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ulture&sports

本版编辑/王剑虹
视觉设计/黄 娟

  
    年8月  日/星期三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这个夏天，《消失的她》

凭借反恋爱脑的精准营销，

票房一路高歌猛进；《孤注一

掷》因着全民反诈的巨大群众基

础，以小博大，正以近35亿的票

房奔着暑期档票房冠军的宝座

而去，但《学爸》这部直击当下热

门话题“鸡娃”的喜剧电影，在拥

有最广泛群众基础，也拥有多位

优秀演员的情况下，上映12天却

仅收获了不到5亿票房，这是什

么原因呢？

票房平平，口碑同样平平。

作为一部喜剧电影，黄渤、张子

贤、王迅，甚至是并不以喜剧见

长的吴磊都交出了一些不错的

段落表演，小演员单禹豪更是交

出了笑泪俱佳的表演，但作为一

部电影，它的人物刻画深度是欠

缺的，有些故事是不接地气的。

黄渤饰演的单亲父亲雷大

力，从一个随和的、乐天的洗浴

店老板转变成为一个疯狂“鸡

娃”的“学爸”理由很不充分，转

变也太突然。在老婆病逝后雷

大力总体上与儿子享受着“坦诚

相对”的亲子时光，但自从老丈

人说要接孩子去上海读书后，雷

大力“幡然醒悟”，开始走关系搞

门路，花十万元与闫妮饰演的单

身母亲假结婚，只为一个买学区

房的本地户口；不惜卖掉洗浴店

虎口夺食重金抢下“凶宅”，还让

儿子学起了编钟。上海国际学

校的优渥环境又让他失了方向，

最夸张时甚至给小姨子下跪只

求对方陪孩子走完之后面试的

路……这所有的遭遇已经如此

的不合情理，这所有的反应更是

如此的超越现实。

现实生活中，或许有人比雷

大力更极致、更夸张、更愿意为

孩子付出，但当这个单身父亲一

个人在短时间内几乎把所有能

走的“幼升小”的路都走了一遍，

仿佛是从生活里来，却又让人觉

得不合逻辑，哪里不对劲。黄渤

和小演员的演技都很好，父子关

系细腻、温馨、真诚、动人，但这

对苦命父子还是过于脸谱化、标

签化了。片中其他演员的精湛

演技也大多被平庸的编剧水平

辜负了，闫妮饰演的单亲妈妈仿

佛像一个“工具人”，万茜饰演的

“虎妈”拥有的“唯二”技能几乎

就是打骂孩子和对着想要躺平

的老公哭吼。

更要命的是，雷大力这样一

个父亲，在电影里努力了一个半

小时之后，在儿子的国际学校面

试现场，在雷小米痛哭着对面试

官说：“让我考上吧，我不想再让

爸爸求人了”之后，再次“幡然醒

悟”，一番慷慨陈词，放弃“鸡

娃”，重新躺平。此前那个痛哭

流涕的虎妈也仿佛被人调了开

关，一夜之间就欣欣然地接受了

家门口小学的入学。前一分钟，

电影院里还有人发出长长的叹

息声，后一分钟，就有人拿出了

手机，不想再看。

不是电影不能有一个光明

的结局，但《学爸》这个结局来

得实在过于突然与生硬，强行

让两个天资并不出众的孩子进

入附近小学后展现出过人潜力，

一个得了A+（此前乘法口诀表

背得泪眼婆娑），一个要去参加

演讲比赛；雷大力的老店似乎赎

了回来，新店又要开张了。一切

都看起来和乐圆满，十足的“科

幻片”。

观众或许从没期待，一部电

影能够对复杂的社会与教育问

题给出解决办法。但当一部取

材于现实的作品只为观众演绎

一些网络上的段子，对真实的呈

现浮于表面，对人物的刻画脸谱

化，尤其是当它最后还拥有一个

太过于童话的没由来的美丽结

局，那么它得到的口碑和票房一

定不美丽。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一袭别具民族特色的长裙搭配

同款小帽，深褐色的布裙上缀着镶

刻古老花纹的银片，仿佛窗外洋洋

洒洒的雨滴融入大地，带着自然芬

芳的泥土气息……昨日，杨丽萍现

身舞剧《孔雀》发布会。今晚起至9

月3日，这部承载了生命与爱的作品

将连续5天在上海大剧院演出7场。

面对时间
1988年杨丽萍第一次亮相央

视春晚，以一支形神兼备、空灵缥缈

的《雀之灵》惊艳了全国观众。她演

活了“孔雀”，甚至达到了让人觉得

“她就是孔雀，孔雀就是她”的境

地。在拥有了孔雀之“形”和“灵”之

后，杨丽萍想讲述更加丰富、深刻的

关于“孔雀”的故事。

2022版舞剧《孔雀》的故事，围

绕生命和爱这两个永恒的主题展

开，分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展现

生命与天地自然的相互融通，通过

舞台艺术形式呈现了一次对世界

的善意探索，以及对生命和人性的

追寻。作为特别出演，杨丽萍参演

“冬”之篇章。

和绝大多数女演员恐惧衰老、

避谈年纪不同，年过60的杨丽萍

谈起时光流逝始终坦然。她说：

“时间是剧中重要角色，它平等对

待每个人，不为谁而停留。也正因

此，让我们珍惜生命。”面对时间，

她的态度是——不要神化它，也不

恐惧它，走该走的路，跳该跳的舞。

出演“冬”之季，观照的是内心

的状态，杨丽萍说：“和年轻人同

台，我虽然只出演了冬，但伴随孔

雀和自然所经历的春夏秋冬、生命

轮回，舞台上的一个半小时却真的

好像过完了一生。”

面对议论
该剧此前巡演，因男孔雀服装

及舞蹈表现方式引发讨论。这让

杨丽萍想到现代舞创始人邓肯面

对舆论的态度——不走寻常路、独

辟蹊径的邓肯穿着纱衣跳舞，第二

天她翻阅评论，有的赞她美若天

仙，有的说她离经叛道，于是她就

此不管评论，只跳自己的舞。

这种态度给予杨丽萍很大启

发，她说：“不了解真相才会人云亦

云，我们只管保持初心、美丽绽

放。观众走进剧场后，才会知道舞

蹈是什么样子。”

生于自然、长于自然，一生追求

美和喜悦带来的感动。经过大风浪

的杨丽萍，在舞台上起起伏伏五十多

年，悟性来自内心，她说：“勇敢是一

个女人必须具备的品质，相信自己。

孔雀是人们对美的极致向往。能把

《孔雀》跳好、跳得特别，深入人心，这

是多大的福报。文如其人，舞如其

人，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赞美。”

面对后辈
如今《孔雀》又有了00后的接

班人，杨丽萍把自己定位为“召集

者”，在她看来，让更多的年轻舞者

担任主演，在舞台上发掘自己的能

量，也是用生命的轮回演绎一种精

神的传承。

新一代男孔雀饰演者王思龙

说“孔雀之死”这一段很难，不但要

爆发力，服装让每寸肌肉都展现，

对演员的身材管理提出极高要

求。杨丽萍告诉他，肌肉线条能

够最直观表现孔雀濒死的状态，

他为保护女孔雀而牺牲了所有的

羽毛，每一丝肌肉的颤抖传递的

都是勇气。

除了将作品传递给年轻一代，

杨丽萍也希望把艺术文化的担当

传递给下一代舞者，助力他们绽放

各自的魅力。

本报记者 朱渊

本报讯（记者 朱光）上海是

全国第一个诞生工人新村的城市，

凝聚的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集

体记忆和共同情感。杨浦区文旅

局昨天透露，聚焦工人新村的话剧

《暖 ·光》启动创排，将于11月8日

起在YOUNG剧场首演。

该剧编剧管燕草、导演石俊都

是从工人新村成长起来的“新村二

代”。编剧的父亲管新生，出版了

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工人新村——

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是著名

的工人题材小说家。该剧时间跨

度从上世纪50年代至当下，故事

通过师兄弟两家人在建造、扩建、

改建工人新村的热浪中起起伏伏，

历经主人公搬入、搬离、再搬回工

人新村的曲曲折折，折射出工人群

体与社会进步的紧密关联。

这可能是一出“反市场”的话

剧，与当前话剧市场的“流行元素”

不搭界，但是《暖 ·光》展现了高度

城市化和商品化发展之际遮蔽的

几代人的艰辛付出——工人新村

成了留守的旧房……其中有70余

年、几个时代的生活缩影、集体情

感，书写着独属于上海岁月的共同

情怀。

本报讯（记者 赵玥）由巴伐

利亚国立歌剧院和上海歌剧院联

合制作的全新版本《罗恩格林》正

在有序排练中，将于9月17日、19

日在上海大剧院进行中国首演。

今年正值瓦格纳诞辰210周

年，上海歌剧院特别推出瓦格纳四

部浪漫主义歌剧中的最后一部、也

是其最著名的歌剧之一《罗恩格

林》。这一版的《罗恩格林》去年在

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首演之后反

响非常热烈。不同于传统的充满

铠甲、利剑的表现形式，这个版本

的《罗恩格林》非常新颖、前卫。在

传统歌剧呈现中，罗恩格林化身神

秘的骑士会在天鹅带领下出现，但

这一次，天鹅不会具象化，罗恩格

林也不再是从天而降的神，而是穿

着白色的卫衣、牛仔裤，成了由人

民推举出来的正义化身。

此次联合排演《罗恩格林》，

是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首度与中

国院团合作，也是继《漂泊的荷兰

人》之后，上海歌剧院今年排演的

第二部瓦格纳巨制。上海歌剧院

院长许忠表示，这次的合作缘起

于五年前，当时的畅想终于在今

日发出了回响。据介绍，上海歌

剧院将享有该剧在整个大中华地

区的演出版权，这部瓦格纳的经

典作品也将成为上海歌剧院的经

典保留剧目之一。

舞一曲生命与爱的赞歌
——记著名舞蹈家杨丽萍

“天鹅骑士”穿卫衣牛仔裤来上海

《罗恩格林》9月在沪首演

话剧新作带来“暖·光”

聚焦工人新村前世今生

同为现实题材，
《学爸》为何没成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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