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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定假期余额为零——这句话于电影市场还有弦

外之音：没有节假日的大档期，意味着没有头部电影争霸。

又是一年堪称院线淡季的11月到了。

好消息是，2023年的11月些许不同，将有超过30部新

片上映。刘德华、周迅、陈瑾、张国立、惠英红、张震、张译、黄

志忠、郭涛、黄渤、张小斐、海清等名演员将在这个11月轮

番登场过招，他们手中握有的华表、金爵、金鸡、百花、金像

奖等超过20座。“影帝”“影后”级的熟面孔扎堆，宁浩、曹保

平等类型片好手交出长片新作，加之引进片阵营里的宫崎

骏与漫威，传统淡季兴许会有不一样的局面。

答案未知，但刚刚度过平淡10月的中国电影市场的确

亟需好内容驱动，吸引观众继续与电影在一起。

个体与时代的交织，真实或是最好的中
国故事

真实，自有千钧之力。11月的第一天，业界专家们在金

鸡奖论坛上说了相似的话：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个体

在时代中的真实生命体验，或是最好的中国故事。本月，以

“最美奋斗者”“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和“时代楷模”、“七一

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为原型的影片《吾爱敦煌》《我本是高

山》将先后上映。

形容“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网上有句话：这是敦煌最美

的女人，然而真正见过她的人却很少。人们知她“一腔爱，一

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但很少人知道，50多年

前，北京和上海之间，她选择敦煌究竟有多决绝；也很少人能

体会，与爱人彭金章分居两地的19年里，她内心的天平有没

有失衡片刻；今天，当她择一事便终一生的故事广为传颂，人

们更对真实的她、北大教授顾春芳口中那位“纯粹就是美，她

赋予他人一种精神光照”的樊锦诗心生向往与好奇。

传记片《吾爱敦煌》以樊锦诗的视角切入，从她陪伴敦煌

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锦绣人生里撷取若干片段，将感动中国的

传奇背后鲜活的人展现给观众。电影定档11月17日，苗月执

导，陈瑾领衔主演。影片不仅把镜头对准以樊锦诗为代表的

老中青三代敦煌坚守者，世界瑰宝敦煌亦是无声的主角。雄

浑绮丽的大漠、莫高窟里巍然沉坐的大佛、承载了千年遗珍

的敦煌壁画，凡此种种，都将在大银幕上穿越光影流转而来。

早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式上，饰演樊锦诗的陈

瑾在映后泪流满面，她说：“先生瘦瘦小小，但顶天立地。”一

样的话同样适用于张桂梅。过去的十多年，她用双手托举起

2000多名山区女孩的求学梦，让她们不必困于旧风陋俗，

指引她们接受知识和进步的洗礼，哪怕那双手贴满膏药。她

为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女孩们写下人生誓言：“我

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

夫！”——这段也成为电影《我本是高山》的片名出处。

不久前，《我本是高山》宣布定档11月24日，由郑大圣、

杨瑾联合执导。片方的拍摄花絮里有两段视频被观众争相

转发。一段让网友惊叹于演员海清下了狠功夫，扮相一出就

抓住张校长的精气神，面容憔悴、疲惫却锁不住一股要办成

事的狠劲。另一段，许多人为戏剧之外的真实对话动容：海

清走进片场，得知一些群众演员已没机会上高中了，这次拍

戏算是在电影里小小圆梦。海清鞠躬说，“到今天，你们也走

了很长的路”。值得一提的是，海清还是这部电影的发起者，

“我为张桂梅老师的精神感召，希望这个改写大山女孩命运

的擎灯人故事能给更多人带去力量”。

类型片混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电影
恒久的探秘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主张，复苏中的中国电影产业有几

点值得珍视：我们的头部电影在制作上渐渐与世界先进电

影工业接轨；几乎每个档期里，我们都会发现一批能用现代电影语言关心现实、关

心人性、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创作者。11月没有头部大片，但从温情家庭叙事到

风格凌厉的犯罪悬疑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电影恒久的探秘。

两年前，张小斐摘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惠英红是颁奖嘉宾。两年后，两人迎来

了首度合作。犯罪悬疑片《拯救嫌疑人》里，她们饰演两位爱女如命的母亲，一个是

在女儿遭绑架后被迫为“凶手”翻案的律师，一个是被害人的母亲。两位女主演之

外，40岁的导演张末颇为引人关注。她的上一部作品还是与父亲张艺谋合作的《狙

击手》，新片成色几何，检验着她的独立执导水平。

本周末上映的《普通男女》也是“二代”出品。刘震云之女刘雨霖编剧并导演，作

家为女儿护航，担任电影的艺术总监，张国立、郭涛、黄璐等都来助阵。故事朴实，聚

焦生活与情感中的一地鸡毛。刘震云擅长平常中见惊奇，观众期待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11月3日当天，张国立还有一部主演影片同期上映。《我爸没说的那件事》来头

不小，由《入殓师》的班底打造，该片亦是泷田洋二郎导演的首部华语电影。片中有

对“中国式父子”，父亲始终不肯将祖传冰晶糕的最后一道工序传授给儿子，父子嫌

隙渐生，直到父亲离世，儿子才懂父爱如山。

近几年戏路打开，电影、电视双丰收的张译又演回草根小人物了。11月10日，

他将以《无价之宝》里的石头一角与观众见面，这个角色人到中年但无存款、无情商、

无文化、无所谓，和潘斌龙组成“没头脑+不高兴”的喜剧搭档，一路跌跌撞撞叫人啼

笑皆非。这部喜剧上映两周后，张译携谍战片《刀尖》接档自己。曾经，《悬崖之上》里

的张宪臣为他斩获金鸡、百花双荣誉。而新片《刀尖》的看点绝不止于演员，该片是导

演高群书继《风声》之后再度改编麦家小说，原作还是麦家的“谍战封笔之作”。

11月中下旬，宁浩与曹保平两位商业片的行家备受瞩目。许久没有导演作品

的宁浩这次出手《红毯先生》。电影未映先热，因为号称改编自演艺圈名利场999件

真实事件；还因为电影里刘德华和宁浩都“本色出演”，讲述香港巨星与导演合作拍

摄农村题材电影的故事，在荒诞中“辣评娱乐圈”。曹保平继续深耕犯罪类型片，周

迅、黄渤主演《涉过愤怒的海》。近年来，周迅算不上高产，但她曾说每一部参演作品

里必然寄托着她的表达、她想说的话。《涉过愤怒的海》改编自老晃创作的同名中篇

小说，故事里，失去女儿的老金跨海寻仇。小说取材自一名中国女留学生被同学杀

害的事件，但创作时间要早于轰动社会的“江歌案”。作为曹保平“灼心系列”的第三

部，该片拍摄于2019年，时隔4年，尤其当“江歌案”尘埃落定，现实与虚构的互文，

也许将激荡出比电影更深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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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今晚，俄罗斯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

剧院的话剧《静静的顿河》将重磅登陆

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这部

八小时超长巨制时隔四年重返申城，在

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三天，让观众重温经

典之作激荡人心的恒久力量。

话剧是艺术节中最受关注的演出

门类之一，回看往届，英国国家剧院、巴

黎北方剧院、罗马尼亚锡比乌国家剧院

等世界名团都曾在这里惊艳登台。“中

国原创”亦是不容忽视的亮点，据艺术

节展演部负责人表示，将国际戏剧精品

带到中国、将中国戏剧推向世界是艺术

节的选剧宗旨。今年，包括《老式喜剧》

《钟馗嫁妹》《平如美棠》等在内的一批

原创新作集体亮相，以温暖的笔触绘就

金秋申城舞台的好光景。

“马拉松”戏剧体验回来了

“一生值得体验一次的话剧”“抵达

内心的悲壮”……翻开《静静的顿河》评

论区，观众写下了对作品的直观感受。

虽已过去四年，但该剧上一次来沪演出

的景象仍令人记忆犹新：戏剧爱好者集

体打卡、马拉松式的超长观演体验、深

夜主办方想方设法调度出租车护送观

众打车回家的景象，都让《静静的顿河》

成为当年申城的“文化现象”之一。

文学底本构筑起了《静静的顿河》

庞大的叙事体量和沉静的讲述方式。

作品改编自苏联作家米哈伊尔 ·肖洛霍

夫历时14年创作的同名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品，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

联国内战争结束为背景，描绘出哥萨克

人民在动荡年代里经历的波折生活以

及他们与命运不屈抗争的顽强精神。

改编后的话剧围绕着那些简单却非凡

的顿河哥萨克人民，讲述了在世界与战

争、革命与内战的动荡社会背景下伟大

而又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

与史诗巨作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年

轻的圣彼得堡马斯特卡雅剧院和演出

班底。马斯特卡雅剧院创建于2010

年，《静静的顿河》是剧院的镇院之宝。

剧中的主创则是导演格里高利 ·科兹洛

夫一手带出的表演和导演班学生。《静

静的顿河》是这群80、90后的毕业大

戏，许多年轻人初次排演《静静的顿河》

段落时才20岁不到。此次来到上海，

这支斯坦尼表演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学

院派团队也会走进上海戏剧学院，分享

他们眼中一名优秀演员的必备要素。

品质为王，在艺术节看
见历史与生活

“本届艺术节的话剧数量不在多，

但彰显了很高的艺术追求。”著名文艺

评论家毛时安对记者感慨。在艺术节

首演的话剧《平如美棠》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作品像一条小河缓缓流淌

过来，却在观众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平如美棠》改编自饶平如同名非虚构

图书，作者记录了与妻子毛美棠从年少

相识至耄耋相伴的日子。“书中内容以平

凡小事为主，这为戏剧改编制造了一定

难度。”在细腻无声处可见《平如美棠》的

创作功底，简洁且具有流动感的舞台设

计与衔接完整的现场拍摄技术将平凡

夫妻的人生况味展露得淋漓尽致。

“上海观众的眼光非常犀利，《平如

美棠》首演场之后，口碑不断发酵，后续

场次的票房一路走高。”相关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无论是已经演出过的作品，

还是从未面向过大众的新剧，艺术节都

秉持着“品质为王”的标准进行遴选。

据透露，由八位专家构成的评委团从剧

本入手，对全部申报作品进行2-3轮的

筛选，优中选优。

在今年的话剧菜单中，“上海首演”

占到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北京人艺带

来了《老式喜剧》与新排版《雷雨》，两部

作品开演前就一票难求。毛时安点评

前者，“虽然喜剧很老式，但依然让人唏

嘘不已！李幼斌、史兰芽的对手戏丝丝

入扣”，在后者中他则看到了濮存昕语

不惊人誓不休的艺术创新精神。因为

话剧《钟馗嫁妹》，编剧毓钺与演员杨立

新自《戏台》之后再联手，套用了传统戏

曲“钟馗嫁妹”的神仙传说，表达当下都

市男女的情感困境，述当下事、共当下

情，让观众发出会心一笑。

值得关注的是，在艺术节接下来的

日子中，话剧《陆机》《大江北望》《屈原》

等聚焦中国历史名人的作品还将陆续

登场。“当下的舞台工作者，有责任用新

时代的眼光回望过去，并以不拘一格的

方式展现出历史的力度与厚度。”经典

的、原创的、国际的、多元的，在毛时安

眼中，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正是这样包

容万象的一处，“只有面向更多维度，尽

可能地追求更高的艺术品格，才能满足

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

海内外优秀戏剧作品闪耀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有时代气象，亦有细腻生活

“谨以此书纪念那些在战争中牺牲

的先烈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过的

先辈们。”军史党史专家刘统遗著《转

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近日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他在书中后记如是

写道。

作为“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延续了

刘统作品一贯风格，为写作这段历史，

刘统生前两次实地考察相关路线。书

中收录了刘统根据实地考察的成果，专

门绘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自离开延

安后转战陕北的详细路线图。全书参

考大量历史文献、作战报告、当事人日

记和回忆录、隐蔽战线的最新研究成果

及国民党方面历史资料，收录近百幅历

史照片和战场形势图，成为国内研究中

共中央转战陕北的重要成果之一。

“以古代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党史”，

这是刘统的学术背景所致，也是他一生

始终践行“事出有据、言出有因”学术理

想的体现。解放战争的历史，由于国共

双方作战范围广、牵涉战场多，研究难

度大，《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

独辟蹊径，以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过程

为切入口，观察整场战争期间敌我形势

的变化过程。责任编辑郭敬文谈到，这

本书以恢宏而不失细腻的笔墨，再现了

战斗现场的惊心动魄和转战途中的千

钧一发，展示党中央谋篇布局的高瞻远

瞩，揭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取胜

秘诀，再次阐释了“一场战争乃至一个

党的胜败，最终取决于人心的向背”。

“时代的发展，历史档案的公布，给

我的研究创造了以往没有的条件。例

如过去隐蔽战线斗争的资料，使我们得

以把双方在情报、监听、破译等方面的

情况搞清楚，再现这一段在战争中起到

关键作用的历史。”刘统写下了这样的

创作感言——“希望读者看了之后，认为

这是一部史料翔实、真实可信的研究专

著，也是对那些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奋斗

和牺牲的先辈们最好的传承和纪念。”

业内人士评价，《转折：1947年中共

中央在陕北》延续了刘统历史著作的独

特风格，首先是对大量历史档案和第一

手资料的占有、爬梳，其次是刘统习惯

于按照历史事件发生的路线实地考察，

其三是他的作品总以平实简洁的文字

叙述历史。

2022年12月21日，上海交通大学

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教授刘统

病逝，享年71岁。刘统长期从事历史地

理、中共党史与战争审判研究，出版多

部著作，其中《战上海》获“五个一工程

奖”特别奖、《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

路》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转

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首发版本

加盖首发纪念章和刘统个人章，睹物思

人，令读者怀念这位治学严谨、工作勤

勉的学者。

军史党史专家刘统遗著《转折：    年中共中央在陕北》在沪出版

再现千钧一发之际的决胜关键

连续两晚，德国指挥家克里斯蒂

安 ·蒂勒曼携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

以两套重磅曲目震撼献演上海东方艺

术中心。蒂勒曼作为该乐团首席指挥的

告别季演出，在上海站有了精彩绝伦的

收官。

此前柏林市政府宣布蒂勒曼将于

明年9月接替身体状况不佳的巴伦博

伊姆，出任柏林国家歌剧院总监。这

也意味着此次北京、上海的五场音乐

会，将是蒂勒曼与他十几年来的“亲

兵”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以乐团总

监身份合作的最后一次中国巡演。因

此，蒂勒曼此行更加为人瞩目，乐团连

续两晚的精彩表现也的确没有令乐迷

失望，纯正的德奥之声震撼全场。

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第一晚的

曲目是乐团在2023—24音乐季开幕音

乐会的作品，乐团携手中提琴演奏家

劳伦斯 · 鲍尔演奏欣德米特中提琴协

奏曲《天鹅转子》，还有理查 ·施特劳斯

题献给乐团的鸿篇巨制《阿尔卑斯山

交响曲》。第二晚则带来乐团建团475

周年的庆典音乐会曲目，突出德累斯顿

史上重要的三位作曲家：韦伯、瓦格纳

和理查 ·施特劳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

说》《玫瑰骑士》圆舞曲等令乐迷们大饱

耳福。

蒂勒曼的指挥风格严肃、低调、内

敛，有着“小卡拉扬”的称号。他在十七

八岁就认识指挥大师卡拉扬，并且担任

其助理，也曾获得盛年时期卡拉扬的鼓

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卡拉扬也是绕

不开的话题。“看他做什么好像都很轻

而易举，可等到自己上台排练作品时，

才知道难度有多大。成为一个杰出的指

挥光有技巧是不够的，还需要积累五六

十年的经验，才能发挥出惊艳大家的水

准。”而蒂勒曼也坚定地表示，“我不想

成为另一个卡拉扬，而是想成为我自

己”。他给年轻指挥家的寄语同样是“做

自己”，“不用刻意模仿别人，其实指挥

和乐团之间最重要的是化学反应，指挥

家可以用充满个性的方式说服乐团”。

谈及自己给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

团留下的印记，蒂勒曼认为他执棒下的

乐团具备“干净有力量的声音”。同时，

特别喜欢临场发挥的他，几乎每天排练

音乐会时会做出不少细节上的变化。

“乐手需要仔细看着我，才能跟得上我

的节奏。”对于台下的乐迷，蒂勒曼表

示，相比热烈的喝彩，他更在意听众们

的倾听——“是不是集中注意力在欣赏

音乐，台上的我们是能感受到的。”

“中国是文化历史悠久的大国，北

京的故宫也让我印象深刻，如果得空放

下指挥棒，我还想去西安参观兵马俑。

中国那么大，各地不同的人文风情十分

吸引我。”蒂勒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忘情指挥的间隙，旅游不失为一种开

拓眼界、丰富自我精神世界的绝佳方

式，“一个人不能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

作”。“这次来上海巡演的间隙，我去青

浦朱家角和青西郊野公园的水上森林

逛了逛，上海的古镇和绿色让我觉得太

治愈了。”

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连续两晚震撼献演

蒂勒曼：比起喝彩，更在意观众的倾听

■本报记者 许旸
实习生 施意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本报记者 姜方

蒂勒曼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2023上海音乐会连续两晚在东方艺术中

心举行。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传记片《吾爱敦煌》以

樊锦诗的视角切入。图为该

片海报。

 许久没有导演作品的

宁浩这次出手《红毯先生》。

图为该片剧照。

制图：冯晓瑜

▲《老式喜剧》

剧照。 陈禹州摄
 《平如美棠》

剧照。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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