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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第

18届、第19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

颁奖典礼在北京举

行，对四年来中国电影

创作进行总结表彰，同时

揭晓了两届评选结果。“上

海出品”表现出色，共有五部

电影分别获得五个奖项：《攀登

者》获第18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

奖；《奇迹 ·笨小孩》获第19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

奖；《人生大事》获第19届华表奖优秀青年创作

奖；《我的姐姐》主演张子枫获得第19届华表奖优

秀女演员奖；《刺杀小说家》摄影韩淇名获第19届

华表奖优秀电影摄影奖。

华表奖颁奖典礼以“奋楫扬帆正当时”为主

题，汇聚了四年来有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受观众

喜爱的中国电影佳作。“上海出品”的影片在连续

两届评奖中均取得不俗成绩，体现出近年来上海

电影创作在重新擦亮“上海出品”金字招牌、提升

上海城市软实力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这五部获奖作品涵盖了院线电影的多个类

型，题材上也多有突破。由上影集团领衔出品的

《攀登者》以两个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分别是

1960年中国国家登山队首次实现人类珠峰北坡

登顶和1975年再次成功登顶并首次向世界宣布

中国人测量的珠峰海拔——8848.13米，电影努力

还原了这一故事，告诉国人，曾经有人在那样艰苦

的条件下，为我们努力攀登。这不仅是一部充满

诚意、歌颂勇气的献礼作品，同样也是一部紧张、

刺激、好看的动作大片。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奇迹 ·笨小孩》不仅在当

年春节档取得了超过10亿元的票房佳绩，更以小

人物的奋斗和成长，致敬了在大城市扎实打拼生

活的奋斗者们。殡葬题材故事《人生大事》是去年

夏天整个行业最大的振奋和惊喜。生死事大但爱

更大，这部电影用“死亡”串联形形色色人物，讲述

那些市井朴实的生活，走入边缘人物间的真实，温

暖、饱满、动人，此番获得优秀青年创作奖也是实

至名归。

只有3000万元投资的电影《我的姐姐》收获

8.6亿元票房，一方面得益于故事扎根现实的创

作，另一方面也因为全员在线的演技，尤其是剪短

了头发的张子枫，以一种超越同龄人的通透，完完

全全地浸入了安然这个复杂的角色。

奇幻动作电影《刺杀小说家》为构

建出一个宏大瑰丽的奇幻“异世界”，

使用了20多个摄影棚、近17万平方

米的搭景，规模空前巨大。全片

不仅一共拥有超过2000个特

效镜头，还首次大规模完整

使用虚拟拍摄技术，同时

将动作捕捉、面部捕捉

和虚拟拍摄等多项

技术整合在一起。

最终，双雪涛笔下极

具想象力的奇幻世界

由脑洞变成了现实，

昨晚该片获得华表奖

优秀电影摄影奖，可

以说是对中国电影视

效最前沿探索的一

份肯定和鼓励。

本报记者 孙佳音

记忆依然鲜活
“都市新淮剧”的形成，绕不开

一个人——著名编剧罗怀臻。梁伟

平认识罗怀臻的时候，罗怀臻还在

上海越剧院，得知两人是苏北老乡，

梁伟平对他说：“你应该来淮剧团的

嘛！”这段友谊便从此开始。罗怀臻

在淮剧团写完《金龙与蜉蝣》，悄悄

对梁伟平说了一句：“你不要小看这

个戏，我们50年以后照样演。”

“现在30年了，它依然还在人

们的记忆里。”梁伟平为这部好戏

的影响力折服。这一版《金龙与蜉

蝣》，剧组追求的是原汁原味的传

承，除了演员变了，其他的比如剧

本、服装、舞美、灯光都没有改动。

唯一有些变化的就是音乐重新编

配了一下，因为乐队的编制和当年

有所不同。

30年前上海淮剧团创排《金龙

与蜉蝣》，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梁伟平回忆，“那时团里有最好的老

中青三代演员”，乐队的平均年龄在

35到38岁左右，主要演员班底来自

“淮三班”，都在27岁到33岁左右，

这批演员在学校受的是京剧老师的

指导，基本功非常好。

这次传承版创排前，梁伟平的

心里还有点打鼓，这样的阵容，人怎

么凑得齐呢？没想到，这件事真的

做成了。但压力也随之而来，这部

戏多年未演，“要是大家一看，也就

不过如此，唉，那我们这代人总觉得

就没有完成任务”。

练功房里，梁伟平每天带着一

个茶杯来上班，给每一个演员过

戏。两组金龙、蜉蝣，他就示范两

遍，他一辈子都是飞行员般标准的

血压，结果在排练期间血压陡增，连

续几天头都是晕的。陈继云透露，

演员们也都不遗余力，早上8点练功

房就开始传来吊嗓子的声音，深夜

还亮着灯；复排导演海博直接住进

了团里，埋首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

带着大家像电影拉片一样重新看

1993年版本的演出录像。

看录像对于演员熟悉人物来说

很有用，但是30年前的表演再用到

现在的舞台上，梁伟平觉得远远不

够。演员们常常疑惑，梁老师，现场

教的怎么和录像上不一样？这些

年，梁伟平毛估估演过300多场《金

龙与蜉蝣》，每一场都有新的感受。

传承版，自然不能刻舟求剑。

多年前，陈继云在《金龙与蜉

蝣》的台上演一个大兵，这次演金

龙，让他在塑造人物方面上了一个

台阶。当陈继云和王俊杰演父子相

认的对手戏时，梁伟平会让王俊杰

将电影的主观镜头运用到舞台表演

上去，当蜉蝣听到自己的真实身世，

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眼神从脚面

到腿部、腰部一点一点往上扫，当金

龙喊出一声“儿啊”，蜉蝣会像触电

一样震颤，尽管观众可能不会捕捉

到这样细微的动作，但这却是人物

内心的外化，不可缺少。

“小虫子”堪大任
15年前，王俊杰刚进戏校时，曾

经和梁伟平同台演过蜉蝣的儿子孑

孓，他说：“我在戏校的启蒙老师便是

梁老师，我学的第一句唱都是梁老师

教的。”王俊杰一直被夸聪明，但唯独

这部《金龙与蜉蝣》，没少挨老师的

骂。

蜉蝣这个人物，恰恰就是要对习

见的“小生美”形象进行破坏，而去寻

找令人厌恶的“娘娘腔”。梁伟平给

王俊杰和邱海东分析，在戏中，蜉蝣

经历了人生的三个过程，从寻父之前

可爱的“常态”，到阉割之后可怜的

“异态”，最后变成久处宫廷中可恶的

“变态”，创造这个角色的艰辛，最主

要的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挑战。

每一次梁伟平的示范，对于青

年演员们来说都是一次难能可贵的

表演课。全场鸦雀无声，掏出手机

录像的演员们都在用眉眼和口型互

相叫好。“收放自如”，一旁的邱海东

赞叹，这是表演非常高的境界。另一

位“金龙”陆晓龙也是梁伟平的学生，

梁伟平指着魁梧的学生对记者笑言：

“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原来也是唱小生

的吧！”这次为了金龙一角，陆晓龙瘦

了十几斤，“能出演这部戏是我进团

以来就梦寐以求的，无论是舞台经验

还是精神层面，都给了我一种巅峰的

冲击感和满足感。”

今年恰逢上海淮剧团建团70周

年，经典剧目焕发生机，上海淮剧完

成代际传承。今年也是淮剧团“都

市新淮剧”探索30年，《金龙与蜉蝣》

作为开山剧目，是上淮的品牌根基

和剧团“一团一品”建设的源点。复

排上演《金龙与蜉蝣》，不仅是向经

典的一次传承和致敬，更是新生代

淮剧人守正创新的再出发。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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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剧《金龙与蜉蝣》传承版重演往事，更添当下表达

这部戏   年后照样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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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剧表演艺术家梁
伟平的心里，一直有个心愿，
希望能把“都市新淮剧”三部
曲都传承下去。今年春天，
已经到加拿大享受天伦之
乐的梁伟平匆匆回到上海，
连时差也没来得及倒，就开
始了剧团和家两点一线的
生活，为的就是这三部曲
之中打头阵的《金龙与
蜉蝣》，终于要推出传
承版。

1993年5月，《金
龙与蜉蝣》在美琪大戏院
首演。36岁的梁伟平饰演
的蜉蝣一角，从何双林饰
演的帝王金龙的龙椅下钻
出来，无异于一声惊雷，炸
开了淮剧身处的沉闷时
节。剧目连获43项奖项，
巡演走遍了中国各地，包
括澳门、台湾。

昨晚，同样是5月，同
样在美琪大戏院，青年一
辈挑起了《金龙与蜉蝣》的
传承重担。何双林的学生
陈继云饰演金龙，梁伟平
的学生王俊杰饰演蜉蝣。
6月2日，另一组金龙陆晓
龙、蜉蝣邱海东将于宁波
逸夫剧院首度亮相。

■ 王俊杰饰演的蜉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