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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经典为何
被一代代人宠爱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 SIFF 经典单元

将特别展映《茜茜公主》三部曲

“茜 茜 公 主 回 来 了 ” ， 简 单 七 个

字就在朋友圈里轻松刷屏 。 2018 上海

国 际 电影节日前公布一批 SIFF 经典单

元片单， 其中， 《茜茜公主》 三部曲赫

然在列。
在电影节的经典展映单元放映 《茜

茜公主》， 理由很充分。 2018 年是影片

女主角、 奥地利女星罗密·施奈德诞辰

80 周年纪念， 也是男主角卡尔海因茨·
伯姆诞辰 90 周年纪念。 用一部加载了

DCP （数字电影包） 格式的修复版， 回

溯老胶片年代的华丽质感， 无疑是极好

的方式。
但一片期待里， 也有人提问： 为何

这部算不上思想深邃、 也并未开启某种

流派的影片 ， 会在其诞生 60 多 年 里 ，
被一代代、 无数人宠爱？

要回答这个问题， 得从 1988 年说

起 。 当时 ， 上海电影译制片厂 引 进 了

《茜茜公主》 三部曲， 那是绝大多数中

国观众初见茜茜的年份。 一时间， 人们

为巴伐利亚的美丽公主着迷， 甚至忽略

了 ， 那是拍摄 于 1950 年 代 的 老 电 影 。
换言之， 从影片进入中国观众视线的第

一天起， 它的惊艳已然抵消了 30 多年

的时光淘洗。
显见的当然是视觉享受。 明艳不可

方物的公主、英气逼人的皇帝，直到入画

的云鬓霓裳、 装饰摆件、 自然风物……
无一不透着精致又浓烈的油画质感， 每

一帧都仿佛古典美图。 即便许多人只是

在 18 英寸的电视机荧屏上观看， 但在

“前互联网时代”， 影片里的美轮美奂，
已足够成为 “影像造梦” 的上佳注脚。
加之三部曲并没揭开真实的残酷， 只到

“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
就戛然而止， 因此， 它就是童话照进了

现实 。 许多人或有类似经历 ， 随 着 罗

密·施奈德的眼神而沉醉于茜茜公主的

梦幻故事里， 又因为一部电影而爱上了

维也纳这座城市。
但我们迷恋 《茜茜公主》 仅仅在于

演员的颜值或是片中极其考究 的 场 景

吗？ 恐怕， 上译厂艺术家们的演绎， 也

潜入了多年前这个 “造梦空间”。 “当

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 就到这儿来

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 。 你能从 每 一 棵

树、 每一朵花、 每一片草、 每一个生灵

里， 得到安慰和力量。” 丁建华的少女

声线， 随着这句经典台词， 深深住进了

岁月里。 可事实是， 罗密·施奈德的原

声没那么高亢。 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拍

板定下配音角色， 因为他觉得， 中国观

众心目里的公主就该有那样天真烂漫、
无忧无虑的声音。

同样 ， 施 融 的 配 音 也 与 男 主 角 的

原 声 有 差 距 。 原 声 是 个 低 沉 的 嗓 子 ，
施融的声线却是明亮、 温暖兼具高贵，
更贴合中国观众对于白马王子的想象。
而童自荣潇洒又华丽的嗓子 ， 让 那 位

带点萌带点滑稽 、 又对茜茜公 主 死 心

塌地的博克尔上校栩栩如生 。 给 苏 菲

皇太后配音的曹雷也是如此 ， 她 替 角

色多 加 一 抹高傲冷冽 ， 一个总是跋扈

偶尔悲悯的、 视皇权如生命的女强人形

象入木三分。 按中国审美、 中国文化进

行二度创作， 塑造一个个人声合一的角

色， 这不仅是 《茜茜公主》 三部曲里所

有 主 角 配 角 都 个 性 分 明 的 一 大 原 因 ，
也是上译厂经典作品流芳多年 的 重 要

缘由。
当年为苏菲皇太后配音的曹雷后来

回忆 ： “上译厂讲究 ‘剧本翻 译 要 有

味 ， 演 员 配 音 要 有 神 ’ ， 从 集 体 看 原

片 、 翻译初稿 、 导演和口型员 核 对 翻

译稿开始 ， 直到鉴定补戏 、 修 改 、 混

录 ， 一部影片的译制过程至少 要 走 过

10 个步骤。” 迷人的 《茜茜公主 》， 与

其 说 是 颜值永恒 ， 不如看成台前幕后

的匠心合成。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范昕

神话“超强IP”有了完整的当代图释
朱新昌国画绘就100幅《山海经》在沪展出

《山海经》正在成为撬动文化创意

产业的超强IP。 《捉妖记》《花千骨》《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 等一批热门影视剧

均从《山海经》中汲取灵感。 而对于这

部蕴含着无穷无尽想 象 力 的 中 国 古

代典籍，本与其有着深厚渊源的传统

绘画 ， 却似乎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缺 少 完

整、系统的当代视觉观照。 最近，这个

空白被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国家一级

美 术 师 朱 新 昌 填 补———他 花 两 年 时

间、以100幅工笔画重释《山海经》。 眼

下，这些瑰奇画作正于八号桥艺术空

间举办的朱新昌 《山海经 》图 绘 艺 术

大展上，集中呈现在人们眼前。
“创作一幅画和创作一百幅画是

完全不同的概念， 画家最忌陷入程式

化， 而朱新昌的创作没有让人产生审

美疲劳， 反而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觉

世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

时安直言。

用当代审美复活关
于上古神怪的想象

“画 《山海经》， 最大的难度就

在于为书中角色造型。” 朱新昌向记者

坦言 。 一方面 ， 《山海经 》 可 谓 一 部

“大荒怪谈”， 博记四海的山川方国、 奇

鸟异兽， 绝大多数内容出于天马行空的

想 象 ， 谁 都 没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看 到 过 ，
“怎么画得让人相信这个神兽就是这个

样 子 的 ” 着 实 考 倒 了 他 。 另 一 方 面 ，
《山海经》 又称 《山海图》， 在传播过程

中有图文并茂的特点， 本就留下古人创

作的大量 《山海经》 图像。
最终， 朱新昌决定用当代审美复活

上古神怪 。 在他画的 《山海经 》 系 列

中， 造型方面看得出汉代画像砖、 京剧

脸谱等传统美术的影子， 细微之处却不

乏卡通般的趣味。 “平时我会看些卡通

片， 尤其喜欢宫崎骏的动画， 特别佩服

里面丰富的想象力和可爱的造型。”朱新

昌直言。 书中角色形象被适度夸张、 变

形， 这些并不十分写实的图样似乎形成

一种颇具象征意味的现代抽象构成。 画

面人物线条、 水波纹路略带装饰感， 这

正是一种深受当代人喜爱的视觉特质。
朱新昌也用斑斓、 明丽的色彩丰富着传

统国画的表现力。 “传统国画用的是矿

物质颜料， 色彩很有限， 这次除了国画

颜料， 我还特意选用了一些国外的水彩

颜料。” 诸多的尝试， 让朱新昌的 《山

海经》 图绘与古人笔下的 《山海经》 拉

开了距离。

“脑洞大开”的想象力
让异兽变得可爱

长着八个脑袋的水神天吴， 一个头

十个身子的何罗鱼， 一个身体三颗脑袋

的 “三首国” 之人…… 《山海经》 里充

斥着荒诞不经的神怪异兽， 仅听文字描

述， 难免让人感到恐怖。 朱新昌画 《山
海经》， 不仅仅将古书图像化、 视觉化，
他还希望通过自己的画笔， 让人们喜欢

上这些传说中的神奇生物， 让古老的神

话以美的方式永久流传。
“塑造神话的形象， 我认为应该现

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色彩兼具。 《山
海经》 的创作思想中本来就驰骋着浓郁

的浪漫主义。” 朱新昌说。 比如， 怎样

让没有脑袋、 以乳为眼睛、 以肚脐为嘴

巴的刑天变得不那么恐怖， 甚至可爱起

来？ 他借鉴了京剧脸谱中大花脸等带有

装饰性的手法， 给刑天重新画上眉眼，
使得这个形象具有了美的观赏 性 。 又

如， 《山海经》 里记载的女娲形象实为

人面蛇身， 现实创作中他却在反复斟酌

后将女娲塑造成身着长裙的形象， 这裙

摆却又是极显 “身材” 的， 让人能够

隐约想象裙摆之下婉转的蛇身。
创作过程中，朱新昌想象造型，也

想象意境、情节。像是《山海经》里有个

贯胸国，这个国度的人胸口都有个洞。
古人画这个桥段时， 往往画一人胸口

被竹竿贯穿，两人挑着竹竿走。朱新昌

则在画面中增添了背景天空中的群鸟

飞翔、争相观看。 “我想画的《山海经》
不是古书的附庸， 而是画面有自身的

艺术性，有文字里没有的东西。 ”
值得一提的是， 朱新昌在 《山海

经》 图绘中尽展的想象力不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 “没有生活依据的想象

会让我觉得不踏实。 创作 《山海经》
的那段时间， 我格外留意身边稀奇古

怪的事物， 总想着能不能把它们用到

创作中。 有一次我在连云港的一个海

洋公园里， 看到一排墙上有海洋里各

种奇奇怪怪生物的雕塑， 有不少我从

没见过， 就赶紧用相机、 速写把它们

记录下来， 后来这些海洋生物有的就

成了我创作的原型。”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培成

直言： “创作神话故事， 想象力非常

重要。 朱新昌画的 《山海经》 对于后

人创作神话将是重要的借鉴。”

他让灰姑娘舞动在“至暗时刻”的二战伦敦
———访“鬼才编舞”马修·伯恩

继《天鹅湖》《睡美人》之后，英国

编舞家马修·伯恩将携舞剧《灰姑娘》，
再次回到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
在古典芭蕾名作基础上进行解构甚至

颠覆，是这位“鬼才编舞”最具代表性

的艺术标签。 这一次的《灰姑娘》同样

不走寻常路， 改编了由普罗科菲耶夫

作曲的经典芭蕾舞剧， 并把故事背景

设定在二战时期的伦敦。
“我将我的舞团命名为‘新冒险’，

这些年来我的每部作品都在践行同样

的 事———让 那 些 曾 经 家 喻 户 晓 的 故

事，重新在当代焕发生机，并培养更多

‘未来的观众’。”昨天面对沪上媒体采

访时，马修·伯恩自信地说。

每部舞剧都是“新冒险”

在这版舞剧中， 灰姑娘将舞动在

“至暗时刻” ———二战时期炮弹横飞

的伦敦 。 “普 罗 科 菲 耶 夫 于 上 世 纪

40 年代为舞剧 《灰姑娘 》 配乐 ， 音

乐似乎也沾染了那时的气息， 我想让

新编舞剧同样浸淫在这样的氛围中。”
在马修心中， 灰姑娘似乎生来就属于

那个时代： 伦敦普通市民饱受空袭、
流弹之苦， 情侣往往转眼间就可能天

人永隔 ， 因此 人 们 非 常 容 易 坠 入 爱

河， 追求及时行乐； 而灰姑娘也总是

在和时间赛跑， 要在午夜前抓住每分

每秒的幸福。
于是， 童话故事里的王子， 转身

成为舞剧中受伤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

员， 而灰姑娘最终与他跨越战火， 迎

来幸福结局。 “如果我拥有时光机，
真想穿越回那段时期。 就像丘吉尔在

演说中讲的那样， 所有英国民众紧紧

团结在一起。 而且， 我的祖辈是亲历

者， 小时候我就常听他们和我诉说当

时的故事。” 和不少当代英国人一样，
马修希望重新回顾那些不容忘却的历

史， 甚至还以自己两位祖辈的名字，
命 名 了 《灰 姑 娘 》 中 的 两 个 角 色 。

“这部舞剧和我有强烈的情感联结，贯穿

‘家庭 ’‘冲突 ’‘时间 ’和 ‘生死 ’四大主

题，我相信观众会为它流泪。 ”
马修首次制作 《灰姑娘 》是在 1997

年，即将首度来沪的则是 2017 年的复排

版。有评论表示复排版视听效果更动人，
具有电影般的质感。根据列兹·布拉瑟斯

顿的服装与布景设计， 无论是灰姑娘身

上的灰色衬衫，还是断壁残垣、圣保罗大

教堂的阴影、地铁站的灯光等，都还原出

了战乱中的伦敦， 列兹还因此斩获奥利

弗奖。

赋予芭蕾艺术全新的生命力

全男版《天鹅湖》、哥特版《睡美人》、
绝望和严峻并存的 《红菱艳》、 二战版

《灰姑娘 》……不难发现 ，马修·伯恩热

衷于对经典舞作进行“大手术”，甚至有

人说他喜欢给舞蹈界投“重磅炸弹”。
比 如 1995 年 ， 马 修 里 程 碑 式 作

品———全男版《天鹅湖》首演后，有观众

中途离场表示不满， 评论界也引起巨大

争议， 但该作在今天已成为英国阖家观

赏的热门剧目。“我会质疑很多传统舞剧

中的角色性别， 想象他们能否由另一种

性别演绎。 ”马修坦言，当时制作全男版

《天鹅湖》， 意在改变很多男舞者沦为女

舞者陪衬的现实，而在 23 年后他欣喜地

看到， 已有越来越多年轻男孩敢于从事

芭蕾事业，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今天的英国，并没有那么多人喜

欢到剧场里看芭蕾， 解构那些经典作品

可以吸引更多观众的眼光， 这也赋予了

芭蕾艺术全新的生命力。” 在马修看

来，芭蕾和其他剧场艺术一样，将所有

事物真实呈现在眼前，“那些经典舞剧

中的故事可能已离我们很遥远， 我所

做的解构甚至 颠 覆 是 为 了 让 观 众 觉

得 ， 它们应该是 现 实 生 活 中 会 发 生

的。 ”如果一开始观众不接受、不认可

怎么办？ “我依然会继续‘新冒险’，至
于其他的，时间自会证明。 ”

曾有评论人认为， 马修的舞剧令

人感到如音乐剧般流畅与动感。 这位

“鬼才编舞” 坦言， 使舞剧呈现出电

影或音乐剧般的质感， 都旨在为当代

芭蕾赢得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有其

他从业者问我， 你的舞剧为何总是那

么卖座？ 到剧场里看吧， 它们会告诉

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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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演唱会，昆曲人也想唱一场
创新以演唱会形式传播昆曲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 昆曲演员

张军昨天在静安区文化馆举办发布会，
宣布 5 月 18 日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

化中心， 唱响他的 “水磨新调” 新昆曲

万人演唱会。
万人级， 这是很多流行歌手也要掂

量一下的演唱会体量， 张军打算挑战一

把。 发布会上， 张军选了几首曲子 “试
嗓”。 依旧是昆曲的水磨腔， 搭载全新

的流行编曲， 虽然还只是 “初样”， 就

已经让现场有些沸腾。 600 岁的昆曲如

今有了年轻观 众 ， 张 军 想用演 唱 会 形

式 把 这 股 传 统 文 化 热 再 推 进 一 步 ：
“唱给一万名观众听， 也让现场万名观

众齐唱昆曲。”
万人齐唱昆曲， 放在今天似乎是闻

所未闻。 但在昆曲最兴盛的明代， 每年

中秋举行的虎丘曲会， 就是全民参与的

流行文化盛事。 袁宏道的 《虎丘记》 如

是描绘： “每至是日， 倾城阖户， 连臂

而至。” 直至身处明末清初的张岱依旧

在 《陶庵梦忆》 中念念不忘： “席席征

歌， 人人献技， 南北杂之， 管弦迭奏。”
据传卜世臣的新剧 《冬青记》 在虎丘演

出， 更是出现 “观者万人， 多泣下者”
的盛况。

数百年前的盛景， 有没有可能在传

统文化迎来大好时光的今天重现？ 张军

试图用演唱会给出 一 条 探 索 路 径 。 20
年前， 他与 “昆三班” 同学以当时流行

的文艺晚会形式， 把 《牡丹亭》 “化整

为零” 以数分钟的片段穿插讲解普及展

示。 数十年如一日地市场培育， 有了今

天昆曲的 “撩人春色”。 当年大家伙的

“不破不立”， 带给张军启示———一定要

找到与当下时代相呼应、 与年轻人最亲

近的传播方式。 跨界流行音乐、 举办演

唱会， 就是为从未接触昆曲的年轻人，
搭起一座通向 600 岁昆曲的桥。

演唱会上， 昆曲也不再是戏台上的

模样， 而是经过当代音乐人全新编配的

水磨新调。 《水磨新调》 最早是张军在

2012 年发行的一张专辑 。 专辑中 ， 依

旧是 《山桃红》 《懒画眉》 《江儿水》
等昆曲原本的曲牌与唱腔， 不过在音乐

人彭程编配下， 搭载吉他、 小提琴、 萨

克斯等西洋乐器， 与电音、 爵士等各种

音乐元素互相碰撞。 此次走上 “梅奔”
舞台， 张军又特别新做几首曲子， 结结

实实唱满 30 首。 届时， 他不仅会有笛、
箫演奏家相帮， 一支 10 人规模的电声

乐队将给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听觉感受。
此外 ， 各领域音乐 家 、 艺 术 家 也 来 跨

界： 黄英将用女高音演绎昆曲； 新锐乐

队指行者则以流行版古诗词和昆曲 “对
话”； 《我和你》 《high 歌》 等大热流

行歌曲的幕后推手常石磊、 京剧演员关

栋天、 评弹演员高博文， 都将为昆曲跨

刀助阵。
此次演唱会由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与

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 、 SMGLive 上海

文广演艺集团、 上海韵创文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和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共同

主办。

《山海经·犬戎国》

英国编舞家马修·伯恩将携 《灰姑娘》 来沪。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茜茜公主》 三 部 曲 并 没 揭 开 真 实 的 残 酷 ， 只 到 “公 主 和 王 子 从 此 幸

福 地 生 活 在 一 起 ” 就 戛 然 而 止 ， 观 众 随 着 罗 密·施 奈 德 的 眼 神 而 沉 醉 于 茜

茜 公 主 的 梦 幻 故 事 里 。 图 为 影 片 剧 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