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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彦 见习记者 臧韵杰

本报讯 （记者范昕）前天下午，随着大屏
幕上敦煌特有的祥瑞之兽九色鹿飞跃大漠，来

到浦江之畔，“东方之冠”朱檐之下“飞天”造型

的表演者翩翩起舞，把中华艺术宫装点得仿若

“东方的敦煌”，“何以敦煌”敦煌艺术大展官宣

将于9月20日至12月20日在中华艺术宫（上海

美术馆）亮相，为即将举行的2024年第35届上

海旅游节增添重要的文化元素和产品内容。与

新闻发布会同步开启的每张仅售39元的秒杀

票，一秒售罄，每张售价58元的早鸟票亦颇为

抢手。

敦煌文化延续近两千年，集建筑、彩塑、壁

画艺术于一身，是中国规模最大、历史延续最悠

久、保存相对完好的历史遗迹之一，被誉为“世

界最长的沙漠画廊”和“墙壁上的文化艺术博物

馆”。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敦煌研究院

和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联袂主办的此次大

展，聚焦敦煌莫高窟的文化、艺术、历史，以“文

物+复刻经典洞窟+壁画彩塑”为形式，汇集敦

煌研究院馆藏展品共计168件套，并1:1原窟复

刻莫高窟经典石窟群，实现观众身临其境的“在

上海，看敦煌”。这将是敦煌文化艺术展品在上

海迄今最全面、最多样的展出。

“此次敦煌文化在上海跨越时空的穿越，体

现了敦煌与上海之间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

文化赓续的使命。”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介

绍。敦煌文化中的精髓展品和深度内涵都将在

此次展览中得到竭力挖掘，分“丝路 ·敦煌”“石

窟 ·净土”“遇见 ·藏经洞”“坚守 ·传承”等四个单

元由表及里推进。其中，敦煌研究院馆藏文物

中体积最大的《北凉石塔》，见证敦煌文化包容

互鉴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证实记录莫高窟开

凿时间的《圣历碑》，入选国家宝藏的《归义军衙

府酒破历》，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北魏刺绣佛

像供养人，均为上海首展。国家文物保护项目

《藏经洞》数字回归成果将迎最大规模全球首

展。六件价值珍贵的“藏经洞遗书”原件及其复

制品也将集结，包括世界上现存最早标有明确

纪年的雕版印刷品《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世

界上现存古代星图中年代最早、星数最多的《全

天星图》、现知最早的纸质抄本历日《太平真君

十一年、十二年历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

围棋论著《棋经一卷》、我国最早的由国家颁布

具有药典性质的药学著作《新修本草》、中国最

早的水利法典《开元水部式》。

与此同时，展览“搬”来1:1复制的莫高窟

六座经典洞窟，包括被称为“融汇多元的万神

殿”的西魏第285窟、“精美塑像馆”盛唐第

45窟、被常书鸿先生称为“最美飞天”的盛

唐第320窟、“最美的涅槃佛”中唐第158窟、

“描绘入微的千手千眼观音”元代第3窟和“打开中世纪世界历

史的钥匙”的第17窟。

展览举办期间，中华艺术宫将推出以“我心中的敦煌”为主

题的绘画作品全球征集活动，举办系列名家讲座，还将为观众带

来壁画临摹等艺术体验。围绕此次展览，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

有限公司、久事集团上海都市旅游卡公司、上海老凤祥有限公司

等上海的文旅企业也纷纷推出各类主题产品，形成文商旅体展

全面联动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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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角、剧本、置景、服化道、特效、

滤镜……很少有一部电影刚亮相就陷入近

乎全方位的质疑。

8月16日，电影《红楼梦之金玉良缘》

（以下简称《金玉良缘》）上映。6天后，影片

累计票房不足500万元，总观影人次约14

万。与惨淡的市场反响相比，各社交平台

上的争议声却可谓沸反盈天。一边是网友

把“一黛不如一黛”的话题嘲上热搜前排，

影片口碑翻车翻得惨烈；一边是该片导演

胡玫发长文指责有些账号似乎蓄意攻击电

影，利用AI生文群发差评。

对古典名著的影视化转码素来关注越

多，争议越大，尤其《红楼梦》。“满纸荒唐

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对《金玉良缘》，胡玫曾数表心意，她的

创作意在“抛砖引玉”，希望用现代视角来

引导年轻的网生代因电影而翻开原著。可

如今，何解其中味，乃至该不该“解味”，都

成了当下这场互联网争论的重要辩题。有

网友犀利直指：“既要与短视频、微短剧争

夺注意力，却又被碎片化和浅阅读牵着鼻

子走，如此创作‘轻量化’的时代，是配不上

曹公原著的。”

《红楼梦》改编，真的是短视频时代不

可承受之重？

选角：珠玉在前，新一代“宝
黛钗”还需要吗？

《金玉良缘》争议并不以上映为始。一

年前，宝黛钗等选角随影片预告首度披露，

每人亮相不过两三秒，毫不妨碍一登场就

被群嘲。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但

这句话还是在评论区刷屏了——“天上有

了陈晓旭，世上再无林黛玉”。话说得绝

对，道出的则是两重事实——观众对《红楼

梦》影视改编的关键期待在于人物；87版

《红楼梦》的影响力跨越了时间、世代。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教授詹

丹第一时间观影。采访中，他屡次提到演

员的形象气质应与角色高度契合：“林黛玉

在原著中是个超凡脱俗的女子，她是绛珠

仙草的化身，灵气斐然。”外貌上，“两弯似

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

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她的文化基

因里，书香与世禄两种色彩交错。可从有

限的观众反馈来看，此次大银幕版的林黛

玉“只剩了刁蛮耍小性”“毫无灵气”，也就

难孚众望。

1924年，民新影片公司将梅兰芳出演

的五出京戏片段拍摄剪辑成一部两本长的

黑白戏曲短片，其一为《黛玉葬花》，那是

《红楼梦》第一次被搬上大银幕。过去的

100年间，1962年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

剧电影、1987年王扶林导演的央视电视剧、

1989年谢铁骊导演的系列电影，艺术上各

有千秋，在几代人心中留痕。2010年，李少

红执导的剧版播出，角色“铜钱头”造型饱

受争议。

既然今天的观众一谈论《红楼梦》言必

及87版，珠玉在前，新一代的“宝黛钗”还需

要吗？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

秘书长胡建礼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对

‘宝黛钗’的选角认知不可能永远定格在87

版上，确实需要新面孔出现。”

叙事：节奏焦虑，电影只能
做到名场面打卡？

胡玫曾表示，《金玉良缘》的定位是“青

春”。它从伏笔千万、构架恢弘的原著中，

试图抽出宝黛之恋作主线，用青春爱情的

苦折射万艳同悲的哀，试图打动据说久已

不啃大部头的年轻人。

为与今天观众对快节奏的叙事需求对

接，故事主线“创新性”地设置为“贾贪林

财”，用林如海的巨额遗产修建了大观园，

继而为掩盖阴谋棒打鸳鸯。此设想未必不

行，但下笔已谬之千里。

《金玉良缘》里，主线剧情被走马灯式

地压缩在前20分钟，几个过场、几句台词

直白抛出后，便搁置一旁。贾府为何谋夺

林家产业，如何算计孤女，其间贾府众人

的态度又有何不同，凡此种种，故事的起

承转合是难以自洽的。为节奏焦虑所困，

电影从20分钟后一头扑向原著“名场面”

的浏览。

刘姥姥进大观园，与电影主线无多关

联，似乎演员登场只为说那句“老刘老

刘，食量大如牛”；宝钗还没进府，黛玉

竟就吃起醋来，先知先觉好像只为了冲宝

玉埋怨那句“没有好哥哥给用花儿雪儿做

冷香丸”；元春省亲桥段，原著里早早登

场、开启大观园情节的元春，在电影里姗

姗来迟……网友讥讽，这些被揉碎重组、前

无来因后无结果的片段，倒是贴合如今“特

种兵式打卡”的风尚，只管将记忆中的名场

面生硬堆叠，用本意“抵抗短视频”的大电

影完成一场盛大的短视频集锦。

审美：语境更迭，终究是“超
前”的技术消解了古典美？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正当《金玉良

缘》从市场到口碑四面楚歌，取材于《西游

记》的3A游戏《黑神话：悟空》几乎一夕之间

席卷海内外。起点都是古典四大名著，两

者境遇天壤之别，有人直接判断：今天的互

联网语境下，再也拍不出古典美了。

电影《金玉良缘》立项于2016年，2018

年开机，2022年重制后期。这相对漫长的

创作经历，恰也是中国电影从热钱涌动到

回归理性、视效技术迭代升级的过程。

立项的2016年，中国市场票房第一归

属33.9亿元的《美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盗墓笔记》《长城》等片也都

收获十亿元级别的票房，正是中式奇幻大

片的吃香时代。胡玫本人亦不否认，彼时

的创作环境给了她将“太虚幻境”拍成神魔

大片的大胆想法。这份假设在2022年技术

起飞的年份被兑现。于是，原本充满神秘

与诗意的太虚幻境，在电影里被渲染得过

于“科技与狠活”，浓烈的AI感，终究失了原

著里空灵飘渺的韵味。

不过，仅仅是“超前”的技术消解了古

典之美？也不尽然。导演强调，开机前美

术服化道都极尽用心，可上映后，观众只看

着桌上琳琅满目的整盘乳猪、整只螃蟹，很

难想象世家小姐如何下口，细节败坏就在

顷刻。黛玉葬花更是网络吐槽重灾区，虽

说剧组远赴西藏林芝实地取景，但当观众

眼见桃林远处雪山若现、粉色桃林在几层

滤镜后开出了阿宝色系、马卡龙色系，无怪

乎调侃一句“黛玉葬了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至于《红楼梦》里最精妙的人物性格，

在《金玉良缘》里更是荒腔走板。林黛玉成

了刁难人的巨婴，宝玉从怜惜女孩的灵秀

之人变身油腻公子，宝黛爱情该有的木石

前盟、志趣相投，徒留网言网语的真疯真傻

真张狂。

是否存在审美下沉？有学者直言不

讳，快节奏的生活和碎片化阅读确实重置

了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接收语境，但这并不

意味着年轻一代对古典文学的改编期待

仅仅停留在“由厚拍薄”。恰恰相反，越是

此时，越需要创作者跳脱“迎合新审美”的

伪命题，从“薄”中拍出“厚”意，引领这一

代观众。

新版电影上映，互联网争议远胜观影人次

《红楼梦》改编，短视频时代难承之重？

“血往上涌，泪往下流。”导演马俊丰这样形容话剧《同学少

年》剧本给他带来的触动，而这深刻的触动背后，正是上海真实

历史的千钧之力。上世纪50年代，来自上海比乐中学的五名学

生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加入文工团，最终一起安全回国。

将于9月6日在中国大戏院首演的原创话剧《同学少年》，正是以

此为灵感创作而成。昨天，幕后主创与年轻的00后演员们一

起，分享了创排心路。

《同学少年》中，历史与现实交织呈现，两条时间线并行：上

世纪50年代初，几名豆蔻年华的上海中学生自愿参军赴朝，亲

历战场血火，直面生死一线。当代，耄耋之年的他们平静回望，

当年校园青涩的热情与弄堂亲人的牵挂，逐渐再度显现，数十载

和平生活中不变的家国担当，晕染开他们更为浓烈的人生底色。

李茂新、来纫秋、肖友砚，这三名生在黄浦区、长在黄浦区的

比乐中学校友是舞台剧的原型人物。“以同学少年的切口进入，

展开这个与上海紧紧相融的抗美援朝故事。”《同学少年》编剧钱

珏表示，“十四五岁的学生主动选择放弃上海安逸的生活，奔赴

战场保家卫国，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动力，值得被今天的观众看

见。”《同学少年》的剧本始于李茂新之女李菁整理的口述史《炮

弹壳、小提琴、降落伞》。如今平面的文字变成立体的话剧，令李

菁激动不已，“主创将真实的故事转换为诗意的表达，用话剧讲

述抗美援朝故事的同时，也刻画出当时上海百姓的精神面貌”。

豆蔻年华的同学少年在战火中的淬炼和成长无疑是该剧的

创作核心。剧组大胆起用尚在学校和刚刚毕业的年轻演员，以

青年诠释青年。马俊丰坦言，与面对成熟演员不同，指导这些没

有丰富舞台经验的年轻人一度让他“束手无策”，但最后，也是他

们身上的真挚和青春朝气成为表演的最大亮点。创排过程中，

马俊丰力求“用艺术的真实碰撞历史的真实”，避免多媒体和繁

复的舞台形式喧宾夺主，而是返璞归真，让观众注意力聚焦于演

员的表演。“这部作品中，最动人的是同学少年的家国大爱，是青

春内心激荡的情怀。演员平均年龄21岁，我要做的就是展现他

们的赤子之心。”

刚刚踏出上戏校园的00后演员庞家裕用“脱胎换骨”来

形容《同学少年》对自己的改变。在剧中，他饰演的“肖鲁

青”原型是肖友砚。肖友砚从小喜欢音乐，从奔赴朝鲜到两年

后回国，一把小提琴始终与他为伴。《同学少年》里，“肖鲁

青”也常常会拉响名

曲 《沉 思》。 现 实

中，庞家裕和肖友砚

一样，都会拉小提琴

和二胡。对于这个角

色，00后有着自己

的琢磨。最近，除了

排练精进演技，庞家

裕也给自己布置了练

习小提琴的功课。虽

然剧组目前并未安排

“ 肖 鲁 青 ” 现 场 拉

琴，但庞家裕认为，

小提琴对于肖友砚来

说，并非只是一件乐

器，而是精神支柱般

的存在，“他与小提

琴是分不开的，我拉

小提琴，也感觉离人

物更近了”。

取材上世纪  年代真实历史，
原创话剧《同学少年》下月首演

豆蔻年华的上海中学生参军赴朝

“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红楼热’就

从未停止。曹雪芹还在世时，《红楼梦》就

以抄本流传，被人们喜爱。它是中国文化

里面一部非常奇特的书，内容特别丰富和

微妙。因此，各种人因其不同的人生体验、

不同的趣味爱好、不同的阅读倾向，会读出

不同的景象与味道。”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骆玉明如是说。

刚闭幕的2024上海书展上，“红楼热”

方兴未艾，随处可见红楼元素与红楼书

迷。据粗略统计，主会场各大展台摆放《红

楼梦》及相关书籍超过30种，相关新书发

布、图书分享以及图籍特展等活动遍布主

分会场。潘向黎《人间红楼》新书发布会吸

引了几百名读者排队签售，戴敦邦英译本

《红楼梦》插图45周年特展、金山区图书馆

《红楼梦》传世经典图籍综合展引得不少人

驻足欣赏。成书200多年的中国古典名著

为何仍旧散发出如此强力的光芒？《红楼

梦》的当代价值何在？这是个屡谈屡新的

话题。

写出中国人的活法，对生命
更细致入微的探测

《红楼梦》写出人生选择，写出中国人

的活法，其中也容纳着曹雪芹的深沉感

叹。复旦大学人文学者梁永安认为，书中

大抵写了两种选择：“一种是随大流，一生

过得有依靠、有规范；另一种则是跨入复杂

性，跨入生活的种种，一如李叔同以‘悲欣

交集’四字对人生的阐释与概括。”平安无

事是一种结论，但生命的展开度与完成度

似乎是观照人生的另一重要角度。

在这样的视角下，《红楼梦》的众生便

走出了两条通路。梁永安以时间维度划分

出两种人：一种是面向过去的人，过去为此

类人积累出规范与完美主义；另一种则是

面向未知的人，有自己的新想法，同现实也

有一定距离。若是细数《红楼梦》中的人

物，宝钗便是颇有道德感与规范意识的前

者，而宝玉、黛玉、晴雯等人“有一种不在大

观园的价值理念，他们的幸福皆在大观园

外，而那个时代却无法实现”，由这样的“生

命弱点”产生的各色各样的艰难，让读者读

来充满辛酸又魅力无穷，然而也正是这样

冷暖苦乐能够留下自己生命的独特痕迹。

《红楼梦》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浮光掠影

匆匆而过的。在上海书展现场，很多红楼

迷也很难直接说出最喜欢哪个人物，或许

这个问题已无需多问，《红楼梦》里纷纭众

生对人世间细致入微的探测，对生命深度

的探照，已同读者们相互呼应。骆玉明谈

到宝玉角色的复杂性，“他不仅仅是经验

的，还是理念的，其身上寄托着曹雪芹对人

生的整体性认识”。梁永安最注意晴雯，每

一次重读都要留意几遍，“晴雯一出生便被

规定了自己的位置，但决不能将她简单理

解为‘小姐身子丫鬟命’，她对生活的种种

冲撞、同大观园的格格不入，都是在对生命

自身的重新认识与调整”。梁永安由此感

叹：“这么大的人口基数，真正活出自己生

命的有多少？这本书可以细细体会。”

贯穿各个年龄层，《红楼梦》
有着无尽的打开方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重点推荐”中有

不少与《红楼梦》相关的书籍。从最近上新

的“红楼梦古抄本丛刊”（甲戌本、己卯本、

舒序本、梦稿本），到《红楼梦》（三家评本）、

《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以及相关研究书籍，

可谓精彩纷呈。据编辑秦娴介绍，这次出

版的古抄本丛刊选用了四个重要版本，红

楼梦的版本系统比较复杂，可以满足读者

了解版本演变的需求，同时兼具艺术性。

旅顺博物馆藏、孙温所绘制的全本红楼梦

《梦影红楼》，也特别受读者喜欢。

记者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等推出的红

楼著述亦颇受关注，如朱淡文著《红楼梦论

源》《曹雪芹溯源》、刘上生著《曹寅与曹雪

芹》《从曹学到红学》、“红楼梦文本辨”系列

等。逛一圈书展，还有上海辞书出版社《戴

敦邦画说红楼梦 · 大观奇缘》、北京大学出

版社的欧丽娟所著《红楼梦人物立体论》、

上海三联书店的《脂砚斋评石头记》《红楼

梦幻》、华文出版社“张捷说红楼”系列以及

外文出版社的英文本《A Dream ofRed

Mansion》等，难以尽数。红楼衍生文创产品

也令人眼前一亮。口袋书《红楼梦诗词》小

小一本售价不到十元。上海图书有限公司

为戴敦邦《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图》设计的邮

票款金属书签、冰箱贴以及《梦红楼》笔记

本等多种文创产品，都十分热销。而戴敦

邦英译本《红楼梦》插图45周年特展相关的

经折页、书签、亚克力立牌、折叠灯、限量版

画等文创产品为红楼迷提供了多样选择。

梁永安谈及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读

《红楼梦》，每次阅读都有新的体悟，因而

《红楼梦》的读者不会设限——经典之作仍

旧滋养着当下的人们，无限散发着生命力，

又何尝不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传奇。

从生生不息的“红楼热”中读出当代价值

①②：电影《红楼梦之金

玉良缘》上映6天后，影片累计

票房不足500万元，总观影人

次约14万。与惨淡的市场反

响相比，各社交平台上的争议

声却可谓沸反盈天。

③：陈晓旭饰演的87版林

黛玉。

制图：李洁

①

②③

 潘向黎新著《人间红楼》。

▼“红楼梦古抄本丛刊”四种。（均出版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