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剧实景电影《敦煌女儿》昨天在上海举

办首映礼。该片以同名舞台剧为蓝本进行创

作拍摄，由沪剧名角茅善玉领衔主演。这部

作品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

真实还原了樊锦诗在敦煌进行考古、学术研

究和文物保护事业五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同

时也展现了莫高窟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

的艺术价值。

榜样的力量
“无论是把《敦煌女儿》搬上舞台，还是拍

成沪剧电影，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樊锦诗给我

们带来的榜样的力量。”茅善玉说。从2011

年至2020年，茅善玉曾9次带领主创团队到

敦煌采风，剧本修改不计其数。茅善玉曾感

叹道：“这些年间，我与樊锦诗也成了‘忘年

交’。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敦煌时

的那种震撼。”

这些年来，舞台剧《敦煌女儿》在北京、

上海、西安、兰州、敦煌、武汉等地共演出80

多场，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茅善玉也凭

借精彩表演在不久前摘下了文华表演奖。

电影《敦煌女儿》由舞台剧原班人马出演。

拍摄期间，樊锦诗也曾几次拄着拐杖来到拍

摄现场反复和导演组表示：“一定要真实，不

要拔高！”

首映礼上，茅善玉表示，她前几天还和樊

锦诗通电话，她劝樊锦诗要注意安全，太高的

栈道就不要上去了，但樊锦诗说：“我要带着

年轻人，和他们讲解，不上去不行。我动作慢

一点，旁边有扶手拉着，拄个棍儿就好了。我

要抓紧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茅善玉动

情地对观众说：“幸运地在这个时代遇到了这

个题材，遇上了这样一个人物，她是我精神力

量的源泉。”

沪剧的尝试
拍摄沪剧电影《敦煌女儿》，是沪剧的一

次大胆尝试。制作团队在敦煌研究院、三危

山、九层楼、石窟等地进行实景拍摄，难度高、

挑战大。许多在舞台上无法呈现的场景，都

在电影中得到表达。

导演滕俊杰介绍，该片大部分镜头都是

在敦煌莫高窟及茫茫沙漠戈壁等地实景拍

摄，摄制组带着五辆大集装箱卡车来到戈壁，

150多位演职人员披星戴月奋战了二十多

天，终于完成了拍摄任务。在莫高窟的洞窟

里拍摄艺术品时，需要摄制组的专业与细心，

所有参与洞窟内拍摄的人员都需要经过专门

训练，提前演练好整个拍摄流程，任何人在转

身时，都不能碰到壁画。此次《敦煌女儿》拍

摄全程做到了“高效、安全、零事故”。

“考虑电影节奏的需要，我们忍痛删掉了

一大段优美唱腔，只保留后面的快板，让它一

气呵成。”茅善玉说，“沪剧电影和一般电影不

同，它有好听的音乐做重要支撑，在表达上还

有肢体演绎情绪，所以它更靠近音乐剧，是上

海的音乐剧。”据滕俊杰介绍，日本已经有好

几个电影节都对这部电影发出了邀请，两位

法国电影人也在昨天看完该片的首映后被感

动落泪，当即表示希望邀请该片赴巴黎参加

国际影展。

沪剧电影《敦煌女儿》将于年内正式上

映。 本报记者 吴翔

本报讯（记者 徐

翌晟）当地时间昨晚，当

代法国文坛上有影响的

女作家之一安妮 ·埃尔

诺获得了2022年诺贝

尔文学奖。安妮 ·埃尔

诺1940年生于法国滨

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

代表作有《空衣橱》《位

置》《一个女人》《单纯

的激情》《耻辱》《事件》

《占领》等。长篇小说

《悠悠岁月》一经出版

就获得了法国当年的

“杜拉斯文学大奖”，中

文版《悠悠岁月》获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度最佳外国小说奖。

据悉，上海人民出版社

即将推出安妮 ·埃尔诺

三部重要作品《一个男

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

故事》《一个女孩的记

忆》的中译本。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

辞认为，安妮 ·埃尔诺用

细腻、伤感的笔触生动描

绘了出身贫寒的父母为

使自己及下一代摆脱社

会最底层的卑贱地位所

进行的充满失落、绝望、

希冀、梦想的奋斗过

程。以极其痛苦和矛盾

的心情，真切表达了对父

母及故乡的爱恨交加。

长篇小说《悠悠岁

月》以人们共有的经历

反映出时代的演变，从

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

共鸣。通过个人的经历

来反映世界的进程，大

到政治风云，小到饮食

服装、家庭聚会乃至个

人隐私，无不简洁生

动。小说的时间跨度有六十年，因此无论

什么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很

熟悉的内容和很清晰的记忆。

2009年，安妮 ·埃尔诺曾经寄语中国

读者：“我最大的希望是我的小说《悠悠岁

月》——译成你们的语言使我充满喜悦

——能使你们，中国朋友，接触一种法国人

的记忆。一个法国女人的、也是和她同一

代人所熟悉的记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

到今天的记忆，在各种生活方式、信仰和价

值方面，比他们几个世纪里的祖先有着更

多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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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忘年交 一段敦煌情
沪剧实景电影《敦煌女儿》的拍摄故事

迎着光攀登

谢幕时掌声如雷 观众多饱含热泪

手记记 者

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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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光）几封家书，一对“兄妹”，
改编自同名电影与巴金小说《团圆》的大型话剧

《英雄儿女》昨晚在话剧中心成功首演。不是亲

兄妹，胜似亲兄妹，哥哥王成在抗美援朝中喊出

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哥哥壮烈牺牲后，妹妹

王芳作为文艺兵，以一曲《英雄赞歌》唱遍祖国大

地。前奏起，就有观众轻声应和……无论是曾经

的电影观众、小说读者，还是昨晚的话剧观众，都

深切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孕育了英雄儿女。

剧中英雄王成手持爆破筒纵身跃入敌群的

雄姿，部分来源于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

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英雄事迹。他生前所在的

部队，就是现在的济南军区第20集团军机步58

旅。该剧技术设计许金佳，就曾经是该旅的一

名军人，退伍后转业至话剧中心成为一名技术

设计。编剧喻荣军在创作札记里写道：“今天我

们赞美英雄，是为了弘扬英雄精神……这就是

再次创作《英雄儿女》的意义所在。”因而，该剧

发布了少有的赠票规则：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

士，可通过电话预约享每人两张《英雄儿女》话

剧票。话剧中心离休干部、志愿军老战士宋光

华作为代表受赠了第一张演出票。

昨晚演出谢幕时掌声如雷，观众几乎各个

饱含热泪。观众跨越了三代人，既有白发苍苍

的老者，也有平时就出入话剧中心的年轻人，

还有带着孩子来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的父母。有些带孩子的年轻父母，也没看过电

影《英雄儿女》，但是在剧场里感受到了精神洗

礼，出了剧场还不忘与孩子进行“阅读理解与

分析”：“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看这部话剧？就

是要了解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一代人用生命

换来的。”“上海虽然是大后方，但是也起到了

确保前线物资充沛的重要作用！”90后观众董

明轩表示，场面和音响效果太震撼了，尤其是

王成在呐喊：“向我开炮”之际……

据悉，该剧首轮演出至10月16日，演出票

基本售罄。

当大银幕上出现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沪剧舞台上那个美艳

动人的蘩漪。视觉上的冲击很快被引人入

胜的剧情冲淡，跟着老年樊锦诗的回望，我

在电影里再一次走进这位时代楷模的人生。

虽然沪剧《敦煌女儿》已经看了很多遍，

电影版依然打动人心。沪剧本就以现实题材

见长，具有浓浓的当代气息，与电影结合并没

有违和感，即使是实景拍摄，也并未削弱戏曲

性。同样是采用倒叙的手法，舞台版是不断

与当下的时间线交织的，电影版则是一个比

较完整的回溯，其间即使有旁白，茅善玉也以

老年樊锦诗的声线来塑造。

在剧组，樊锦诗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便是，

不要拔高，一定要真实。看着茅善玉穿上那

件棕红色摇粒绒外套，恍惚间，感觉就是樊锦

诗在演自己。拍摄期间，茅善玉只身爬着四

五层楼高的蜈蚣梯晃晃悠悠进洞窟，演员们

等候拍摄时在厕所里取暖、吃泡面，一阵风沙

来临盒饭上铺了一层沙子，艰辛时刻，大家总

会想起樊锦诗在大漠坚守的这些年，何

尝不是这样度过。如今已85岁的樊锦

诗，依然拄着棍儿慢慢地攀爬着大大小

小的洞窟，为年轻人再讲述敦煌的魅力。

茫茫大漠若干灿若星辰的洞窟，电影将

259窟的禅定佛陀放大为一个串联剧情的线

索，让观众看完后对这个比蒙娜丽莎还要早

几百年的微笑佛陀印象深刻。尤其是尾声之

处，一个高光，一个转身，樊锦诗本人入镜，带

着她标志性的朴实笑容望向观众，透着温暖

的禅意，台下自发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感召

着所有观众不负热爱。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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