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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启哲） 上海昆剧

团上周末在上海天

蟾逸夫舞台首演新

排剧目 《琵琶记》。
作为上昆 “致敬经

典” 为主题的系列

作品之一， 该剧由

“梅花 奖 ” “白 玉

兰奖” 得主黎安领

衔主演。 新排 《琵
琶记》 围绕男主角

蔡伯喈的人生历程

展开， 以这样的新

视角重点恢复多个

小生为主的传统折

子戏， 重述这段情

感传奇。
《琵琶记》 由

元代戏剧家高则诚

根据早期南戏 《赵
贞女蔡二郎》 等创

作而成。 该剧讲述

了蔡伯 喈 与 父 母 、
妻子赵五娘一家的

离合悲欢。 因赵五

娘 携 琵 琶 上 京 寻

夫 ， 便以 “琵 琶 ”
为名， 保留了南戏

的故事框架， 在语

言和结构上进一步

提纯雅化， 令该剧

褪去了早期南戏的

俚俗粗糙。 汤显祖

曾盛赞该剧： “读
如此传奇， 胜读一

部 《离骚》。” 早在

1841 年 ， 《 琵 琶

记》 法文版就在欧

洲问世， 上世纪三

十年代， 美国百老

汇也改编上演了音

乐剧 《琵琶歌》。
虽然是昆曲班

社 的 常 演 剧 目 之

一， 但是随着历史

变迁 ， 《琵 琶 记 》
部分折子逐渐消失于舞台。 该剧全本

共 42 出， “传字辈” 老艺术家能演

近二十出， 至上海 “昆大班” “昆二

班” 只传承到十出左右。 上世纪八十

年代上海昆剧团着手抢救、 恢复了部

分传统折子戏。 该剧特邀剧作家王仁

杰缩编剧本， 由上海昆剧团的老艺术

家岳美缇、 张静娴、 张铭荣任艺术指

导， 历时两年整理恢复。 剧中， 黎安

饰演蔡伯喈， 陈莉饰演赵五娘， 罗晨

雪饰演牛小姐。
上海昆剧团近年致力于传统老戏

的 “修复” 工作， 这样的修复工作与

文物修复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属于昆曲

舞台的 “个性”。 与文物修复相同的

是， 有着 600 年历史的昆曲在音乐与

表演上 ， 要尽可能贴近 剧 目 原 本 的

历史面貌 ： 比 如 仅 剧 本 与 曲 谱 存 世

的 《辞朝》， 这场仅有剧本与曲谱存

世的戏中 ， 前 半 出 是 昆 曲 中 仅 存 的

一套 “唐宋大曲”， 旋律有别于常演

曲牌 ， 风格古 朴 。 演 出 中 ， 黎 安 近

15 分钟的演唱一气呵成 ， 呈现昆曲

肃穆之美。 有别于文物修复的是， 文

艺作品还要传递当代价值， 符合当下

审美。 所以， 结局没有遵照高则诚书

写的 “大团圆”， 而是停留在了蔡伯

喈与赵五娘夫妻重逢， 同时得知双亲

去世噩耗之处。 功名利禄、 家庭天伦

如同天平的两端， 如何取舍， 留待观

众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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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呈现周恩来在上海的奋斗足迹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推出一系列活动———

昨 天 是 周 恩 来 诞 辰 120 周 年 纪 念

日。 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的

好总理， 一生与党的诞生地上海有着不

解之缘。 昨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

共四大纪念馆等沪上红色场馆以展览 、
情景党课等一系列活动，全方位、立体化

呈现周恩来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奋斗足迹。

他亲笔题字，将金城大戏
院更名为黄浦剧场

昨天上午， 一堂特殊的情景党课在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讲”，以角色扮

演的形式生动再现了以青年周恩来、邓

颖超等人为骨干的革命进步团体觉悟社

成立的场景。 周恩来亲属代表、国防大学

政 治 部 原 主 任 周 尔 均 将 军 受 邀 来 到 现

场，他感慨地说：“这样的党课形式新颖，
在很短的时间里把中国革命历史、 共产

党人奋斗的历史展现出来，很受教育。 ”
在专题展厅内，《周恩来在上海》文

物史料展通过大量的珍贵文物、史料，展

现了周恩来一生与上海特殊而又密切的

联系。 展出的 54 件珍贵文物中，包括了

周 恩 来 亲 笔 题 字 的 平 型 关 大 捷 战 利

品———日军军用怀安地图； 周恩来在扉

页书写：“为真民主、真和平而奋斗到底”
的《政协文献》等。 展览还选取了 123 幅

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照片， 以时间轴和专

题板块的形式， 回顾了周恩来领导上海

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指挥上海人民的

抗日救亡运动、 在周公馆开展广泛的爱

国民主统一战线、 指示上海地下党坚持

斗争开辟第二条战线， 以及新中国成立

后对上海的经济、国防、科技、文化、体育

等方面的指导与关心。
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 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还联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

处纪念馆（周公馆）、上海文广演艺公司，
在黄浦剧场推出了《您是这样的人》———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情景音乐

会。 一首首表达深情怀念的经典歌曲，一
幕幕影像画面，无不令人动容。 值得一提

的是， 演出所在的黄浦剧场， 正是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唱响的地方，而原名为

金城大戏院的它，是在 1957 年底 ，由周

恩来总理亲笔题字更名。

在这里，他首次参加了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

据史料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

前后 48 次来到上海。 而上海 ， 是他探

寻革命真理的起点和投身革命斗争的战

场。 中共四大纪念馆在近年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 实地查访周恩来在上海工作 、
生活和战斗过的旧址遗迹， 梳理文献史

料， 以其中 10 个重要地点为脉络 ， 策

划举办了 《周恩来与上海———纪念周恩

来诞辰 120 周年图片展》， 通过百余幅

珍贵历史照片和 40 余件史料文献 ， 再

现了一代伟人周恩来在申城留下的闪光

足迹。
展览的开头部分展出了一张 《黄浦

江沿江码头分布示意图》，边上写着这样

的注释：1920 年 11 月 7 日，周恩来乘坐

法国邮轮“波尔多斯号”从上海杨树浦码

头启航，远赴法国。 “到达欧洲后，周恩来

考察西方社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最

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 走上了无产阶

级革命道路。 ”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徐明

介绍说。
油画《历史丰碑》描绘了中共四大开

会时的场景， 画面中的左边第二位就是

周恩来。 1925 年 1 月，周恩来以中共旅

法组代表的身份赴上海参加中共四大 ，
这是他首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而 一 张 照 片 上 呈 现 的 四 川 北 路

1953 弄永安里 44 号，看似普通，却曾经

是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地下斗争的

重要地点。 1931 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

被捕叛变， 上海地下工作环境变得异常

险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永安里二伯

父家隐蔽至年底才离开上海， 前往中央

苏区。
党史专家指出， 周恩来在上海的奋

斗足迹，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上海红色记忆中的光辉篇章。

文化

■本报记者 李婷

张艺谋：科技时代最重要的是人的创造力
舞台剧《对话·寓言2047》在沪开演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由张艺谋执

导的“概念演出”《对话·寓言 2047》前天

在上海大剧院亮相。 这是一台融合古老

民间文化和现代科技手段的演出，从中

可以看出张艺谋最新的创作方向，以及

他对科技与人类未来的思考。
在悠扬沧桑的长调声中 ， 舞台上

袅袅升起云纱 ； 年轻的舞者伴随着激

光剑阵翩翩起舞 ； 木偶师和机械臂共

同在舞台上操纵肢体…… 《对话·寓言

2047》 汇聚了来自全球七个国家的 20
个团队及个人 。 其中 ， 与泉州木偶戏

搭档的是与美国航空航天局合作过的

机械臂团队 “安迪·机器人 ”； 蒙古长

调的表演者其布日已 71 岁高龄， 同台

的 “云纱秀 ” 表演者则是一位来自美

国的年轻艺术家丹尼尔·武泽尔。 演出

中， 这样的 “混搭 ” 比比皆是 ， 古老

艺术和现代技术碰撞出的景象 ， 冲击

着观众的想象力。
“文化遗产与现代科技， 看似风马

牛不相及的， 却又在舞台上同腔同调，
产生高度的对话感和协调感。” 张艺谋

说 ， “我 们 生 活 在 一 个 科 技 的 时 代 。
科技既服务于人类 ， 同时也改变着我

们。 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唤起人们

的 冷 静 思 考 ， 我 们 现 在 的 生 活 方 式 、
交流方式 、 工作方式是不是有可以提

升的地方。”
同时，《对话·寓言 2047》 也代表了

张艺谋最新的艺术思考，其首演于 2017
年，当时即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随

着技术进步和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大型

现场表演不再局限于人与道具的演出。
前不久，由张艺谋执导的《北京八分钟》
亮相平昌冬奥会。 这是高科技创意在实

景舞台上的一次集体展示：在投影技术

的配合下 ，24 个带着 LED 冰屏的智能

机器人，与轮滑少年、“熊猫信使 ”一起

在 舞 台 上 描 绘 出 美 丽 中 国 的 景 象 ，这

“八分钟” 一改许多人对张艺谋执导作

品的固有印象。 “人们的焦点都在高科

技的身上， 但我更关注的是 24 名轮滑

运动员。 ”张艺谋说，冰雪运动有一个最

大的特点———“冰过留痕、 滑雪有痕”，
所有美丽的线条都是从滑冰运动员的

脚下展开的，这是创意的起点。 “人的情

感和命运是永恒的主题，吸引我在不同

时代、用不同的方法去讲述故事。 ”
张 艺 谋 说 自 己 创 作 《对 话·寓 言

2047》 的初衷是从科技回归到人的身

上。 “24 块 LED 冰屏中只要有一块卡住

了，互相一撞，演出就砸了。 ”张艺谋认

为，科技演出是“双刃剑”，“科技的背后

是人大量的工作 ， 人工智能的背后还

是人———是人的创造力、 控制力”。

怎么能指望奥斯卡这场秀，
会给美国电影带来变局？

《三块广告牌》的憋屈在于编剧奖项的失落

看完今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真遗憾

最佳影片不能颁给这场颁奖礼，它实在

是一部编、导、演各个环节滴水不漏的

“作品”。

电影工业链条上游的奖
项评选， 能左右的奖项分布
限于电影本体

《水形物语 》没有悬念地在评奖季

的后半程反超《三块广告牌》，赢了最重

要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 《三块广

告牌》诚然有话题热度，有可看性，是现

象级的文艺片，但它的优秀在于剧作和

表演，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这两个

表演类奖项的归属，恰如其分。 一个电

影工业链条上游的奖项评选，最终能有

力左右奖项分布的还是电影本体层面

的得失。
《水形物语 》的整体完成度并不稳

定，部分段落好得匪夷所思 ，大部分时

候又像是宅男导演放纵个人趣味的“漫

画分镜头拉洋片”。 但它有生逢其时的

主题———用 “怪物 ”隐喻美国的边缘人

群和少数族裔；有似是而非的类型片外

壳；导演在中等制作相对宽容的创作空

间里，用个人审美的偏好有限度地改良

了类型片的配方；以及，它在立场和情

感的层面都有似是而非的暧昧，用天真

包装了无情，冷酷之心的深处流淌浪漫

的潜流， 如艾兹拉·庞德的诗：“我的爱

人是深处的火焰/躲藏在水底/我的爱人

不容易找到/就像水底的火焰。 ”《水形

物语》用一点电影的趣味赢过 《三块广

告牌》的文学功力，既谈不上“爆冷”，也

未必全然是“失望的”。
《三块广告牌 》的憋屈在于编剧奖

项的失落，输给《逃出绝命镇 》，可以叹

一句“非战之罪”。 今年最佳原创剧本和

最佳改编剧本的信息量挺大。 最佳原创

剧本《逃出绝命镇》是部黑色喜剧，故事

中白人老人利用女儿的美色当诱饵，取

了黑人小伙的性命给自己“续命”，这个

脑洞开得很聪明 ， 各种剧情元素的能

指、 所指可以索引一箩筐。 最佳改编剧

本《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是老手艺人

詹姆斯·艾沃利的新作， 不妨看作低配

置版 《莫里斯》， 立意和境界的落差不

小，胜在意大利的外景美 ，且男主角青

春正好，意大利导演把青春期飘忽的情

爱拍出了视觉效果———桃子和阳光下

金色的少年身体重叠了。
乍看起来，这两个奖项分别为美国

的少数族裔和少数群体立言，但这是个

伪命题。 在当下的好莱坞和欧洲影坛，
“少数族群”“特殊关系” 等题材早已不

构成禁区，而是导演们争相跳入的命题

作文之红海。 尤其面对少数族群的议

题，如今，美国非洲裔的地位全然不同

于 1960 年代， 族群之间的主要矛盾已

经悄然转移。 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当年美国“黑/白”对峙最尖锐时，全好莱

坞欲盖弥彰地在忏悔“我们亏欠印第安

人的”；如今，矛盾转向，美国非洲裔题

材成了好莱坞电影界的显学。

谁都不得罪的 “得奖名
单”，无法让美国电影呈现出
“多样性”

这恰恰是今年奥斯卡评选从提名

到颁奖的周期中，最见“演技”的一面 。
颁奖前夕， 英国影评人在专栏里调侃，
今年最佳男主角是 “糟糕的白人”， 相

应的， 最佳女主角是 “自强不息的女

人们”。 仿佛很有道理： 《水形物语 》
里的男配角集 “糟糕的美国白人 ” 之

大成， 傲慢、 自大 、 狭隘 、 有暴力和

虐待狂倾向， 而女主角和女配角用母

性大爱和姐妹之爱给人类留了一点儿

救赎的余地； 有关 “水门事件 ” 的各

种创作中， 总是 “男人的交锋”， 而斯

皮尔伯格在 《华盛顿邮报 》 中浓墨重

彩 突 出 了 女 性 出 版 人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至暗时刻》 的丘吉尔很多时候是个糟

糕的老头，多亏有夫人和秘书 ，她们在

历史的拐点上改变了男人，也潜在地介

入了大时代的格局……

在好莱坞的大环境里，女性的呼声

前所未有的高，因为美国现实中的女性

境遇正越来越糟。 技术派的文艺青年们

欢呼摄影界的无冕之王罗杰·迪金斯终

得迟来的“最佳摄影”认可，但有多少人

注意到，在奥斯卡 90 届的历史中，只有

一位女摄影师瑞切尔·莫里森被提名最

佳摄影师。 “科恩嫂”麦克多蒙德实至名

归地拿到最佳女演员，可《三个广告牌》
的 女 主 角 实 质 是 个 性 别 模 糊 的 角 色 ，
“她”和作为对立面的“种族主义白人男

性”是一体两面，他们构成了奇异的互

文关系。 哪怕是被推到“女性代言”位置

的《伯德小姐》，仍然陷在 “文艺女青年

总要遇到个把渣男”的套路里 ，初恋和

成长叙事中“痛”的根源被回避了。 这是

女性叙事的“痛点”。
在 2012 年， 奥斯卡评委的女性比

例是 23%，经历 2015 年 “白色奥斯卡 ”
的抗议，电影艺术和技术学院在两年之

内改进了评委的“多样性”比例，女性评

委增加到 39%。 但这是极度有限的让

步：好莱坞八成女导演在过去的十年里

仅有机会完成一部电影。
奥斯卡这部“秀”，给了局外人一场

有关电影“多样性”的梦。 但它也只是一

场秀，看起来谁都不得罪的奥斯卡 “得

奖名单”， 内在是好莱坞一局乏力的平

衡游戏，终究，怎么能指望一场“秀 ”带

来摧枯拉朽的美国电影工业变局呢？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奥斯卡主要奖项
最佳影片

《水形物语》
最佳导演

吉尔莫·德尔·托罗（《水形物语》）
最佳男主角

加里·奥德曼 （《至暗时刻》）
最佳女主角

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

(《三块广告牌》)

最佳动画长片
《寻梦环游记》
最佳外语片

《普通女人》 （智利）
最佳原创剧本

乔丹·皮尔 (《逃出绝命镇》)
最佳改编剧本
詹姆斯·伊沃里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水形物语》让人联想艾兹拉·庞德的诗：“我的爱人是深处的火焰/躲藏在水

底/我的爱人不容易找到/就像水底的火焰。 ”它用一点电影的趣味赢过《三块广

告牌》的文学功力，既谈不上“爆冷”，也未必全然是“失望”。 图为影片剧照。

在 《对话·寓言 2047》 中， 古老艺术和现代技术碰撞出的景象， 冲击着观众的想象力。 （出品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