根于人民’ 这句话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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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纯粹如世界尽头的冰雪
“上海出品”首部南极实景拍摄剧情长片《南极之恋》上映

在科技 如 此 发 达 、 炫 目 特 效 早 已

上天入地突破四维空间的现在 ， 还 会

有剧组真的在南极大陆实景拍 摄 一 部

剧情片吗？
由上海出品的 《南极之恋》 就是这

样一个有执念的剧组： 全组 40 余名成

员， 带着 2.5 吨拍摄器材、 8 吨生活保

障物资， 远赴南极 28 天时间。 在公认

“灾难难拍” “爱情难拍” 的当下， 他

们用首部南极实景拍摄的剧情长片， 在

题材上拓宽国产爱情片的叙事边界， 于

内核则还原出爱情的本来样貌———纯粹

如那世界尽头的冰雪。
该片由关锦鹏监制， 吴有音编剧并

导演， 久石让配乐， 赵又廷、 杨子姗主

演。 影片昨天起上映。
故事始于一场飞机失事。 机上仅两

人幸存： 为开辟 “南极婚礼” 的婚庆公

司老板吴富春和研究极光的高空物理学

家荆如意。 一个嗜财如命， 一个厌恶世

俗， 生命本无交集的二人被 “生” 的命

题捆绑在了一起。 他们找到了一个科考

队废弃的小木屋， 但并非长久之计。 他

们必须在极夜到来前的 75 天内， 找准

去往中国极地站的方向。 由于荆如意在

飞机意外中伤了腿， 每一次出门勘路的

任务都落在了吴富春身上。 于是， 他们

一个挣扎在一次次无功而返与活着回到

小木屋之间； 另一个时时刻刻站在绝望

等待的深渊之前。
一个看起来脉络清晰、 并不复杂的

故事， 一段只需两名演员就能完成的爱

情童话， 在 “绿幕” 能解决布景问题的

创作环境里， 为什么坚持去南极拍摄？
执念起源于一个人———《南极之恋》 的

灵魂人物： 吴有音， 本片导演、 编剧、
原著作者。 他另一重重要身份是， 曾经

的中国南极科考队成员。 而执念也并不

仅限于一个人。 日前举行的上海点映场

中， 导演如此陈述自己并不曲折的心路

历程， “这是一个创作团队对电影的尊

重， 也是这个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对那

片古老大陆的敬畏。”
尊重电影， 敬畏自然， 影片所呈现

出的南极质感让人信服： 突破人体极限

的寒冷、 雪盲， 随时遭遇雪崩地裂、 坠

入冰窟的未知 ， 缺乏食物 、 燃 料 的 困

窘， 源于生命倒计时的绝望……在真实

的南极面前， 凌驾于爱情之上的死亡气

息， 观众能够感受得到。 就像片中吴富

春的这句台词 ， 字字句句透着 无 边 恐

惧， “我怕风停， 风一停， 这里就没声

音了。 我也怕起风， 风一起， 身后的脚

印就没了”。 这才是环境严峻的极地该

有的感觉， 自然绝非电影的噱头。

至于爱情 ， 当 所 有 的 环 境 因 素 与

“世界尽头” 相连， 这个绝地求生、 与

时间赛跑的故事， 也化为人类互证力量

与信念的动人篇章。
如是质感让点映场的特殊嘉宾、 中

国南极科考队队员们也为之背书： 真实

的风雪和冰川， 这不是一个需要发生在

南极的故事， 而是一场在南极才可能发

生的爱情。 纸媒巨头的一次创新与自救

“成人不得阅读！ ”《纽约时报》推出儿童月刊

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 《纽约

时报》 花费两个版面， 刊登了一个巨型

雪橇迷宫。 这份已经 166 岁 “高龄” 的

报纸开疆辟土， 将目光投向了未来的读

者———儿童。 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天， 《纽约时报》 将随报发行一份儿童

月刊。 而为平昌冬奥会创建的雪橇迷宫

就是最新一期儿童月刊的核心内容， 封

面下方， 醒目地印着对家长的 “警告”：
成人不得阅读。

不过 ， 郑重 的 “警 告 ” 和 有 趣 内

容， 让家长们无法抵御这 “诱惑”， 而

该项目的艺术总监黛比·毕晓普则说出

真相 ： “希望月刊和迪士尼电影那样 ，
大人和孩子们都可以乐在其中。”

更早挖掘和吸引潜在读
者，儿童读者成为下一个目标

这期关于冬季奥运会的月刊是这份

老牌报纸推出的第三期儿童版。 板块分

配上， 儿童刊也与成人版相似———包括

国际、 观点、 时尚、 艺术、 科技、 旅游

和美食几大板块。 2017 年 5 月， 《纽

约时报》 首次尝试在周日版中加入专门

为小读者打造的内容， 出乎编辑们的意

料， 增刊收到了不少正面回馈， 这让编

辑部充满了干劲。 月刊编辑凯特琳·罗

珀决定在 2017 年 11 月再次推出一期，
并尝试从今年开始， 将儿童月刊固定在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发行。
父母们也很兴奋， 有的家长在社交

网站上发布了孩子们津津有味阅读报纸

的照片，不少家长还表示，报纸成功地转

移了孩子们倾注在手机和游戏中的注意

力。在看到这份儿童月刊之前，不少家长

已经打算取消纸质版纽约时报的订阅，
因为这份增刊，他们决定继续订阅。

家长们的反应让 《纽约时报》 喜忧

参半： 尽管如 《纽约时报》 这样的媒体

巨头， 在以 “光速” 变化的环境中也是

风 雨 飘 摇 。 事 实 上 ， 为 了 吸 引 读 者 ，

《纽约时报》 已经做了不少尝试， 但大

多体现在其数字网站上。 比如制作 VR
影片、 360 度视频和网络互动。

为了保证报纸的编辑团队能够了解

年幼受众的真实想法， 凯特琳·罗珀会

就每一期内容与十几名 10 多岁的孩子

们聊天， 接着她会前往美国各个地区的

学校， 找到正在读四年级的孩子们就某

一问题进行访谈， 访谈内容构成儿童版

的 “观点” 板块———这与 《纽约时报》
成人版基本保持一致。

儿童阅读内容也可以做
得生动而又有深度

十分风趣， 甚至， 有点傻气———这

样做显然是为了吸引年幼的读者， 但这

份儿童月刊成功延续了 《纽约时报》 的

风格与定位。 当然， 编辑们很清楚地知

道， 儿童月刊不能砸了 《纽约时报》 的

招牌。 比如他们在讨论接下来几期月刊

的内容时， 就达成了一致： 报纸上绝不

会出现低俗的愚人节恶作剧。 对品质的

坚持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的选择， 也体现

在版面设计上。 “我们不会拿版面设计

开玩笑。 儿童月刊中， 可以有一点点嘲

讽 ， 一点点反叛 ， 但我们绝对 不 会 忘

记， 这是 《纽约时报》。”
针对小读者们， 编辑们也会采取与

众不同的叙事方式 。 儿童月刊 不 是 说

教， 而是 “寓教于乐”， 把有用的信息

包裹在有趣、 好玩的情境之中。 比如在

冬奥会版本里 ， 在像海报一样 的 封 面

上， 巨大的奥运雪橇迷宫里散布着很多

关于奥运的信息， 正确通过迷宫就可以

达到写着信息的气泡对话框。
对于设计团队而言， 构思、 制作诸

如雪橇迷宫这样的大型游戏非 常 耗 时

间， 不过， 他们的目标是 《纽约时报》
能像真正的海报一样 ， 被挂在 孩 子 们

的 卧 室 和 教 室 里 。 黛 比·毕 晓 普 说 ：
“作为一名设计师， 以前我总希望能够

设计一些更加有深度、 有思想的内容。
不过当我深入到孩童 的 世 界之后 ， 我

发现， 儿童阅读内容也可以做得生动而

又有深度。”

文化

真实的南极拍摄， 是一个团队对电影创作的尊重， 更是对那片古老大地的敬畏。 如此， 极地里的爱情不止于爱情，
它还是人类互证力量与信念的动人篇章。 图为 《南极之恋》 剧照。

“第一夫人”：
一场心知肚明的双重表演

娜塔莉·波特曼版杰奎琳演技精湛，观众却难以入戏———

新片 《第一夫人》 让娜塔莉·波

特曼获得第 89 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提名 ， 收获 颇 多 “演 技 精 湛 ” “完

美演绎 ” 的好 评 。 然 而 ， 观 众 并 不

买账。 电影在美国本土就票房惨淡，
勉强盖过了九百万美元的制作成本。
国 内 票 房 更 冷 ， 上 映 两 周 未 过 200
万元。

某影评网站点赞最多的短评 “被
过誉的冲 ‘奥 ’ 之作 ”， 恰恰 认 为 ，
波特曼过于用力的表演， 让人无法入

戏。 特写再多， 也于事无补。
片名 “第一夫人”， 但从电影开

头的枪声响起， 肯尼迪遇刺身亡， 杰

奎琳已失去了这重身份。 与其说影片

主题是第一夫人杰奎琳的人生， 不如

说是聚焦于杰奎琳如何重新建构这一

身份， 并获得载入史册的权力。

表演 ，是成就美国 “第
一夫人”的秘诀

在肯尼迪死亡短短两小时后， 约

翰逊就已宣誓就职。 新总统夫妇被聚

光灯和话筒簇拥， 而杰奎琳只能尴尬

地围在一边。 “第一夫人” 带来的所

有荣耀和权力已丧失殆尽， 如何才能

翻盘？ 杰奎琳给出的答案， 是表演。
她坚持不肯脱下那件染血的外套， 牢

牢抓住了人们的同情。
美国 “第一夫人” 一直带有浓厚

的表演性质， 杰奎琳本人和演员都心

知肚明。 “我看过她的采访， 也听过

她的录音， 她的声音非常不同”， 娜

塔莉·波特曼曾表示， “公开场合她

的声音非常女性化， 略显做作； 而私

下里语速更快、 音调低沉， 言辞也更

犀利。”
剧情在惊心动魄的刺杀后， 立即

跳转到了杰 奎 琳 邀 请 《生 活 》 杂 志

记者来家中采 访 。 事 实 上 ， 当 时 杰

奎琳表 现 的 所 有 镇 定 坚 强 和伤痛恍

惚， 都在公开前经过了本人的精心筹

划剪辑。
影片通过不断闪回， 暗示杰奎琳

利用 “普通寡妇” 和 “第一夫人” 之

间的落差， 帮助美国人回忆起了她的

身份地位： 她如何用优雅华丽的舞会

和家具将白宫装饰得焕然一新， 如何

以流利法语和穿着打扮一次次引发文

化和外交轰动， 女孩们如何争相模仿

她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杰奎琳最悲伤的时刻， 那

段精心雕琢的蒙太奇中： 脱掉血迹斑

斑的外套， 在浴室洗去血迹、 痛哭流

涕， 然后独饮、 抽烟、 游魂般穿过白宫

的厅堂……她的 行 为 都 脱 不 了 表 演 痕

迹。 镜头安排昏暗背景中一闪而过的警

卫， 暗示了观众无处不在。
而正是出于对观众的了解， 杰奎琳

才能不顾反对， 将 “肯尼迪之死” 导演

成了电视初兴时代的媒体狂欢 ： 70 小

时不间断的转播聚焦那包裹美国国旗的

棺椁、 模仿林肯的盛大仪式、 浩荡不见

队尾的仪仗 、 手牵幼童主持葬 礼 的 寡

妇、 直到灵柩前的长跪不起……黑纱丧

服的她， 也终于被定格成了无法被遗忘

的 “第一夫人”。

炫技“表演”，却毁了故事本身

影片上映前， 波特曼就曾一再强调

“第一夫人” 和真实杰奎琳之间的距离，
正如片中穿插的历史黑白录像和彩色电

影镜头的格格不入。 难怪银幕上的 “第
一夫人”， 最称职的时刻是她蒙上黑纱，

走完了巅峰时刻的 “个人秀”。 除此之

外， 波特曼版杰奎琳实在无法带领观众

“入戏”。
杰奎琳在肯尼迪死后的采访中， 只

字未提他对婚姻的不忠 。 片 中 波 特 曼

为展现第一夫人对已故总统形 象 的 维

护， 反复呢喃一句台词： “不要忘记，
曾有一个地方， 一个闪光时刻， 那是卡

美洛。”
卡美洛是 亚 瑟 王 的 王 宫 所 在 ， 亦

是肯尼迪生前最爱的一部音乐剧之名。
杰 奎 琳 只 有 用 葬 礼 这 场 盛 大 的 表 演 ，
将肯尼迪塑造成美国人心中的 “亚 瑟

王”， 她 “第一夫人” 的地位才能水涨

船高。
如果了解这些历史， 观众或许就能

明白杰奎琳为何要对记者撒谎， 掩饰丈

夫的不检点， 表演自己对失败婚姻的死

心塌地。 但是， 电影在塑造人物时， 却

不能默认所有观众都知道这些 “潜 台

词”， 只关注人物的细枝末节。

肯尼迪与梦露满城风雨的绯闻在

影片中消失了， 肯尼迪在大多闪回中

也只是不露脸的配角， 一切的核心变

成了自带光环的 “第一夫人” 范儿演

技。 她霸占了镜头， 让特写长时间驻

留在炫技般的 “精心表演” 上， 几乎

毁掉了故事本身。
波特曼显然也格外认可杰奎琳的

“表演”， 才会在片中面无表情地向记

者要求 “更多马匹、 更多士兵、 更多

哀泣、 更多镜头” ……然后再同样不

容置疑地要求记者划去记录， 否认自

己说过这些话。
只是， 有行家指出， 如果剧本的

目的不过是展现演技， 那波特曼的表

演甚至并不如真人版更精彩。 当波特

曼再现 1962 年杰奎琳带领 CBS 电视

主持人参观游览白宫时， 目中不时闪

现出神经质的恐慌； 而在当年真实拍

摄的纪录片中， 杰奎琳的笑容和眼神

从未犹豫。

上海“红色文艺轻骑兵”
深入街巷校园工地田野

■本报记者 徐璐明

《守岁》讲述“年味里的真情”
江珊重回话剧舞台，挑战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角色

《过 把 瘾 》 中 任 性 自 我 的 杜 梅 、
《人到四十》 里温柔坚强的郑洁……以

及去年热播的 《急诊科医生 》 中 个 性

好强的大夫刘慧敏 ， 影视演员 江 珊 在

荧 屏 上 留 下 了 很 多 令 人 难 忘 的 瞬 间 ，
今 年 初 她 回 到 阔 别 已 久 的 话 剧 舞 台 ，
挑战一个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 老 年 人

形象。
由江珊领衔主演、 高群书监制的话

剧 《守岁》 将于 9 日 、 10 日在上海东

方艺术中心连演两场。 “在年味渐渐被

淡忘的当下， 守岁的传统是该被延续与

传承的， 它不只是文化的延续， 更是情

感的延伸， 是对家的意义的诠释。” 江

珊说， 春节来临之际这部 《守岁》 或将

带领观众一起重新 “触摸” 家的温暖。
《守岁 》 讲 述 了 发 生 在 同 一 家 庭

不同年代的三个女人之间的故 事 。 失

忆的外婆， 将现实生活忘得一干二净，

却始终牢 牢 抓 住 生 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不放 。 离了婚的妈妈 ， 将自己 认 为 的

幸福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孩子 。 而 意 外

怀孕的女儿 ， 却试图反抗过多 的 关 爱

与亲情， 想要展翅高飞。 守岁这一夜，
循着外婆模糊的记忆 ， 她们找 到 了 生

命对于家的情感凝聚 ， 明白了 家 的 意

义与珍贵。
这是一台扎扎实实的女人戏。 说到

塑造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 ， 江 珊 可 谓

驾轻就熟 ， 她所饰演的现代女 性 角 色

很能获得观众的认同和共鸣 。 而 这 一

次 ， 江珊首度挑战一 个 和 自身年龄有

很大差距的老年人， 对于如何准确地塑

造一位记忆模糊的老人， 江珊着实 “揣
摩了很久”。

已经有十几年没演过话剧的江珊，
始终对舞台抱有很深的感情。 看了 《守
岁》 剧本后， 她被打动了， “虽然不是

大戏， 但情感特别柔软， 正是我现在想

要去做的， 就来了。”

如 果 剧 本 的 目 的 不 过 是 展 现 演

技， 那波特曼的表演甚至并不如真人

版更精彩。
▲ 《第一夫人》 剧照。
荩杰奎琳·肯尼迪。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