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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6岁的台湾著名导
演李行已是连续第八年参与
到“两岸电影展”的活动中
来。4月15日，在北京师范大
学举行的“两岸电影展之台湾
电影展”开幕式上，由于身体
原因，他稍晚入场，当他拄着
手杖上台致辞时，一开口便向
所有观众致歉，赢得现场掌声
不断。李行表示，这是2009年
该影展举办以来，首次与北京
大学生电影节合作，带来的是
台湾青年导演的影片。他说，
这么多年来他之所以一直满
怀热忱地投身于“两岸电影
展”，就是希望台湾年轻一代
的创作者，能够和大陆的高校
学子以及年轻人多交流，共同
推动两岸电影发展。“有生之
年，只要体力够、精神够，就会
一直努力推动两岸电影的发
展，使中国电影更加辉煌。”李
行说。在开幕式的展台上，当
青年歌手邱嫣献唱《小城故
事》的歌曲之后，李行导演情
难自禁，忍不住朗声唱起这首
由自己执导的电影《小城故
事》同名主题歌，称很怀念那
段时光。

４月 14 日至 19 日，由中
国电影基金会、两岸电影交流
委员会、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组
委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两岸
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京举
办。《百日告别》《西城童话》
《爱情算不算》《五星级鱼干
女》《来得及说再见》《失控谎
言》《234 说爱你》等 7部台湾
电影参加展映。台湾电影代
表团团长、著名导演李行，台
湾导演朱延平、林书宇，台湾
演员张翰、郭书瑶等参展影片
的部分主创来到北京，与观众
见面交流。活动期间，先后在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等高校举办多场放映
活动和主创见面会，同时导演
李行、朱延平举办两场“电影
大师面对面”对话交流活动。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晓棠，
导演陈国星、高群书、管虎等
到场助阵。

据悉，为促进海峡两岸电
影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繁荣
中华传统文化，由中国电影基
金会和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联
合举办的“两岸电影展”至今已
是第八届。每年的该展映活动
由在台湾举办的“大陆电影展”
和在大陆举办的“台湾电影展”

两部分组成，旨在通过影片展
映与交流论坛等形式多样的活
动，让两岸同胞相互了解、增加
认同，为两岸电影产业的交流
和合作搭建平台。

此次影展所展映的7部台
湾影片，类型多样，题材风格迥
异，在多所高校展映后，因其全
新的观念、独特的视角和优美
的笔触描绘了台湾风情，得到
了大陆高校学子和青年观众的
好评。导演陈国星表示，台湾
电影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值
得大陆同行学习，他自己年轻
时就受到李行导演“做好本身
特色”的启发，至今这仍是中国
电影发展的重要经验。

今年正值一代戏剧文学大
师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莎
翁遗作也在世界范围内被频频
搬上各种形式的舞台。4月20
日至24日，北京天桥剧场，中
央芭蕾舞团用芭蕾版《罗密欧
与朱丽叶》向人类文学史上的
这位重量级人物献上敬意。

《罗密欧与朱丽叶》无论是
作为文学名著还是芭蕾经典，
其中的戏剧性、浪漫色彩以及
悲剧性都极为适合芭蕾舞的
表现。舞者们以肢体代替语
言，还原莎翁笔下浪漫纯真、
坚贞不渝的传世爱情故事。
中芭献上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正是出自一代芭蕾大师、
世界知名舞团——斯图加特芭
蕾舞团的缔造者约翰·克兰科
之手。作为大师的代表作，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新古典
主义芭蕾的杰作，该版本也被
认为是当今世界最优秀、最完
整且最具观赏性的芭蕾舞剧
版本之一。正是克兰科在塑
造细腻的情感、清晰的戏剧结
构以及双人舞编排上的卓越
天赋和深厚功力使这部作品
成为了戏剧芭蕾史上的不朽
杰作。这部舞剧的成功除了
归功于莎剧的戏剧张力和编
导的深厚功力，也归功于前苏
联音乐大师普罗科菲耶夫。
如今，作为普罗科菲耶夫巅峰
之作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
丽叶》的音乐被认为是诠释莎
士比亚不朽名著的经典之作
以及芭蕾音乐中最受欢迎的
作品之一。

中芭曾于 2006 年首演该
剧，成功诠释了约翰·克兰科经
典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
戏剧张力和新古典主义风格。

而今，十年后重排该剧，在《罗
密欧与朱丽叶》中担纲主演的
首席主演王启敏、主要演员曹
舒慈、盛世东等都曾在十年前
排演过该剧。除此之外，中芭
一批“新鲜血液”也将融入其
中，中芭主要演员孙瑞辰、马晓
东、王晔，优秀青年演员战薪
潞、郑宇等也将担纲主演。

在4月20日晚的首演中，
世界顶级芭蕾明星、德国斯图
加特芭蕾舞团首席舞者弗里
德曼·沃格尔与中央芭蕾舞团
首席演员王启敏一道担纲主
演。这位包揽众多国际知名
奖项，也曾在诸如马林斯基剧
院、莫斯科大剧院、斯卡拉歌
剧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芭蕾
舞团和洛桑贝嘉芭蕾舞团等
众多世界知名剧院中担任客
席主演的芭蕾艺术家可谓是
中芭的老朋友了。2006年，他
因《罗密欧与朱丽叶》与中芭
结缘，并与中芭首席主演朱妍
合作演绎该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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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悦

中芭再演大型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
丽叶》——

暌违十年，“罗朱”再相逢

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照

1948 年，国共双方局势复
杂缠绕，正是此消彼长的关键时
刻。俞北平（陈建斌饰）是中共
安插在国民党军队高层的秘密
特工，在重重包围之下，他随时
面临身份暴露的危险；国民党军
官郑翊（俞飞鸿饰）是俞北平的
死敌，两人各倚山头，展开生死
角逐。随着形势的变幻，俞北平
陷入重重困境，特工与父亲的双
重身份，又使他在执行任务的过
程中常常节外生枝、横中生变。
他将如何完成组织的重大任务，
又将如何逃出生天？他该怎样
与三个不同身份背景的儿女在

“悬崖”边相处？
由金海曙编剧，高群书执

导，陈建斌、俞飞鸿、曹卫宇、齐
溪等主演的谍战剧《父亲的身
份》将于 4月 21 日起在央视一
套黄金时段播出。从《风声》到
《父亲的身份》，从电影到电视
剧，暌违七年，金马奖最佳导演
得主高群书再次执导谍战题
材，他希望将《父亲的身份》打
造成中国版《国土安全》。“这部
剧追求大历史和家庭史的自然
融合，真实展现一个不平凡的
父亲的信仰抉择和家庭责任取
舍，从而达到‘以人带史，以史
托人’的审美效果。”高群书
表示。

不同于《潜伏》《悬崖》《伪装
者》等同类题材，《父亲的身份》
以家庭关系为构架元素，将家庭
成员间的情感对立、信仰冲突、
性格碰撞、生离死别等基本范式

植入谍战剧的大背景之中。“尽
管《父亲的身份》讲述的是共产
党‘王牌特工’的故事，但父子、
父女亲情的矛盾点才是串联剧
情的主线，这种亲情使冷酷的谍
战渗透出绵绵温情。”高群书说，

“而国共两党的激烈博弈、不同
人生之间的相互洗礼，又升华为
个人、家庭乃至国家的终极认
知，这使得《父亲的身份》同时超
脱出谍战剧与家庭剧两个剧种
的惯常范式。”

从立意到最终播出，《父亲
的身份》已耗费近四年时间。从
编剧金海曙十易其稿，到后期制
作一年有余，整个创作团队都在

力求让这部电视剧回归“慢的艺
术”。“水波不兴，暗流湍急，这几
乎是优秀谍战剧概莫能外的气
质。”高群书表示，“尽管近年来
主要拍摄电影，但我一直在关注
着国产电视剧的创作。当下国
产剧的艺术品质还有提升的空
间，所以我希望以拍电影的规格
来完成《父亲的身份》，从画面效
果到演员表演都采用了很多电
影的创作手法。当然，这部剧的
制作经费也在向电影大片看
齐。”

这次饰演俞北平，是陈建斌
在凭借《一个勺子》斩获三项金
马奖后首次接戏，也是他首次主

演谍战剧。“俞北平是如履薄冰
的潜伏者，更是身份神秘的父
亲。”陈建斌诠释自己的角色，

“他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在危机
四伏的谍战生涯中与自己的子
女敌我难分、爱恨难辨，永远生
活在判断与抉择之中。”陈建斌
坦言，这种纠结感正是俞北平最
大的魅力所在，“每个男人做了
父亲之后，都会对自己的孩子有
所隐瞒，因为他总想在孩子面前
展现出最好的自己，让孩子觉得
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就这一
点而言，剧里的俞北平，跟剧外
的陈建斌是一样的，所以他特别
认同这个角色，也更能体会角色

的心境。“其实在现实生活里，我
们每个人都在扮演着多重身
份。就拿我本人来说，我是演
员、导演，同时也是父亲和丈夫，
甚至还有其他更多的身份。”陈
建斌表示。

剧中的俞北平是三个孩子
的父亲，现实中的陈建斌也早为
人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孩子
与剧中的孩子有着不同的身份、
性格和经历，所以在扮演剧中的
父亲时，陈建斌必须得充分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我面对剧中的
每个子女，表演时的内心情感和
表达方式都有不同，这种表演细
节的变化就要依靠想象力来支
撑。”陈建斌认为，演员拥有了想
象力，才能不完全照搬生活，才
能激发内在创造力，才能让创作
更具艺术性，从而引发观众的认
同与共鸣。

一贯以温柔婉约形象示人
的俞飞鸿在剧中饰演一个“蛇
蝎美人”，她笑称此次释放了隐
性的真我：“以前大家可能只看
到了我表面上的温良贤德，而
没有看到我内心里的杀伐决
断，《父亲的身份》发掘了我的
另一面。”陈建斌是一个话不多
的人，在与陈建斌演对手戏时，
俞飞鸿尽可能从他的表演中感
知他想表达的东西，然后以自
己的理解和方式传递回去，“这
样的表演有点像打乒乓球，他
那边打过来，我这边打回去，很
多心理上的变化都在这个来来
回回的过程中被刻画了出来。”

电视剧《父亲的身份》剧照

当儿童剧演出在当下演艺市
场上升期中日渐火热，当父母带
着孩子进剧院看剧已经在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中逐渐成为常
态，可很多城市、村镇的孩子可能
还不知道什么是儿童剧。正是要
改变这样的现状，一个能让全国
更多孩子接触到儿童剧的联盟应
运而生。4月16日，由教育部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与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
剧院、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儿童
戏剧研究会联合发起的“太阳花
儿童舞台艺术联盟”在京正式启
动成立。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
国教育电视台、中国儿童戏剧研
究会、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市儿童艺术剧院、浙江话
剧团有限公司、辽宁人民艺术剧
院、西安儿童艺术剧院有限责任
公司、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艺
术研究院木偶皮影剧团、济南市
儿童艺术剧院、青岛市话剧院有
限公司12家国内一级儿童剧演
出院团与联盟签署协议，成为“太
阳花儿童舞台艺术联盟”的首批
成员。

“无论我们的儿童剧院团每
年走到多少个地方演出，也很难
把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覆盖了，但
是电视就有这样的优势，我们希
望通过联盟的方式，把全国有一
定代表性的十几个院团创作的
优秀剧目都能通过这个平台得
到更广泛的传播，让全国的孩子

都能看到儿童剧。”正如中国儿
童艺术剧院院长、中国儿童戏剧
研究会会长尹晓东所言，“太阳
花儿童舞台艺术联盟”的成立，
搭建了一个儿童剧作品孵化平
台，将国内一流儿童剧院团优秀
的创作能力进行汇集，创作出优
秀的儿童剧作品，整体提高国内
儿童剧的创作水准。据尹晓东
介绍，此次联盟的成立是儿童戏
剧艺术的资源互通，有利于优秀
儿童剧作品在全国各地巡演。
而中国教育电视台这一电视传
媒的加入，也可以通过电视屏幕
将各个院团精彩的儿童剧展示
在全国孩子面前。其中中国教
育电视台的早期教育频道特别
策划《太阳花儿童剧场》栏目将

会展示优秀的儿童剧作品，带领
孩子走进这些优秀剧目的童话
世界，还将探寻剧目的台前幕
后，让小观众们多角度近距离地
感受儿童戏剧的魅力。同时，

“太阳花儿童舞台艺术联盟”还
将在线下搭建儿童戏剧舞台艺
术培训平台，在全国各地形成可
复制的运营模式，以此带动国内
儿童戏剧培训产业链条的建立，
让孩子在学习中充分融入戏剧，
感受戏剧，享受戏剧，让联盟的
艺术成果遍地开花。

大约从 2013 年开始，儿童
剧市场发展趋势已经可以用“火
爆”来形容，无论是儿童剧演出
机构，或是儿童剧创作的直接投
入，以及孩子与家长的参与程

度，都呈现高涨的势态。当下全
国除了20多家国有专业儿童剧
院团，还有很多戏曲、歌舞、话剧
等院团也在做儿童剧，更有许多
民营院团相继出现。但是，由于
相对戏曲、话剧、歌剧、歌舞等创
作演出较强的专业性，儿童剧院
团似乎更容易组建，即相对门槛
较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
民营院团，能大力推动儿童剧的
发展。“越是这样，越是需要大家
特别冷静面对这个市场，越是要
让孩子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儿童
剧，避免孩子看到那些艺术质量
没有保证，内容上没有审核把关
的创作而被误导，因此，我们的
联盟还希望起到标杆和引领作
用。”尹晓东表示。

□ 本报记者 乔燕冰

全国12家儿童剧演出院团组成儿童舞台艺术联盟——

“太阳花”：让全国的孩子都能看到儿童剧
新视线

4 月 16日至 17日，全男班
舞剧《画皮》作为“天桥·华人春
天艺术节”的参演剧目，登陆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这也是该剧
作为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委
约作品和 2015 北京金秋演出
季优秀展演作品在上海、北京
演出两轮后的再次亮相。该剧
改编自蒲松龄《聊斋》中的著名
篇章《画皮》，导演杨海龙在原
著故事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了这
篇经典：厉鬼是王生妻子陈氏
内心所生，代表着她心中压抑
着的恨，以及人性中被隐藏很
深的恶。杨海龙男扮女装，在
剧中一人分饰陈氏和厉鬼两个
角色。剧中还设置了“欲”和

“魔”这两个抽象的角色，赋予
王生这个角色更丰富、复杂的
内心呈现。

舞剧《画皮》将现代舞和中
国戏曲元素融合，饰演王生的张
超是京剧演员出身。“京剧有很
多假定性空间，在这部剧中，一
些情节是舞蹈不太容易说清楚
的，正好戏曲可以帮忙来讲。”杨
海龙说。同时，因为觉得京剧中
的小生形象过于文弱，在剧中，
杨海龙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塑造
了王生，使其更具男性的立体
感。“在这部舞剧中，其他演员都
是舞者出身，相比之下，我这种
舞蹈方式就‘特别’一些，是将京
剧的程式动作，稍微变化后移过
来的。这种戏曲表演方式，也便
于观众理解故事。”王超表示，他
把王生当做普通人去演绎，“和
妻子一起平淡生活多年，会有厌
倦感，看到美女画皮的那一刹
那，可能会有冲动，欲望就产生
了”。

在剧中，陈氏的形象借鉴
了中国戏曲中的青衣、男旦和
日本的歌舞伎。在杨海龙看
来，陈氏作为一个东方女性形
象，内心是压抑的。所以在剧
中，他的表演方式也是克制的，
禁欲式的。“我不喜欢那种很外
放的表演方式，当你把所有的
东西都写在脸上时，你的情绪
是传达不出去的。”

在舞台上，饰演“欲”这个
角色的青年舞蹈家牛俊杰，演
绎了欲望变化的过程。“其实欲
望产生时不一定是坏的，比如
饿了想吃饭，但如果欲望变成
了贪念，到了着魔的状态，就是
坏的欲望了，这是个逐渐累积
的过程。”在演绎这个角色的过
程中，他最难把握的正是这种
变化。“‘欲’这个角色，一开始
是虚无的，像空气一样，后来随

着王生的出轨、背叛，他的心理
在扭曲，导致欲望有变化、有戏
剧冲突，我的演绎就比较难把
控，要去加一些东西，比如一个
步伐、一个眼神，但是什么时候
加？加多少才能有更强的力
道？有时候加对了就很恰当，
加得不对就显得很多余。”

宋玉龙曾用10年时间学习
中国古典舞，这是一种“演绎方
式很实”的舞蹈形式，“有人物、
有情节，很传统”。毕业后他又
学习了相比之下抽象很多的现
代舞。在他看来，在舞剧《画
皮》中，需要舞者有完美和精准
的肢体动作，他饰演“魔”这个
角色时，尽量让自己虚下来，这
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我
会做很多处理，包括我跟其他
演员演对手戏时，眼神是不跟
他们直视的，因为我跟王生和

陈氏不在同一个空间，他们是
真正的实的人。”在他看来，魔
性跟欲望是联接在一起的，这
是一种暗自涌动的力量，涨到
最后会压抑不住迸发出来。

舞剧《画皮》中，王生和陈
氏经营着一家灯笼店，这是原
著小说中没有的情节。灯笼，
也是该剧在舞台上的一个重要
意象，在多个场景中，均有不同
的灯笼以不同形式出现。“灯笼
是中国特别典型的一个物件，
在古代很多楼角都会挂上灯
笼。”杨海龙说，在剧中灯笼有
很多隐喻，比如“纸包不住火”，
比如，也是王生和陈氏美好爱
情的象征，“第三幕中有场戏，
两人站在灯笼下，感觉纯洁、美
好，那代表了他们最初时最本
真的爱，没有任何掩饰和隐
藏”。

□ 本报记者 高艳鸽

舞剧《画皮》：两重空间演绎复杂人性
艺 林

□ 本报记者 李 博

4月21日起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高群书执导、陈建斌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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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