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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电影院”上线
手机和院线有望“零时差”

旅 游 途 中 无 法 观 看 新 上 映 的 影

片，工作繁忙无暇抽身去影院，想看的

小众电影没有排片， 大师新作一遍看

不懂……即日起， 中国电影迎来一种

新业态，目标便是解决上述所有问题。
一款名为“移动电影院”的产品昨

天发布。 与以往视频网站放电影略有

不同，这款手机 App 首次实现了移动

端与公映院线“零时差”同步。换言之，
电影院正在放哪些新片， 手机上就能

同步购票观看， 移动端票款计入中国

电影总票房。 以该产品试运营期间的

影片为例 ，《脱单告急 》《第三度嫌疑

人》《香港大营救》 都是正处公映秘钥

期的院线片。
2018 年第一季度 ， 中国的移动

用户已达到 14.7 亿； 2017 年， 中国

手机视频用户为 5.25 亿 ， 且平均每

天有 2.9 亿人次消费长视频。 移动观

看的大气候已成， 现在 “零窗口期”
又来了， 看电影将变得更自由随性。
那么， 新业态真的会带给中国电影颠

覆性的变革吗？

发行放映无盲区，有网
络的地方就能看电影

线上线下影片同步公映，这是“移
动电影院”的核心卖点。如果说线下看

实体电影，有着定时、定点的仪式感，
那么线上看院线片， 享受的则是观影

时间可控、地点可控、私密性可控。 用

移 动 电 影 院 CEO 高 群 耀 的 话 来 说 ，
“在家泡澡时观看一部院线片”， 这就

是“移动电影院”的独特优势。
事实上， 仅用改变观影方式来概

括新业态的意义，未免狭隘。在专家看

来，线上同步观影，最大的受益者不在

大都市。 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所

长张伟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准不断提

升， 影院观影的消费需求也在急剧飙

升。但在一些人口低密度区域，实体影

院并不能适配区域的观影需求。”数据

显示，2017 年， 国内有 350 个县级行

政区没有实体电影院， 覆盖常住人口

总数超过 7000 万；912 个县级行政区

只有一家实体电影院，覆盖常住人口

总数超过 2.7 亿。 这意味着，中国大地

上发行放映的盲区不在少数。
高群耀举了个例子：“春节期间，

《红海行动》掀起观影热潮。 但在城市

院线覆盖不到的地方 ， 比 如 祖 国 边

防 、南海之上 ，我们的子弟兵却无法

同步观影。 ”消弭发行放映盲区，这是

“移动电影院”的一大贡献。 只要有网

络的地方，手机里的电影院就能开到

哪里。

差异化发行势在必行：
给小片多条生路，倒逼影院
提升体验

张伟透露了一对数据：“2017 年，
我国拿到公映许可证的影片总共 970
部，实际在院线公映的为 420 部。 ”而
在年度总票房 559 亿元里，排名前 20
位的电影拿走了约六成票房。 盈利的

是小部分，这已成为电影圈共识。 尤

其在春节、国庆、暑期等黄金档期，实

体院线更是非大片不可见，非大公司

出品无力参与竞争。
“移动电影院 ”到来后 ，类似 《百

鸟朝凤》 的文艺片或有缘登上春节、
国庆等超级档期，影迷也可在春节看

完商业大片后多些 “清粥小菜 ”换换

口味。 为了满足影迷需求，该 App 上

还设有解说功能，那些独具匠心的导

演心思、 晦涩难懂的文艺片暗线，都

能通过线上专家解说，一一解惑。 据

悉，产品还在不断研发中。 今年暑期，
线上直播首映式 、HD 版本等升级内

容有望上线。 届时，影迷能躺在家中

尝鲜零点场。
院线片延伸到了随时随地，实体

影院怎么办？ 业内专家表示，差异化

发行 、多渠道发行 ，是电影大国向电

影强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艺术电

影联盟、 线上院线逐步形成气候，传

统的实体影院是时候把 提 升 观 影 体

验、观影服务放到日程上来了。
高群耀说 ：“我们的 定 位 从 来 不

是取代实体院线，而是成为它的有益

补充，帮助更多影片实现上院线放映

的心愿。 计划用五年时间，为中国电

影增加 10 亿块‘银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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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蹭热点”，
影响的是影视业的创作生态

王彦

一个点子火了， 一批创作蜂拥而

至， 时下， 这情形竟成为需要丰富创

作想象力的影视业的通病， 这样 “省
事省力” 的 “蹭热点” 博点击量， 已

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创作生态。
3 月 6 日， 一微博 “网友” 发布

了一则自己天 马 行 空 畅 想 的 故 事 梗

概。 故事围绕四名才智兼备的女性展

开， 强调女性不论年纪都可以活得美

丽而自由， 取名 《淑女的品格》。 彼

时， 网络上关于 40 岁以上女演员没

有好角色可演的舆论正沸腾， 如此创

意很快就登上微博热搜榜， 广大网友

不仅热赞， 还提名俞飞鸿、 陈数、 曾

黎、 袁泉出演。 5 月 8 日晚间， 一家

片方宣布， 电视剧 《淑女的品格》 正

式立项， 且已邀请到当时发布故事梗概

的微博网友参与创作。 可让人始料未及

的是， 在相关部门的网络公示中， 仅 4
月份就有三部以 “淑女” 为名的剧集备

案， 两部 《淑女的品格》、 一部 《淑女

的格调》。 除了名字撞车， 故事大纲也

换汤不换药， 无非是四位女性、 职业各

异、 独立奋斗。
记得前几年，央视播出的《大哥》颇

受好评，随后就有《大姐》《兄弟》《嫂子》
《妻子》前来“攀亲戚”；《中国式离婚》热

播后，《中国式结婚》《中国式婚姻》《中国

式再婚》 誓把婚姻分析透彻；《回家的诱

惑》曾创下收视纪录，结果《回家的欲望》
《欲望的阶梯》《妻子的谎言》《丈夫的谎

言》都沉迷于夫妻之间、婚姻内外的杯水

风波……
创作者的动机很明显， 要在万类霜

天的影视圈里争夺宝贵的观众注意力，
最省事的办法便是跟风和蹭热点。 跟风

相当于模仿复制， 直到在同一题材里掘

地三尺， 把观众的新鲜感透支殆尽。 蹭

热点的 “性价比” 更高， 它往往连模仿

都不需要， 有个以假乱真的名字足矣。
比如 《裸婚时代》 之后， 有部 《裸嫁时

代 》 ； 《潜 伏 》 之 后 ， 有 人 拍 了 《错

伏》； 而电影 《我不是潘金莲》 成了热

门话题， 网络大电影领域便有潘金莲和

西门庆扎了堆……
都说中国的影视创作正处于前所未

有的黄金时代，电视剧年产量 1.4 万集，
电影一年取得公映许可证的达 970 部。

但其中的确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
片名、剧名的雷同，其实是创作雷同的

必然结果。背后是创作者们疏于原创，
而是热衷走捷径， 搭便车的 “创作逻

辑”。难怪观众常有感觉，明明新剧、新
片不断，可不落俗套的却只寥寥几部。

创作者们总是集体蹭热点， 这是

名头上的狐假虎威、 投资上的急功近

利， 更是创作上的投机取巧。 它或许

符合商业逻辑， 但归根结底是对自身

原创能力的不够自信。 更可怕的是，
同质化的 内 容 虽 在 短 期 内 迎 合 了 市

场， 却低估了观众日益提升的品位和

多元化需求。 几次三番集体蹭热点，
折损的终将是观众的信任、 期待与整

个市场的潜力。

九国作家齐聚思南读书会
与文学爱好者分享“世界文学的共性和多元”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筱丽）来自加

拿大、法国、智利、捷克等九个国家的九

位作家齐聚前晚举行的思南读书会，以

“世界文学的共性和多元”为主题，与沪

上的文学爱好者们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每一种语 言 都 有 自 身 的 美 丽 之

处， 诗歌能否翻译，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作者 ， 取决于诗歌本身的语言 和 目 的

语， 语言和内容应当在翻译过程中相辅

相成， 译者不可以自我的想法为中心。”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芭芭拉·保加可尼克

认为翻译诗歌的过程能够使得译者学会

谦逊。
如何处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是

小说家们长久以来在写作中碰 到 的 难

题。 “生活中多样的情绪，个体的爱恨情

愁或者生老病死， 都是小说家作品当中

想要表达的， 将真实生活的零散碎片拼

贴还原，给读者以原貌是作家的职责。 ”
丹麦作家福劳德·欧尔森表示。对于现实

主义的理解每个国家的作者也都不尽相

同， 意大利作家兼汉学家雪莲谈到了中

国现实主义与西方现实主义的差别，在

她眼里， 现实主义在中国作家的笔下更

为温和， 常常用幽默的语言来描述一些

比较戏剧性的事情和故事。 而在西方文

学里，现实主义就意味着残忍和严酷，有
时甚至会让读者不适。

作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拉美文学的独特现象不容忽视，
但普通读者往往会给拉美文学 贴 上 如

“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拉美诗歌=
聂鲁达”固定标签。 智利学者罗伯特·艾

多认为， 这个现象的产生缘于拉美文学

较为夸张的表现手法， 文字中强烈的异

域风情往往让读者忽略其背后的文化内

涵，但若细细阅读，拉美文学中对于现实

的思考、 对于历史的回顾和在创作中叙

事角度的转换都值得深究。
参加读书会的九位作者都参加了于

上月正式启动的“鲁迅文学院 2018 国际

写作计划”，该项目意在推动文学国际交

流和互动， 为不同地域背景的作家提供

平台，探寻共通的文学精神。

文化

“上芭版”《睡美人》今晚世界首演
上海芭蕾舞团用“衡量芭蕾舞团古典作品演出水准标尺”之作呈现海派芭蕾风尚

在上海国际舞

蹈中心， 上海芭蕾

舞团首席明星吴虎

生和主要演员戚冰

雪 正 在 排 练 舞 剧

《睡 美 人 》 第 三 幕

“婚礼大双人舞”。 在这段双人舞中有

一组精彩的三连 “鱼跃”， 舞段结束

也极为优美， 扮演奥罗拉公主的戚冰

雪脸离开地面仅十几厘米， 双腿高高

悬在空中， 扮演德西雷王子的吴虎生

则在完成优雅 动 作 的 同 时 “举 重 若

轻”， 仅用单臂将公主 “定” 在空中，
对演员控制力的要求极高。

国际芭蕾舞名团必修课 “柴可夫

斯基三部曲” 之中， 《睡美人》 堪称

巅峰之作， 是 “衡量芭蕾舞团古典作

品演出水准标尺” 的作品。 上芭全团

已从 4 月 29 日开始进入每天两次全

剧联排， 终于迎来今晚的世界首演。

世界首演，意味着不能松懈

在 柴 可 夫 斯 基 逝 世 125 周 年 之

际， 上海芭蕾舞团摘下了 《睡美人》
这颗芭蕾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 上海

芭 蕾 舞 团 团 长 辛 丽 丽 表 示 ： “2018
上海芭蕾舞团版 《睡美人》 就音乐、
故事和舞蹈而言， 是我们对纯正古典

芭蕾风格的继承； 而就舞美、 服饰和

灯光设计而言， 是全新的、 独一无二

的， 属于上海芭蕾舞团的创作。 《睡
美人》 的全球首演， 意味着我们上海

芭蕾舞团的艺术实力、 管理制作都登

上了新的高度。”
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拥有上海芭蕾舞团独特海派艺术风格

的 《睡美人》 才得以诞生。 这也标志

着上海芭蕾舞团对芭蕾艺术的不懈传

承与创新 ， 以 佳 作 树 立 海 派 芭 蕾 风

尚。 上海芭蕾舞团向成为国内顶尖、
亚洲一流、 世界知名的芭蕾舞团又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 同时也为打响 “上
海文化” 品牌贡献了一份力量。

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芭蕾舞团都会

排演 “柴可夫斯基三部曲”， 不仅看

主要演员， 也要看群舞演员的水平。

编导德里克认为， 上芭已经成长到了可

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水平， 绝对能够媲美

世界许多知名的芭蕾舞团。 “上芭豪华

版 《天鹅湖》 今年在荷兰巡演时受到巨

大欢迎， 很多人说从没看到一个团的群

舞演员动作可以这样干净齐整。 一个舞

团最重要的不是主要演员， 而是群舞演

员， 他们就像基石， 有了基石才能在上

面点缀珠宝和钻石。 这些年上芭变化很

大， 尤其是新人有很大进步， 能接受我

的意见并做到提升。”
一周七天无休， 是 《睡美人》 启动

以来的日常。 午后， 洒满温暖阳光的

102 排练厅里， 在钢琴伴奏声中， 可

以清晰地听到女演员们每一次脚尖鞋

落地时发出的哒哒声， 听到男演员们

每一次跳跃后地板发出的共鸣， 听到

主演们跳完变奏谢幕后的喘气声……
跳到每一根发丝都在滴汗， 跳到衣服

湿透， 跳到脚后跟水泡长了破破了又

长， 跳到脚指头挤压摩擦出一个个肉

刺， 跳到心脏像要蹦出胸腔， 也要灿

烂地微笑……

经典作品，意味着不能出错

对于一个芭蕾舞演员来说， 能在

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完整地演绎这部作

品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因为 《睡美

人》 太经典了， 演员们对它的期待完

全不亚于观众们的观赏期待。
上芭首席明星吴虎生饰演 “德西

雷王子”， 在紫丁香仙女的指引下来

到公主身边， 以 “真爱之力” 解除沉

睡魔咒 。 如此 充 满 了 明 亮 色 彩 的 角

色 ， 虽然不需要 很 多 尖 锐 的 、 纠 结

的、 大起大落的情感处理， 但他认为

如何表演得自然、 如何让一些单一的

哑剧动作溶解在旋律里， 成为戏剧逻

辑的支撑， 这些并不简单。 “这部作

品的创排让我每天都在为自己表演的

状态 、 技术的 稳 定 性 设 立 更 高 的 目

标。 因为 《睡美人》 必须是经典的，
从审美风格到人物状态， 包括技术难

度必须是 ‘原汁原味’， 容不得丝毫

的省略。” 吴虎生说。
这 部 舞 剧 最 大 的 难 点 落 在 饰 演

“奥罗拉公主” 的上芭主要演员戚冰

雪身上。 从第一幕到第三幕， 奥罗拉

几乎都在台上 ， 体 力 上 有 很 大 的 挑

战， 通过三段柔板———第一幕 “玫瑰

柔板”、 第二幕 “幻景”、 第三幕大双

人舞， 描摹出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女成

长为甜蜜人妇的过程， 而三种不同的

状态让该角色在吸引戚冰雪的同时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戚冰雪看了很多

版本的 《睡美人》， 希望可以把人物

的层次演绎出 来 。 大 段 的 紧 凑 的 舞

段、 快速的双人舞配合、 多变的节奏

处理， 对她提出了艺术和技术上很多

新的极限挑战。

一周七天无休， 是 《睡美人》 启动以来的日常。 排练厅里， 演员们在进行

紧张排练。 张挺摄

以音乐塑造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叶小纲第五交响乐《鲁迅》将在上海首演

本报讯 （记者姜方）叶小纲第五交

响乐《鲁迅》下周将由上海爱乐乐团在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进行上海首演。 作品

由《社戏》《闰土》《阿 Q》《祥林嫂》《野草》
《铸剑》《朝花夕拾》《两地书》《魂》九个章

节构成。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

会主席叶小纲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想用音乐塑造一个有情有义的鲁迅，
同时声情并茂地展现他笔下的人物、风

景与理念。 ”
“我十多岁时就开始看鲁迅的作品，

并拿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 买了

一套《鲁迅全集》。 他所有的作品我都看

过， 那时我看到好词好句会全部摘抄下

来。 ”叶小纲上世纪 80 年代就读于中央

音乐学院作曲系时， 曾前往鲁迅故居采

风， 那时他就有了创作鲁迅题材音乐作

品的想法。 然而他觉得当时自己的作曲

技法和思想都稍显稚嫩， 所以迟迟没有

动笔。近年来，叶小纲多次探访绍兴鲁迅

故居，鲁迅曾工作过的上海虹口地区，以
及北京、上海、绍兴的鲁迅纪念馆等地，
并于 2016 年接受鲁迅文化基金会、浙江

交响乐团和浙江省相关部门的委约，开

始创作第五交响乐 《鲁迅》。 叶小纲说：
“创作过程称得上一气呵成，我草稿写了

一个月，配器花了两个月，积累了几十年

的对鲁迅与其作品的情感一下子倾泻而

出，夙愿得偿。 ”2017 年 9 月 25 日，在鲁

迅诞辰 136 周年之际，《鲁迅》 在国家大

剧院首演。
该作从不同视角诠释了鲁迅的生平

志向以及他笔下的一些重要作品。如《闰

土》《阿 Q》《祥林嫂》三个章节，分别通过

男中音、 男低音和女中音来演绎鲁迅笔

下的这三个代表性人物。“我试图以音乐

生动形象且准确地营造人物特性， 让人

们觉得祥林嫂一开口就是祥林嫂， 阿 Q
一开口就是阿 Q。 ”绍兴大班、宁波滩簧

等江南地区的音乐素材被叶小纲用来表

现人物，同时描绘小说《社戏》中有声有

色、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景象。叶小纲还

以音乐展现了鲁迅与妻子许广平的通信

集《两地书》。 “在整部作品中，这段章节

的风格显得更自然朴素，通过男、女高音

的对唱，勾勒出鲁迅充满温存、极具孩子

气的一面。”最后一个章节《魂》则描绘了

叶小纲心中完整的鲁迅， 并与之前章节

形成呼应。
值得一提的是，叶小纲在 20 年前曾

写下电影音乐 《且介亭回忆》《祥林嫂》
《两地书》《社戏》《虹口往事》， 并由当时

的上海广播交响乐团和中央歌剧院交响

乐队演奏。 这五首作品被叶小纲合称为

《江南回忆》, 用音乐记录了他走过江南

水乡、上海街头巷尾时的点滴心路。颇有

渊源的是， 上海广播交响乐团是如今的

上海爱乐乐团的前身； 而当时 《江南回

忆》的执棒者张艺，正是眼下上海爱乐乐

团的新任艺术总监。
第五交响曲《鲁迅》上海首演将由胡

咏言执棒， 女高音宋元明、 女中音朱慧

玲、男高音石倚洁、男中音刘嵩虎和男低

音沈洋担任独唱，濮存昕担任《野草》章

节的朗诵。其中唱词全部选自鲁迅原著，
由陈钦智担任唱词编录工作。

在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拥有上海芭蕾舞团独特海派艺术风格的 《睡美人》 才得以诞生。 编导德里克说， 一个舞团最重要的不是主要演员， 而是群

舞演员， 他们就像基石， 有了基石才能在上面点缀珠宝和钻石。 （上芭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