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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中自有浩然气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一部游戏纪录片出圈的背后

◆ 戴 平

破除了滤镜，
《我是刑警》才是真的行

◆ 吴 翔

◆ 胡晓军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创设

至今已有35周年。“白玉兰奖”是上海

重要文化艺术奖项之一，担负着彰显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城市精神之重任，担负着上海乃

至全国戏剧人才队伍、剧目艺术、社会

文化建设的重任，担负着推动中外戏

剧艺术交流、促进中国文化展示魅力

的重任。

保护戏脉艺魂
推动出人出戏

1989年3月创设、1990年8月公布

首届获奖名单的“白玉兰奖”，在当时

的戏剧界堪称是一件突破性与标志性

的大事件。“白玉兰奖”的创设者认为，

设立奖项犹如设立标杆，不但有助于

维持艺术水准、活跃戏剧创演、扩大社

会影响，更能凝聚人心、振奋信心，有

利于戏剧队伍的稳定和戏剧人才的涌

现。之所以定位于表演艺术而不是整

个戏剧，则是因为当年资源有限，必须

将有限力量集中于关键领域。中国戏

剧自古以来极为重视演员的演艺，有

“以演员为中心”的共识和传统。“白玉

兰奖”的创设者认为，以此作为评奖切

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尤其

对传统戏曲演员坚守舞台、追求演艺

起到激励和鼓舞作用，进而对戏曲非

遗的妥善保护、有序传承起到根本和

关键作用。

35年来，这一传统非但没有淡化和

湮没，反而更凸显和更广泛——从戏

曲、话剧、歌剧、舞剧到外来的音乐剧、

新兴的杂技剧，无不在强调演员的表演

艺术。正是坚持通过演员的表演艺术

之拔优擢才，保护戏脉艺魂、推动出人

出戏，从而保护、振兴戏剧。在上海市

委宣传部的支持和主承办单位的合作

下，在以黄佐临、袁雪芬、尚长荣、奚美

娟为首的评选团队的接力下，共计举办

了32届，共有90余个剧种、2400余个剧

目（剧组）、3900余位中外演员申报参

评。组委会为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

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地

区，美、英、俄、日等7个国家共计867人

次颁发了各类奖项。其中，为袁雪芬、

李默然、红线女、尚长荣等戏剧表演艺

术大师颁发了终身成就奖。

释放创造能量
体现人民导向

当下的“白玉兰奖”，正处于新时

代的上升期和“再出发”的关键期。全

市文化建设规划为“白玉兰奖”提供了

方向的导引。“白玉兰奖”将被打造成

“具有全国影响力和业界权威性的戏

剧综合类奖项，持续优化评奖、颁奖等

举措及运行机制，不断提升奖项行业

权威性和引领力，在广泛吸引国内外

院团剧目申报和国际交流等方面实现

新突破”。

首先，要更深刻地强化系统思

维。“白玉兰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成

功，原因在于“白玉兰奖”不是一个单

纯的奖项，而是深植于红色、海派、江

南文化沃土的复合型的都市文化和城

市精神之花。具体表现为——在创作

方面，要将“白玉兰奖”与打造优秀剧

作高地、建设一流文化地标、国有院

团分类改革、民营院团扶持计划、文

艺再攀高峰工程等紧密结合起来，用

精品力作为上海提供富有时代特征、

中国特色和地域特质的源头底气。在

展示方面，要将“白玉兰奖”与“演艺

大世界”等8大演艺区建设、文旅驻场

演出品牌、文化艺术节庆活动、各区

文化艺术带等紧密结合起来，发挥

“上海主场”优势，为观演双方提供规

格全、层级细、选择多、服务优、共享

好的“码头”空间。在评论理论宣传

方面，将“白玉兰奖”与评论理论工

作、媒体宣传力量做更深入和广泛的

结合，围绕精品力作、戏剧文化现象、

新型艺术品类开展研讨、梳理和推

广。教育方面，将“白玉兰奖”与文教

结合专项行动、文化创意成果转化、

戏剧人才培训工作、戏剧观众培养措

施紧密联系起来，培养本地戏剧人才

提高提升、成名成家，吸引各地戏剧

人才在沪深造发展。

其次，要更主动地扩大开放程

度。在通过打造“亚洲演艺之都”进而

实现国际大都市的进程中，戏剧作为

演艺最主要的形态，是体现上海文化

开放性的核心领域。具体表现为——

提高和运用上海及“白玉兰奖”的吸引

力，联络、引进亚洲、世界优质戏剧资

源来沪，条件允许时在沪设置总部或

分部。提高和运用上海及“白玉兰奖”

的智能化水平，从评选系统起步逐步

形成对接国际优秀戏剧文化资源的数

据系统、交易系统、演出系统，为使上

海从亚洲走向世界打下基础、占得先

机。提高和运用“白玉兰奖”的号召

力，主动出击，积极吸引全国最杰出的

剧作、世界最优秀的人才来沪演出，通

过提高宣传力度、加强评论深度、促进

交流广度、提升研究精度，用他山之石

提振本土戏剧原创及演艺水平更上层

楼。提高和运用“白玉兰奖”的整合

力，联合长三角地区的戏剧力量，加强

沪苏浙皖的合作联动，形成区域性资

源共享、人才交流、合作共赢的态势，

一来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格局服务，

二来为上海文化发展厚积优势，推动

江南文化和海派戏剧的高度融合、当

代弘扬与转型升级。

其三，更充分地释放创造能量。

“白玉兰奖”的宗旨之一，是鼓励戏剧

原创乃至于文化原创。与此同时，进

一步挖掘、运用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资源，为新时代上海文

化的“双创”提供支持和信心保证，也

对“白玉兰奖”本身的创新和创意提出

了迫切的要求。

其四，更全面地体现人民导向。

社会主义的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

艺，文艺奖项当不例外。想方设法将

“白玉兰奖”办成既是高雅权威的专家

奖，更是一个社会普遍认可、人们喜闻

乐见并踊跃参与的公众奖。戏剧是大

众文化，无论“非遗”活化生存还是新

戏剧形态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需要

市场的检验和支持。

再一次出发奋进新时代，再一度

跨越开启新征程，“白玉兰奖”必将趁

时发力，从上海文化品牌走向汇聚全

国、领先亚洲、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

品牌。

游戏纪录片《希望有羽毛和翅膀》

日前上线，它仅仅记录了虚拟人生的

多舛或多彩？

这些年，游戏大火，一条产业链上

的，一荣俱荣。门内的人，奋不顾身；

门外的人，不置可否。

火到什么程度？无论是《崩坏：星

穹铁道》还是《原神》，线下音乐会开票

即秒光。至于各种联动、周边，更是形

成了现象级的消费热潮。一个成功的

游戏带来的经济收益，能级之高对应

其影响之大。这个数字，常常是令人

咋舌的。

但哪有什么无缘无故的吸引。究

竟为什么，虚拟世界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的延伸？

这个问题太大，答案也丰富各

异。但不妨从小处撕开一个口子，进

而游弋于二次元的星辰大海。《希望有

羽毛和翅膀》是游戏《崩坏：星穹铁道》

的公益纪录片，目的在于让IP受众了

解听障人群背后的故事。“知更鸟”成

为自然的连接，热力十足的游戏IP，牵

手人群中被冷落的他们。

在《崩坏：星穹铁道》的游戏人物

设定中，知更鸟是一位享誉寰宇的歌

手。受家族宴请回到故乡，准备在“谐

乐大典”为众宾献歌一曲。她依靠“同

谐”的力量传递歌声，在歌迷乃至万界

生灵之中展现“共鸣”。玩家喜爱知更

鸟，不仅仅因为她光鲜的明星属性。

她歌唱的出发点始终是想为那些身在

深渊和漂泊无依的人们抚平伤痛，驱

散恐惧，鼓励他们走出阴霾，获得自己

的幸福与安宁。她曾因热心帮助他人

而受伤失声，作为歌手却陷身于无声

世界。她也时常去福利院探望那里的

孩子，教他们唱歌，帮助他们实现小小

的心愿。

游戏人物知更鸟的善良与有爱，

也嫁接到了现实世界里。或者更应该

说，是现实世界里，不完美，也要热烈

生活的人们，常常在不同的游戏脉络

中成为点睛的灵感。

毛老师和她的孩子、听障儿童宁

宁一同在纪录片中出镜。宁宁7个月

时被查出听障，毛老师专门学习了听

障孩子的听力康复，后来这也成了她

的工作。大声说，勇敢说，对于听障孩

子如此不容易。合唱现场，许多家长

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孩子大声歌唱，

动容、泪目。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天

籁”。听障人群的共同合唱，收录在了

同期发布的纪录片主题曲《希望有羽

毛和翅膀》手语版MV中。如何最大程

度上还原“知更鸟”音乐的丰富性和美

感，让每一个音符传递出更多温暖和

力量，也颇费了些功夫——专业人士

结合对听障用户听损曲线的分析，生

成低频音乐版本。此外，“知更鸟”还

为142名听障儿童捎去助听器，帮助他

们听见世界。

“知更鸟”的同道很多。《崩坏：星

穹铁道》的另一个人物三月七，在游戏

中与玩家一同走南闯北展开宇宙冒

险，同欢乐共患难。就像你身边的朋

友一样，会吐槽，也抱怨，但更多的是

鼓励。三月七喜欢拍照，在与徐汇文

旅的联动中，化身推广大使，鼓励玩家

走进线下，拍摄真实生活的闪亮瞬

间。你以为年轻人囿于虚拟世界里排

遣愁苦，重整心力，这其实已是另一个

维度里真情实感的嫁接与纠缠了。

游戏中传递公益，一方面是社会

责任的驱使，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属性

的植入。从一部游戏纪录片的出圈，

我们回到之前的那个问题——虚拟世

界为何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延伸？

看似各异的答案，其实有一个共同的

归属：现实生活的浸润与滋养。虚幻

与现实，都有歧路，也常磋磨，但身边

不竭的爱与正义，让你在人生的开拓

之路上，获得重振旗鼓的勇气，探索新

世界的好奇心，于是，朝着光的方向，

向前，再向前。

在美食类书籍的浩瀚

海洋中，最新出版的《江海

滋味》以其鲜明的特质、细

腻的笔触、鲜活的描写、丰

富的内涵，带领读者踏上

一场美妙的江海滋味之

旅。

广袤无垠的江海，不

仅有着迷人的自然风光，

更是一座天然的美食宝

库。作者王寒在序言中，

巧妙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

充满期待的阅读情境，让

读者迫不及待地想要深

入 了 解 其 中 的 海 鲜 奥

秘。她说，“我在找寻自

己的故乡——地理上和精

神上的。鱼也在找寻属于

自己的江河湖海”。

爱行走、爱美食的作

者，走过世界 50多个国

家，最远到达南极，她曾经

沿着东海海岸线行走，也

跟着渔民出海打鱼、海钓，

她深谙各种海鲜的习性，

在她的笔下，每一种海鲜

都像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主

角，在她的书中粉墨登

场。比如梭子蟹，描述其

外壳的坚硬质感，像是身

披铠甲的战士，而当你打

开蟹壳，那饱满的蟹黄和

鲜嫩的蟹肉，就如同藏在

铠甲下的白镶玉。本书

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将梭

子蟹的形态、色泽、口感一一展现，

读者仿佛能看到那金黄的蟹膏在眼

前闪烁着诱人的光泽，仿佛能感受

到蟹肉在齿间的鲜嫩爽滑。“鱼是有

气质的，比如大马哈鱼，如北方的彪

悍壮士；刀鱼，是南方的白衣秀士银

鱼，晶莹剔透，目两点黑，是纤尘不

染的南方美人”，这一连串的比喻，

让人对鱼的外形和气质有了生动的

理解。

除了江海之鲜，作者还写到江海

的咸腌糟醉，时间、朔风和

盐分，带走了海鲜的水分，

让它们以另一种咸香的滋

味存在于人间，“糟鱼生，

漤芝麻”“咿个隆咚呛个

蟹”“咸鱼就饭，锅底刮

烂”，对这些咸鲜之货的描

写，生动鲜活，有呼之欲出

的咸鲜之味。

在《江海滋味》中，每

一种烹饪方法都像是一场

神奇的魔法，将江海之鲜

发挥到极致，令人垂涎欲

滴。从家常的清蒸做法，

到作者故乡传统的“家烧”

方式，例如清蒸带鱼，只需

简单的葱姜蒜和料酒，就

能让带鱼的鲜美在蒸汽中

升华，保持了带鱼肉质的

鲜嫩和原味。而红烧鲳

鱼，则在鲜的基础上增添

了浓郁的酱香，使得鲳鱼

的风味更加醇厚。至于浙

东海岸的鳗鱼酒、黄鱼酒、

青蟹酒、血蛤酒，更是别具

渔家风味，配上一张张充

满视觉冲击力的照片，把

人立马带入到热气腾腾、鲜气腾腾的

烟火人间。

《江海滋味》带着我们去品味来

自江海的馈赠。阅读这本书，我们仿

佛能感受到海风吹来的鱼鲞的咸香，

仿佛能看到东海沿岸开渔后热闹的

鱼市和不眠的渔家灯火。作者用文

字提醒我们，美食不仅仅是为了填饱

肚子，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

寄托。每一种江海之鲜，都承载着人

们的生活记忆和情感纽带。

最近，电视剧

《我是刑警》扎根现

实，用直击人心的真

实感和纪实性，描绘

了奋战在一线的刑

警身上的英勇与担

当。剧中，没有全知

全能的神探，只有日

夜坚守的使命感，为

了破案，刑警们不断

通过开会、聊天进行

推理，尽管有观众认

为“ 对 话 多 ，节 奏

慢”，但当年的老刑警则表示，那个时

候的刑警样貌和办案过程就是如此，

只不过现在的观众看到更多的是角色

被美化后的刑侦剧。破除了滤镜，《我

是刑警》真的非常行！

要拍好刑警的故事，必须要扎根

生活。为了呈现15桩大案要案的侦破

过程，深挖细节，剧组历经6年制作磨

砺，跨越重庆、山西、黑龙江等5地1万

多公里，深入全国15个省区县的基层

刑警队进行创作采风、故事搜集和体

验生活，整理各类访谈达200万字。拍

摄时，全剧873个场景几乎无重复，尽

数呈现35年基层奋斗历程。

在这样的基础上，故事也就立体

起来了。一开场便是大雪漫天，过年

前夕老百姓与警察的对话，街头两块

钱的面条，办公室里看起来挂了许久

的横幅、嘀嗒嘀嗒的钟表声，警察彻夜

蹲守时眉毛上挂着的冰花，还有群演

身上的一件件上了点“岁数”的毛领皮

大衣，以及毛坎肩……让人瞬间回到

20世纪90年代。有观众表示“除了剧

中刑警通宵开会不抽烟只嗑瓜子之

外，哪哪都好，当然，抽烟不健康，刑警

也要与时俱进”。对于刑警来说，任何

蛛丝马迹都是破案的线索；对于刑侦

题材的电视剧来说，工作和生活细节

一样决定着作品的成败。

在影像气质方面，《我是刑警》也

用“粗颗粒”的真实感为观众呈现返

璞归真的质感，尤其当《少年壮志不

言愁》在该片第一集片尾中唱响时，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

流……”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当年看《重

案六组》《便衣警察》等刑侦剧的感觉，

有观众甚至还表示“这剧比《重案六

组》还重案”。

相比很多刑侦剧，要么见事不见

人，要么便塑造一个天赋异禀的神探

形象，《我是刑警》则是以大群像的表

现方式，刻画出不同的基层刑警形

象。没有主角光环，剧中秦川、陶维

志、武英德、曹忠恕等刑侦专家和一线

刑警都是“主角”，破案不是依赖某一

个人的灵光乍现，而是靠每一名基层

刑警无数次的走访、摸排、试错，最终

找到线索、揪出真凶。

破案过程中，既有路径模拟、走访

摸排、弹道痕迹勘察、法医检验等专业

手段，也有一线刑警的破案思维与技

巧，如刑事技术专家曹忠恕和法医专

家王德伦的关键贡献，为案件侦破带

来重要转机；秦川、叶茂生、杜逢春的

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始终保持着破

案的希望之光。通过这些破案手段的

呈现，不仅带着观众抽丝剥茧，逐步走

近真相，同时也呈现了秦川和师傅、战

友以及成长的后代之间对警察精神的

传承接力。

此外，该剧还与时俱进地聚焦典

型案件与科技手段的深度结合，DNA

检测、监控分析、大数据等刑侦技术手

段的进步，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新浪潮

中，全面展现中国刑侦事业从人工排

查到科技赋能的跨越式发展，新一代

刑警以更加先进的技术手段打造出一

支现代化、专业化的刑侦队伍。

把真实的刑警工作和生活呈现在

观众面前，让人们在破案猎奇的过程

中，对刑警充满敬意，深知自己的幸福

感和安全感是这些为了保卫人民、保

卫百姓、寻求正义的刑警给予的。

越剧《雷海青》是上海越剧院为中

生代演员打造的一部原创大戏，是上

海越剧院近年来创排的又一台好戏，

甫一亮相，即广受好评。该剧由杜竹

敏编剧，肖英导演，王柔桑、忻雅琴、吴

群、吴佳燕、盛舒扬等挑梁主演。戏虽

是一部悲剧，故事却讲得流畅，娓娓道

来，顺理成章，几个主要人物形象，血

肉丰满，个性鲜明。

《雷海青》讲述了一个民间音乐家

的故事。他善弹琵琶、谱新曲，经师妹

梅妃举荐入宫，殿前献曲点燃了梨园

天子李隆基的壮志豪情，被赐封“梨园

探花”，却因刚直不阿的个性，卷入了

与安禄山等权贵的纷争，李隆基忍痛

将其放逐出宫。心灰意冷的雷海青回

到家乡，寄情山海之间，身心得到疗

愈，在生活中汲取艺术营养，领悟到音

乐的内在力量与真正价值在民间。“安

史之乱”消息传来，雷海青逆行进京。

他手持一把琵琶，身着一袭青衫，在安

禄山的金殿之上，以一曲旷世绝唱，痛

骂奸臣逆贼。他的十指被安禄山生生

斩断，在血肉模糊、生命垂危之时仍不

肯低下头颅，以手中的铁琵琶砸向安

禄山……千百年来，雷海青一直被尊

为“戏神”。剧本基本符合历史真实，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范派小生、章瑞虹的爱徒王柔桑，

饰演主角雷海青。在这出戏中，王柔

桑是文戏武演。王柔桑背上贴着的膏

药，是她带伤演戏的证明。入行30年，

这一回，王柔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

压力和挑战。《雷海青》颠覆了越剧女

小生文质彬彬的传统形象，集繁重的

唱念做打于一身。一大段吃重的形体

动作后，再接一大段唱，综合小生、老

生、武生等元素，王柔桑神形兼备、声

情并茂，收获了观众热情的掌声和喝

彩！王柔桑说：“这个戏演得很辛苦，

也很过瘾。”为了演

好琵琶圣手雷海青，

王柔桑练了大半年

琵琶，现在她已能用

琵琶演奏小乐曲了。

《雷海青》把一

曲正气歌写成抒情

戏。虽然这出戏没

有越剧常有的男女之情，却尽情抒发

了师兄妹的手足之情。第三场雷海青

被逐出宫殿，师妹梅妃不能出宫送行，

巧妙地安排了隔空送行的对唱，王柔

桑饰演的雷海青和忻雅琴饰演的梅

妃，一个范派，苍凉激越；一个王派，哀

怨委婉。互诉衷曲，演员唱得肝肠寸

断，观众听得无比动情。雷海青通过

这大段演唱，唱出为了自己的初心和

理想，愿为艺术付出一切，包括生命。

在二度进京的路上，雷海青偶遇梅

妃侍女罗衣（盛舒扬饰演），当罗衣告知

他梅妃投井自尽的噩耗后，雷海青30多

句清板唱得有板有眼，深见功力，观众

听得鸦雀无声，当最后一句音乐介入，

甩腔结束时，观众已掌声雷动。唱词写

得好，演员唱得好，唱段安排位置好，才

能达到如此动情的艺术效果。

导演肖英是戏曲演员出身的戏剧

专家，深谙戏曲规律。她说：“在创排过

程中，我们坚持虚实结合，保留越剧传

统精华，进行当代性的审美表达。”全场

的演出达到了这个艺术高度。舞美设

计季乔为《雷海青》创造类似电影宽银

幕空间，空灵简洁写意，镶嵌一条红色

的线条，隐喻雷海青的生命线。灯光设

计张学伟以白光为主，色彩为辅，淡雅

的舞台空间作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象

征。在表现剧中人物情感转折的关键

时刻，通过快速而精准的色彩转换，如

从温柔的暖色调过渡到冷冽的蓝紫色，

巧妙地烘托了剧情氛围，让人仿佛置身

于剧情之中。音乐和服装、化妆、道具

都非常美妙合体，这台戏在总体呈现上

突出演员表演主体，艺术手段既传统又

现代，既丰满又简洁。

不完美，也要热烈地活，虚拟世界因现实而生辉

◆ 华心怡

——评越剧《雷海青》

  岁的“白玉兰奖”有了全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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