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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文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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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为《甄嬛传》余莺儿

（余答应）的扮演者崔漫莉的负面

新闻，导致《甄嬛传》的重播将余莺

儿的戏份删除，但由于《甄嬛传》剧

情紧凑，环环相扣，删除戏份导致

观众观看起来前后衔接困难。有

观众无奈表示，余答应在戏里干不

过甄嬛，就“干掉《甄嬛传》”。这一

事件一方面提醒演员作为公众人

物，日常生活要谨言慎行，不要连

累更多的经典影视剧“删除”或“下

架”；另一方面，在科技日新月异的

今天，再次出现余莺儿这种负面新

闻，平台方是否可以用技术处理替

代简单粗暴的“一剪没”？

崔漫莉一事让人啼笑皆非。

前不久，崔漫莉在直播时自曝曾在

横店拍戏期间无证驾驶，肇事逃

逸。经调查后，浙江东阳警方通

报：崔某某为博取眼球编造虚假事

实，已被行政拘留。崔漫莉也回应

自己是“为了涨粉编造了这个事

情”。事件发生后，有卫视将正播

放的《甄嬛传》中余莺儿的戏份全

部删除。

在影视行业，近年来因演员负

面新闻致使作品受损的情况屡见

不鲜。因为郑爽代孕、偷税漏税等

丑闻，把网络播放量突破200亿次

的《微微一笑很倾城》下架；由于邓

伦被查出偷逃税，让观众看不到

《香蜜沉沉烬如霜》中杨紫的表演；

还有《还珠格格》也因两位主演的

负面新闻而销声匿迹。

演员作为公众人物，其一言一

行都在聚光灯下，在片场，他们凭

借演技塑造角色，在生活中也应注

重自身品德修养。从另一方面说，

面对演员的负面新闻，是否只有当

下简单下架作品或删减戏份这些简单的处理方式？当这些作

品因演员个人问题被下架或删减，会不会影响到观众，从行业

角度看，这也是对影视资源的浪费。一部作品从剧本创作、演

员选角、拍摄制作到后期剪辑、宣传发行，也凝聚了无数工作

人员的心血，仅因个别演员负面行为就弃之不顾也是对其他

人的不公。

科技发展或许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比如AI

换脸技术。当然，AI换脸技术应用中存在技术和伦理挑战，但

只要在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制定完善规则标准加强监管，就能发

挥其优势，既惩戒了犯错的演员，也保留了剧情的完整性。

最重要的，演员应牢记社会责任，谨言慎行，做到德艺双

修；也希望影视行业面对类似问题时，采取更科学合理的措

施，让电视剧作品可在荧幕上持续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吴翔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由16位/组艺

术家共同呈现的群展“从前”正在PSA上海

当代艺术博物馆“馆藏系列展”亮相，这些在

上海创作与生活的艺术家，透过多样的创作

语言讲述了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间的故事，

悠长的记忆拉开了过去，几乎每一件馆藏作

品背后都有和上海息息相关的故事。

1998年上海艺术家徐震创作了第一件

作品《喊》，他用DV记录了一场实验，成为对

人群无意识反应的一次描摹。在上海土生

土长的鸟头组合见证了“新村”变成了老式

城市居民住宅群落的过程。2007年之初，艺

术家张鼎来到上海居住工作。他的作品《大

时代》是一部超现实主义叙事的视频作品，

视频中一个男子骑着装了马头的自行车，在

马戏团音乐中，穿梭于上海的各种场景。

其余登场艺术家的创作也和上海相关，

他们或是生于斯长于斯，或是年少求学从此

定居于此，他们的命运都与上海这座城市的

变化紧密相连。

PSA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成立于2012

年10月，建馆之初几乎没有收藏，从零起

步，在近13年里不断邀请当代艺术家进行

多次捐赠。PSA的“馆藏系列展”将伴随其

收藏的生长而徐徐展开，挖掘艺术史中隐秘

而鲜活的个案，同时也让各式各样的思考与

实践在此相聚。

展览将持续到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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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漫漫说”到“漫漫游”
让更多年轻人走近马克思主义

PSA馆藏系列展——

伴随收藏的生长徐徐展开

作为“马克思漫漫说”社

科普及品牌的最新成果，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

思漫漫说 ·唯物辩证法》一书

以相关动画和漫画作品为基

础，以漫画形式介绍马克思

主义哲学中有关唯物辩证法

的知识，包括哲学与世界观

方法论、哲学基本问题、唯物

主义与唯心主义、生活中的

形而上学、物质与意识、万物

皆动、唯物辩证法、联系与发

展、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

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通

过讲故事的形式，使读者学

习相关知识，明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

涵和主要价值。日前，动漫出品人徐亮携新

书《马克思漫漫说 ·唯物辩证法》做客浦东图

书馆学习读书会，与大家分享新时代的红色

创新故事。

徐亮认为，“马克思漫漫说”品牌以春风化

雨、温润人心的形式，让更多人走近、了解马克

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自

2022年入选浦东新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项目以来，“马克思

漫漫说”已累计举办195场线

下活动。

创新是一场“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人有我转”无限循

环的游戏，创作是一切的原

点。目前，徐亮及团队已经将

“漫漫说”拓展至“漫漫游”，通

过动漫串联上海红色文化旧

址、遗址、纪念设施，打造沉浸

式学习体验。徐亮表示，他们

希望通过漫画这样具象化的

表达，让大家切身感受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系统的理

论体系，至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今

天，我们如何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

领’，努力让更广大的群体特别是年轻人学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漫漫说 ·唯物辩

证法》一书尝试用漫画来进行探索。”徐亮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2月19日，应日本民主音乐协会

的盛情邀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组派的上海歌舞团舞剧《朱鹮》访日

交流团在市川市文化会馆开启首场演

出。剧场里座无虚席，观众中既有熟

悉《朱鹮》的老朋友，也有慕名而来的

新面孔。此次赴日巡演历时66天，演

出55场，周晓辉、毕然、徐莹三人轮

流担纲“鹮仙”。

大幕缓缓开启，悠扬的乐声

中，一群羽色绯红、脖颈高昂的

“朱鹮”款步而至。她们赤色的脚掌轻

拍水面，泛起爱的涟漪，仿佛从远古画

卷中翩然而至，瞬间将观众带入一个

如梦如幻的世界。舞剧《朱鹮》以朱鹮

的死亡与重生为线索，折射出人类共

同面临的环保命题。舞台上，演员们

用精湛的舞艺，将朱鹮的优雅、灵动与

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个动作都

充满了生命力与感染力，他们用肢体

语言传递着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之

情。演出结束后，观众报以长达8分

钟的掌声，欢呼与喝彩声久久不息。

“《朱鹮》不仅仅是一部舞剧，它是一首

诗，一幅画，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一

位日本观众在散场时这样感叹。

《朱鹮》的灵感源自2010年上海

世博会日本馆的展陈，主创团队多次

赴陕西洋县和日本佐渡采风，历经四

年完成创作。舞剧通过“曾经的失去”

呼唤“永久的珍惜”，倡导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编导佟睿睿带领团队

从几百个动作中提炼出一套独属于朱

鹮的舞蹈语言——下身融入芭蕾等西

方舞蹈元素，上身采用中国舞元素，完

美呈现朱鹮的纤细与敏感。这种独特

的艺术表达，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大自

然的怀抱之中，感受到生命的韵律和

自然的和谐。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其濒危

与重生的故事，不仅是自然界的奇迹，

更是中日在生态保护领域合作的象

征。自2014年在东京五反田剧场首

演以来，《朱鹮》凭借其凄美的叙事与

东方美学，屡次引发观众的情感共

鸣。自诞生以来，这只“吉祥之鸟”已

三度赴日巡演，在海内外演出近350

场，架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朱鹮之美，如诗如画，跨越山海，

连接心桥。舞剧《朱鹮》用艺术的力量

传递出对自然的敬畏与珍视，让观众

在舞蹈的海洋中感受生命的韵律和文

化的魅力。这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

重盛宴，也是一次跨越国界的心灵对

话。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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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 舞剧《朱鹮》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