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观察

“寄居”模式拯救濒危剧种，可行

紫砂陶艺历史悠久， 是中华传统

艺术的宝贵财 富 ， 被 评 选 为 国 家 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宜兴因其独特的

地理特质， 加上独有的矿产资源， 使

得紫砂茶具的诞生代替陶土茶具成为

历史的必然。 中国的传统技艺特别看

重 “门派” “流派”， 传承脉络颇为

重要。 紫砂陶艺也不例外， 同样重视

师承关系和作品脉络。 紫砂陶艺的薪

火相传， 不仅需要个人的创作发展，
还需要后人来继承和发扬。 “紫砂泰

斗” 顾景舟先生以精湛的制壶技艺，
持之以恒的精神， 不仅在长达 60 多年

的抟泥奋进中创作了一大批博古通今

的传世佳作， 还为中国工艺传承培养

了一批优秀的紫砂人才。 以顾景舟为

首， 李昌鸿、 沈蘧华为代表的师门，
将紫砂陶艺这门传统手工艺发扬光大，
形成了鲜明的 “文人派” 艺术风格。

顾景舟在 《简谈紫砂陶艺鉴赏》
中指出 ： “抽 象 地 讲 紫 砂 陶 艺 的 审

美， 可以总结为形、 神、 气、 态四个

要素， 形， 即形式的美， 是指作品的

外轮廓， 也就是具象的片面； 神， 即

神韵， 一样能令人意远， 体验出精神

美的韵味； 气， 即气质， 陶艺所内涵的

和谐协调色泽本质的美； 态， 即形态，
作品的高、 低、 肥、 瘦、 刚、 柔、 方、
圆的各种姿态。” 李昌鸿的艺术创作风

格严格遵循这四个要素， 造型大气、 线

条简练、 内涵丰富； 作品形象或古朴稳

健， 或洒脱新潮， 但均基于传统而不失

创新， 富有强烈的艺术生命力。
李昌鸿常提到顾景舟的教导：“学习

紫砂成型，做得起不算是种技术，拿捏得

体才是本事”。 李昌鸿向来十分注重对紫

砂成型技艺的研究、传承和培养，基于传

统，优化提升，在不同造型、具体作品上充

分体现其独特工艺风格， 深受行家认可。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紫砂

陶的成型工艺在技法处置上对制陶工具

十分讲究，而“顾脉·李门”在延续造型工

艺的同时，更专注于造壶工具的研发和制

作。 近百年来，无论是前辈顾景舟，其弟

子、李门掌门人李昌鸿、沈蘧华夫妇，还是

其后辈传承人，对成型工具都有着极高的

热衷度。 紫砂陶的制作必须手脑并用，有

得法得手的工具是做好作品的基础和保

证。行内有句俗语，“能做好工具就能做好

各种紫砂品类的造型”， 李昌鸿通过对工

具的严苛选择和制作，来展示紫砂陶的造

型美、工艺美、材质美和实用美的真谛。
李昌鸿紫砂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组

壶即为 《竹简茶具》， 由李昌鸿和沈蘧

华夫妇设计并制作， 曾荣获 1984 年春

季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 作品为紫泥

制作 ,色泽深紫古穆， 其创作理念源于

生活又高于生活。 组壶的灵感来自于山

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 《孙子兵法》，
深受其中的竹简图片、 文字启发， 李昌

鸿将古老的竹简移于清雅的紫砂壶上，
借 “竹简” 题材， 造型成壶， 寓意壶中

澈泡茗香， 如盛满琼浆玉液， 似取不尽

的知识源泉。 此外， 竹简上刻的 《孙子

兵法》 中 “擒庞涓” 片段， 蕴藏银雀山

汉墓竹简风韵， 字为竹简隶书， 露芒藏

锋， 深入浅出， 读来秀丽而富有骨力。
竹简壶是融陶刻、 装饰、 壶艺为一体的

佳作， 壶在造型的转化下变成硬朗的竹

简， 而丝柔的中国结更是在单一中增加

了亮点， 划分壶形的上下两部分， 使整

体视觉感受更为协调， 形式美油然而增。

一把紫砂壶就是一种态度， 一种价值

观，一种生命表现力。紫砂壶所表现出的态

度，有时也是紫砂艺人的态度，他们把自己

的思想感情融入其中， 以物寄情， 托物言

志，此即为“态”。
李昌鸿紫砂艺术传承人李群创作的作

品“一言九鼎”，取自成语“一言九鼎”而创

作。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文明的见

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其自身便具有很高的

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 早期紫砂壶的创作

便有以鼎为元素的， 并着重于其外形上的

互通 ，如时大彬款 “三足圆壶 ”、吴月亭制

“三足鼎壶”等。“一言九鼎”壶肩较高，壶身

呈圆腹、似球形，重心下垂感强烈，底部三

只乳鼎足托起上部壶身，三弯流灵动有神、
极为丰润。 曲柄流畅，与壶流前呼后应，壶
嘴两边饰对称如意纹样， 似待飞的大雁的

一双翅膀，轻松、愉悦 ，“雁 ”与 “言 ”谐音 ，
“一言九鼎”之意呼之欲出。 壶把以曲线构

成，与壶嘴相呼而平衡，拉长了横向空间的

范围， 动感的嘴与把和端庄厚重的壶身既

有反差但又协调，可谓相得益彰。 取“一言

九鼎”为壶名，寓意人与人的交往及整个社

会要有原则、讲诚信。
历史上任何伟大的艺术品， 任何伟大

的艺术革新运动无不伴随着形式语

言的创造而诞生。 紫砂创造的价值

必须要有与时代接轨的特质， 同时

创造本身也离不开民族的独特文化

与土壤。宜兴紫砂壶设计随着时代发

展的变化而变化，随着艺术设计思潮

的发展及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而变

化。 “顾脉·李门”紫砂艺术在其造型

中，充分运用变化及统一，对比与协

调，比例与尺度，整体与局部，平面与

立体，透视与错局，对称和均衡，节奏

及神韵的方式，将线、面、体融合，产
生意想不到的视觉冲击。

艺术本身就是感情， 说到底是

个人意愿对社会的一种表达； 器具

是人类精神文化的载体、媒介。壶艺

的制作和产生就是为了服务生活，
我们从生活中获取美的灵感， 而又

把灵感的美带入到生活中体会。 作

为当代的紫砂人， 更应担负起对这

门传统工艺进行传承和创新的重大

责任，“顾脉·李门”的紫砂艺术的意

义正在于此。
（作者分别为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硕士研究生、教授）

《环太平洋 2： 雷霆再起》 票房疲
软并不令人意外。 从创意到桥段都因循
前作， 情结却不复当年。 相较于影片本
身， 中国普通观众和网友关于 《环太平
洋 2》 的热议焦点， 好像更集中于一众
中国演员———景甜、 张晋、 蓝盈莹， 尤
其是戏份最重的景甜， 甚至有网友开始
系统梳理 《长城 》 《金刚 ： 骷 髅 岛 》
《环太平洋 2： 雷霆再起》 “打怪三部
曲” 的景甜 “宇宙” 时间线。

而我的兴趣点则在于， 也许是时候
回顾一下 21 世纪以来好莱坞面对中国
市场打造的主流商业大片里的中国女性
形象了———其中交融混杂着好莱坞对中
国现代女性的刻板偏见与美好想象。

首先， 得把巩俐和章子怡摘出去，
她们出现在好莱坞电影里的时间早于
好莱坞的中国市场策略 ， 她们在 《尖
峰时刻 2》 《迈阿密风云》 等影片中的
功能还是作为好莱坞全球化策略中的
异国风情元素存在的 。 异国风情是好
莱坞电影自诞生以来就葆有的古老传
统和经典卖点 ， 除了采撷各国风景之
外 ， 好莱坞电影还会采集风情各异的
各国美人儿 ， 欧陆 、 非洲 、 东亚 、 拉
美……21 世纪初———如果时间点再确
切一点 ， 应该是 2008 年之前 ， 好莱
坞电影对于东亚美女的热度达到最高
值 ， 这个峰值基本上与章子怡在好莱
坞发展的峰值重合。

章子怡凭 《卧虎藏龙》 中的玉娇龙
一角进入欧美世界的视野， 在李安的电
影里， 章子怡呈现出以往中国女性角色

罕有的奔放、 野心和力量， 为了实现自
主甚至不惜陷自己于失控之绝境， 是电
影人物长廊中超具现代性的中国女性。
叠印着玉娇龙的影子， 西方世界也认知
了一个野心勃勃锐意进取、 目的与手段
都很直接、 有效的中国女演员———章子
怡。 然而， 如此一个崭新的章子怡一旦
被纳入到好莱坞的谱系里， 分配给她的
角色依然是陈腐的， 甚至只是作为一件
极具东亚风情的陈列品 ， 《尖峰时刻
2》 里的胡莉跟片中陈列的兵马俑、 红
灯笼的功能相仿。 巩俐的境遇更尴尬，
以张艺谋作品女主角进入西方世界视野
的她， 被纳入到好莱坞的谱系里， 其功
能定位就类似于意大利女星莫妮卡·贝
鲁齐。

除了巩俐、 章子怡在好莱坞大片中
的角色 ， 还有 《功夫之王 》 中的刘亦
菲、 李冰冰， 以及成龙在好莱坞拍摄的
动作片里的中国女性角色———比如 《环
球旅行 80 天》 里的莫文蔚， 她们都跟
我今天要讨论的女性角色 大 不 相 同 ，
她们是按照好莱坞全球化策略生产出
来的标准化传统中国女性 ， 无论是从
服饰造型还是人物设定 ， 都沿袭着全
球观众对于中国女性的旧有认知和既
定想象。

可 《钢铁侠 3》 里的范冰冰、 《变
形金刚 4》 里的李冰冰 、 《碟中谍 5》
里的张静初、 《独立日 2》 里的杨颖 、
“景甜三部曲” 里的景甜， 不论她们的
戏份多少， 形象塑造是否成功， 这些女
性形象是新的， 她们是好莱坞大片中完

全不同以往的中国美人儿。
先来看看她们的人设： 清一色高知

职业女性， 科学家、 高级警司或者大集
团的掌门人， 反正都是很有能量的人。
她们在片中的功能不再是常见的被拯救
者 、 被 牺 牲 者 、 被 爱 慕 者 、 被 觊 觎
者———无论是其中哪一种， 其实质都是
弱者， 而这些新女性往往在主角遇到困
难时提供或脑力或财力的援助， 这妥妥
的是强者啊。

这种设定当然有讨好中国市场之
嫌， 考虑到现实生活里中国女性的杰出
有目共睹， 这种设定其实也符合当下世
界对中国现代女性的认知。 但如果你以
为好莱坞对于中国现代女性的态度就是
如此善意， 那就把好莱坞想简单了。 好
莱坞电影一直存在两种话语体系， 一种
是叙事话语， 另一种是画面或者是说视
听的话语， 很多时候， 前者是谎言， 后
者才是真话。 比如好莱坞有不少所谓的
反战导演， 他们的电影从叙事层面上是
反暴力的， 但是从视听语言层面， 简直
就是暴力狂。

这些专注于中国市场的好莱坞大
片， 从叙事层面上给予了中国现代女性
非常正面的设定， 但是从视听语言层面
上细究， 好像又不尽如此。 因为这些角
色出场时间一般都不多， 所以我们重点
来看看她们的服装、 化妆、 道具———好
莱坞工业有多术业有专攻就不用赘述
了， 对于一个人物， 哪怕一个配角， 她
的服化道都不会乱来。

这些女性角色的服装清一色几乎

都是制服 ， 或者是全身一色 、 棱角分
明的职业套装 （其实也是一种变体的
制服）。 制服， 在电影里往往代表的是
褪去个人色彩 ， 与之匹配的是 ， 这些
女性角色基本上都是中性或者无性的，
她们在片中只提供主角需要的专业援
助 ， 而不承担与男主角谈情说爱的情
感功能。 男女角色之间没有情感互动，
这在好莱坞大片里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但这些中国美人儿———范冰冰 、 李冰
冰 、 杨颖……都是青春正好 、 卓有风
情的女演员 ， 却在这些大片里统统变
成了木头人。

从化妆的角度上看， 这些好莱坞大
片对中国女演员的态度更加不友好， 无
论她们在片中有怎样的职业设定， 一律
暗色系大浓妆， 浓重的眼妆加封闭型的
眼线， 刻板规整的唇线加暗色、 厚重的
唇膏， 这样的妆容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
欧美世界， 都是偏于负面角色的效果。

当然， 在这些女演员中景甜是一个
特例， 因为在多方制片力量斡旋中， 只
有 “景甜三部曲”， 中资力量拥有强大
的话语权， 所以景甜在影片中的形象得
以部分地破除了好莱坞对于中国现代女
性的限定， 不仅在妆容上突出了东方的
细腻与娇媚， 而且服装也因为加入了喇
叭水袖这一东方元素， 而破除了套装带
来的僵硬感。 也正是景甜这个特例让我
们看到， 好莱坞并不是不会塑造现代的
中国女性， 只是不愿。

（作 者 为 中 国 电 影 资 料 馆 副 研
究员 ）

好莱坞视野中，
景甜跟章子怡有什么不同？

周舟

艺术的生命在于传承和创造

李千蕙 李芃

———谈 “顾脉·李门” 的紫砂陶艺风格

章子怡凭借《卧虎藏龙》（左图）进入欧美的视野，但好莱坞给她

的角色十分陈腐。 近年来，《环太平洋 2》中的景甜（中图）、《变形金

刚 4》中的李冰冰（右图）等人则塑造了全新的中国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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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 《文汇报》 上看到一则新

闻： 按照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

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要

求， 有关部门于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戏曲剧

种普查。 目前， 普查先期工作已经完

成， 数据显示全国 （统计数据暂不包

括香港、 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 共有

剧种 348 个。
这 是 个 令 人 惊 喜 的 数 字 。 2010

年， 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和

探索》 一文中提供的数据是： “历史

上 我 国 曾 有 戏 曲 品 种 394 种 ， 1949
年统计时为 360 种 ， 1982 年统计时

为 317 种， 而 2004 年我国戏曲品种

仅为 260 种左右， 短短几十年间损失

了传统剧种 134 种， 占戏曲品种总量

的 35% 。 ” 现 在 是 348 个 ， 比 2004
年的 260 多了 84 个。 这说明国家对

传统文化的推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不过 ， 短短十一二年里就增加了 84
个剧种， 几乎多了三分之一， 这又让

人觉得有点困惑： 这么多剧种是如何

复活的？
对此， 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办

公室副主任王晓珊解释说： “从前一

般只做国办团体， 现在重点反而在民

间班社， 像当地有不少季节性的民营

团体， 有的一个人挂名好几个剧团，
还有的民营团能演七个剧种。” 也就

是说， 两种算法都是有道理的， 但统

计方法不一样。
这个方法的改变非常重要。 一方

面， 俗称 “草台班子” 的民营剧团在

全国戏剧演出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非常

大； 另一方面， 民营剧团更少受到条

条框框的限制， 不少团突破了单一剧

种的常规 ， 还 “抚 养 ” 了 其 它 的 剧

种———例如杭州的特产 “杭剧”。
杭剧这个剧种很少有人熟悉， 不

仅我这个看了数千出戏的戏剧研究者

从未听到过， 就是去问杭州人， 大多

数也不知道他们居住的城市还有个曾

经火过好几十 年 的 特 产 剧 种 叫 “杭

剧”。 因为整整半个世纪来， 杭州已

经见不到任何独立的 “杭剧团” 了，
所以它肯定不在 2004 年调查的 260
个剧种里， 但进入了最近统计出来的

348 这个数字 。 它并没有彻底消失 ，
但也没能完全独立地生存， 而是 “寄
居” 在了其它剧种的剧团里。 杭剧的

运气不错， 有至少两个 “寄主”， 剧

种还完全不一样， 除了一个民营剧团

的 “寄主” 黄龙越剧团， 还有一个国

营剧团的 “寄主” 杭州市滑稽剧团。
一位叫陈漪的研究者通过大量田

野调查和文献考据得出结论： 杭剧近

年来的生存基本上是靠了这两个寄主

的帮助 。 她还 据 此 首 创 了 “寄 居 剧

种” 这一概念。 在我看来， “寄居剧

种” 概念以及相关的实践建议不仅适

用于杭剧这一不怎么知名的小剧种，
其实也反映了 当 下 许 多 濒 危 的 “非

遗” 文艺样式的生存状况， 值得在更

大范围内展开研究， 有助于全面摸清

传统文化的现 状 ， 并 明 确 今 后 的 保

护、 发展措施。
换个角度来看， “寄居剧种” 在

演艺业的文化生态中其实也并不能算

太 罕 见———昆 曲 就 曾 经 常 性 地 “寄

居 ” 在明显以京 剧 为 主 的 “京 昆 剧

团 ” 里 ， 而现 在 那 种 “能 演 七 个 剧

种 ” 的 民 营 团 体 就 简 直 是 “群 居 ”
了。 但是大多数研究文化生态学的学

者却并未特别注意到戏曲的 “寄居现

象”。 为什么呢？ “文化生态学” 是

西方人提出来的新理论， 而 “剧种”
是中国传统戏曲独有的概念， 特指戏

曲内部因方言、 声腔的不同而形成的

几百个不同的种类。 在中国， 话剧、

歌剧、 哑剧、 音乐剧都不能称为 “剧
种 ”； 而在日本 ， 连能剧 、 歌 舞 伎 、
文乐 （偶师上台当众操纵的木偶戏）
这些传统戏剧形式也不叫 “剧 种 ”，
也许就因为其间的差别太明显了。 和

所有其它国家 的 戏 剧 分 类 相 比 ， 我

国戏曲的剧种 数 量 多 到 几 乎 有 点 不

可思议。
戏 曲 不 太 容 易 吸 引 现 在 的 年 轻

人， 随着普通话的快速普及， 各剧种

据以相互区别的主要依据之一———方

言也离年轻人越来越远。 一个剧种的

生存需要大量的配套资源， 既包括物

的条件， 如永久性的练功、 排练的场

所； 更重要的是人的要素———编剧、
导演、 表演方面的人才； 还有一个最

重要也最难创造的条件———一大群愿

意经常花钱买票来看这种戏的观众。
对于那些濒危剧种， 选取适合的 “寄
主” 让其 “寄居” 一段时间， 用适当

的投入来探索复兴剧种和拓展市场的

路子， 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折衷办法。
“寄居” 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可

能有几种不同的前景。 最好的当然是

时来运转， 像昆曲曾经经历的那样。
也有的剧种会和 “寄主” 程度不等地

相互融合———其实京昆也有过不少融

合， 但各自还是独立着， 而较小的剧

种就有可能与 “寄主” 融为一体， 或

者多少失去原有的 “剧种特色”， 甚

至被人视为 “四不像”。 其实这也未

必 一 定 是 坏 事———如 果 观 众 爱 看 的

话。 路应昆教授最近在 《从百年前粤

剧的转型看当今戏曲的出路》 一文中

对 “剧种特色” 提出了精到的见解：
粤剧在民初开始的 “转型” 很值

得注意： 大量编演紧贴现实的新剧以

替换老套故事， 脚色行当从十大行变

成了 “六柱制”， 唱念语音以粤语代

替 “官话”， 唱法改假嗓为平喉， 唱

腔不再以梆黄 （梆子、 二黄） 为主，
而是大量吸纳小曲、 “时代曲” 乃至

外国歌曲之类， 伴奏引入了萨克斯等

西洋乐器， 舞台美术也花样百出， 等

等。 经此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 剧种

面目大大改观， 清代粤剧的 “剧种特

色” 实际上舍弃了大半。 按照今天的

剧种概念， 转型后的粤剧可以说已变

成了另一个剧种， 以致有研究者认为

经过了那一场 “转”， 今天意义上的

粤剧才算真正形成……当年艺人之所

以要那样大动干戈地变革， 当然是为

了赢得更多观众， 开拓更大市场。
所以， 只要能赢得更多观众、 开

拓更大市场， 剧种特色的改变和融合

并不可怕。 中国之所以有这么多戏曲

剧种， 主要是因为以前交通不便， 方

言不通； 现在人员流通愈益便捷， 大

家都说普通话了， 某剧种的戏迷换了

个地方往往找不到该剧种的同好， 要

想清唱、 票戏都很难。 有失也会有得，
在失去某些老特色的同时可以创造新

的特色。 其实西方的音乐剧也有很不

相同的风格， 无剧情的 《猫》 《长发

侠》 和改编自法国小说的年代剧 《悲
惨世界》 《剧院魅影》 完全不一样，
但并没有人要把它们分为不可混合的

不同剧种， 因为那里的演员大多一专

多能， 可以演各种类型的音乐剧。 所

以， 如 果 我 们 的 戏 曲 演 员 能 因 为 有

更多的剧种寄 居 共 处 而 做 到 一 专 多

能———甚至“能 演 七 个 剧 种 ”， 他 们

也 将 会 有 更 多 的 机 会 、 更 广 阔 的

前 途 。
陈漪的研究证明， 学习诸如 “文

化生态学” 之类的西方前沿理论可以

启发我们找到新的视角， 但简单套用

人家的理论还 是 很 难 解 释 中 国 的 现

象； 而从中国社会的土壤出发， 则完

全可以发展出我们自己的理论来。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从全国地方戏曲剧种由 260 个增加到 348 个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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