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本以为谢幕时要掉泪的蔡筱

君，演完《密誓》站在聚光灯下，却一滴
泪也落不下来，“勒头勒得实在太紧

了！”蔡筱君是同济大学表演系的一名
学生，因入选上海昆剧团学生版《长生

殿》训练营，而有了登台演唐明皇的机

会。昨天，数十名来自大学校园、接受
了 4个月小班制教学的“昆曲演员”登

上舞台，其中两对从全国海选出的“唐
明皇”与“杨贵妃”光彩夺目，学生版

《长生殿》迎来阶段性汇报演出。

曾为“姐妹” 今演“夫妻”

“纤云弄巧，飞星传信，银汉秋光

暗度，柔肠似水，佳期如梦，遥指鹊桥
前路。”昨天演出的《密誓》《惊变》是

《长生殿》中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感情
巅峰，尤其前一折里，二人共同许下

“愿生生世世，共为夫妇，永不相离”
的诺言，美好的愿景里又夹杂着悲剧

的预叙。

《密誓》（见下图）一折的唐明皇由
蔡筱君扮演，杨贵妃由上海财经大学

的潘怡麟扮演，两人都是学习戏曲多
年，蔡筱君是同济京剧社社长，习梅派

青衣，这次演唐明皇是他第一次跨剧
种、跨行当。潘怡麟则是京昆两门抱，

从高中起就担任南师附中昆曲社社
长，大学期间一直跑到同济昆曲社学

戏。以前，蔡筱君和潘怡麟经常能在各
种演出场合碰面，有时一个演王宝钏、
一个演代战公主，有时候还分前后场

演同一个角色，这次还是两人第一次
演夫妻，别有一番火花碰撞。

曾留遗憾 如今圆梦
另一对唐明皇、杨贵妃是同济大

学的王佳鑫和中国传媒大学的王卫卫（见上图）。这次参
与学生版《长生殿》，弥补了王卫卫长久以来的一个遗憾。

就读戏曲理论专业研二时，王卫卫看到白先勇在北京招
募校园版《牡丹亭》的成员，那时她恰好在中国台湾当交

换生，遗憾错过。这次在上昆公众号上看到学生版《长生
殿》，她眼前一亮，说什么也不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会。

昆曲表演艺术家、“正牌贵妃”张静娴点评：“都说像

不像，三分样，你们已经有五分样了，让我对明年全剧演
出充满了期待。”昆曲表演艺术家、“唐明皇”蔡正仁也表

示同学们的表现超出预期，不过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唱念还要再加加工。”
参加学生版《长生殿》训练营的学员绝大部分都来自

与戏曲无关的专业，但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喜欢昆

曲。为期 4个月的训练营，由上昆的优秀青年演员和导演
分组编队成基础训练组、排练带教组、舞台导演组，每周

为学员们授课排练，累计近百课时，这才有了学生版《长

生殿》像模像样的呈现。
在戏曲界，票友、曲友向来是一支对剧种有着不小影

响力的中坚力量。学生版《长生殿》让年轻观众走上舞台

成为“年轻演员”，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让昆曲向社
会大众辐射和影响的传承。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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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以创新碰撞经典
———从《贞观盛事》获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说起

梳理改编 重点突出
毋庸讳言，体现中国传统写意审美

观的京剧，与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和

审美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舞台到
银幕的成功迁移，改编并不容易。比如

时长，舞台版《贞观盛事》有两个半小
时多，电影版要压缩在 120分钟左右，

如何缩短时长，又不影响剧情？为此，

主创团队在改编中将人物与情节明晰
化，突出了重点。电影中，故事集中到

魏征和李世民因长孙无忌的奢靡、强
霸而产生的冲突上，舍弃了马球、骑马

以及无关宏旨的歌舞场面等，根据电
影观赏的心理节奏进行拍摄、剪辑，让

观众获得舞台上所没有的满足感。
去年，首部 8K全景声戏曲电影《捉

放曹》由上影集团完成拍摄，目前正在
紧张的后期制作中。有别于大部分电

影，《捉放曹》的角色很少。角色越少，人
物展现在大银幕上更容易扁平化，冲突

不够激烈，形象不够丰满，剧情缺乏反

转。《捉放曹》的编剧在舞台

版基础上作了梳理和调整，让

整出戏从“公堂”开始详细叙述，

完整地呈现“捉”与“放”的故事情节，使

剧中主角陈宫和曹操两位人物的心理
历程体现更加合理流畅。

技术赋能 康庄大道
闯过剧本关，摄制的考验同样不

小。《贞观盛事》创作团队在拍摄中始终

秉持戏曲电影的两个“最大限度”：一是
最大限度地把握好戏曲精神的精华，这

是本；二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艺术的
视听作用。尽管全片预算不高，但为了

保证品质，上影搭出了 5个 360度立体

的景。车墩 1号棚 1700平方米，3号棚
1400 平方米，同步启用，轮流拍摄，其

置景的专业化程度及贴合的年代感，不
亚于制作一部商业大片的精细。

《贞观盛事》采用 3D现场全程实拍
和全景声技术结合制作，对戏曲和电影

的结合作了探索，赋予了经典剧目一次
别样“重生”。具体来说，采用 3D拍摄，

就是用 360度的电影镜头补充舞台观
赏的盲点，让观众看到更多的表演细

节；引进全套的声音制作系统，又让电

影的声音效果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准。影
片主演、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说：“电

影里的中国戏曲京剧元素，不但没有被
削弱，还有加强，充分展现了戏曲舞台

上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美妙古
典的东方戏曲艺术和现代先进的 3D全

景声影视技术密切结合，应该说是一条

可行的康庄大道。”他认为，这种尝试不
仅有利于推动和发扬戏曲艺术，也有利

于让戏曲艺术走向世界。

戏曲电影 仍须努力
其实，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开始，中国电影的每一个发展节点都离

不开戏曲的参与，而戏曲得以广泛地记
录、传播，也离不开电影这一先进艺术

形式的助推。在上海，戏曲电影的因缘
也早已扎下深根。新中国的第一部彩色

戏曲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由

上影摄制完成的越剧电影。1962年，由
岑范执导，徐玉兰、王文娟主演，上影出

品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更是中国戏曲
史、中国电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尽管两者有着超过 60年的联姻，
不过电影与戏曲有着各自独立而完整

的评价体系，戏曲电影既不是“戏曲故
事的电影”，也不是“电影形式的戏曲”，

如何平衡好电影和戏曲之间艺术语言
的冲突，是创作者必须应对的考题。

上影集团董事长王健儿表示：“今
天拍摄戏曲电影，必须创造出新的电影

视听亮点，来吸引中外观众特别是更多
年轻人走进影院，使之看得见‘戏曲+电

影’的美妙，从而让中国人留下眷恋国
剧的文化乡愁，让外国人更加了解、喜

爱京剧艺术。”他介绍说，上影的“十四
五”新战略正瞄准内容创新和产业创

新，将继续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将经典
戏曲剧目搬上银幕，展现电影与戏曲艺

术的完美结合，让中国传统艺术瑰宝在
新的时代走得更远。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在刚刚落幕的第 33 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京剧院、上海广播电视台
及首都京胡艺术研究会共同出品的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
《贞观盛事》喜获“最佳戏曲片奖”。作为京剧电影工程项目第
二批 10部影片中唯一一部新编剧目，从舞台版到电影版，
《贞观盛事》在创作时遇到了哪些难点？上影又是如何将京剧
艺术融入电影之中的？戏曲电影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

■ 《贞观盛事》剧照

■ 《贞观盛事》剧照

■ 《捉放曹》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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