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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的旷达清韵、名士风骨

的剑胆琴心、生死知己的赤诚相托、

广陵绝响的永恒震撼……当六百年

水磨雅韵遇见千年魏晋风骨——上

海昆剧团昨天透露，将于 9月 20日、

21日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今年重点

打造的原创剧目《归鸿赋》。

该剧以“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

为主人公，展现中华优秀知识分子在

岁月变迁中的精神坚守。这出大戏

是在 2015年创排的昆剧小戏《嵇康

打铁》的基础上进一步孵化、创作而

成的。小戏版曾获得当年上海市小

剧目评选展演演出奖，2017年全国小

戏小品展演优秀剧目。孵化成大戏

后的剧本，则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青年创作人才资助项目、中国剧协曹

禺戏剧文学讲师团改稿会、上海戏剧

编剧高级研修班成果转化资助项目。

《归鸿赋》特邀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尚长荣担任艺术指导，由上昆培

养的俞霞婷、俞鳗文担纲编剧和导

演。著名作曲孙建安携手朱铭担任

作曲，著名舞美设计倪放、陈晓东担

任舞美设计和灯光设计……

与一般认知中的昆剧不同，《归

鸿赋》是一台男人戏，由净行、生行、

丑行挑大梁。上昆梅花奖得主吴双

领衔主演，且特邀上海京剧院严庆谷

跨团合作，形成京昆艺术的强强联

手。剧中，主要角色从花脸到老生、

老生到小生、丑角到老生等，行当丰

富跨度大，表演难度也相当高。这不仅对编剧提出挑

战，也将成为该剧亮相后的艺术亮点。

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上昆团长谷好好表示：

“《归鸿赋》既是对昆曲艺术本体的坚守，也是对传统题

材的开拓，也是长期培养人才的成果展示。”

本报记者 朱光

追光动画历时四年打造的《聊斋：兰

若寺》正在上映中，这部改编自《聊斋志

异》的动画电影，采用“1+5”拼盘结构串联

六个独立篇章，以多元风格重构经典志怪

宇宙。然而，影片豆瓣评分6.6分，票房较

同系列前作《长安三万里》大幅缩水，这背

后暴露出拼盘式动画电影的创作之困。

影片以蒲松龄夜探兰若寺为主线，

串联《崂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

《画皮》《鲁公女》五个篇章。前两篇章

《崂山道士》《莲花公主》采用毛毡动画与

土楼结构美学，以充满童真的故事情节

吸引亲子群体。《聂小倩》将经典故事背

景移植至民国；《画皮》则借鉴宋画仕女

图设计角色，呈现中式美学；《鲁公女》以

18分钟时长完整呈现超越生死的绝恋，

被赞为“全片情感浓度巅峰”。

然而，当电影中途风格转变，《聂小

倩》篇章中旗袍女子化作骷髅、《画皮》篇

章出现女鬼勾魂的阴森镜头时，影院里

呈现出“前半场亲子欢笑，后半场集体沉

默”的场面。有些带孩子前来观影的家

长“没想到后面的《画皮》这么恐怖，中间

离场又觉得可惜”；而一些年轻观众则感

觉“前半部分有点昏昏欲睡，后面才渐入

佳境”。

追光动画总裁于洲曾表示，六部短

片的结构旨在致敬《聊斋志异》中作者蒲

松龄在每个故事之后附上的“异史氏曰”

点评体例。不过电影毕竟不是“短篇小

说集”。《聊斋：兰若寺》的困境，折射出拼

盘电影在结构设计上容易出现的问题。

实际上，在《我和我的祖国》上映之前，

拼盘式电影的模式大多数被用于爱情影

片，用多个故事表达统一的爱情主题。《北

京爱情故事》和《咱们结婚吧》都在当时的

电影市场里获得了不错的反响。直到2019
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的上映，让拼盘

电影在献礼片的领域开始发光。

此次的《聊斋：兰若寺》却有一些不

同，创作团队兼顾家庭观众与年轻群体，

难免因篇章风格差异会导致受众互斥。

也有人觉得，目前电影呈现出来的效果，

类似于网络短篇集《中国奇谭》，或者其

他连载番剧的几集放在了一起，缺少了

点看电影的感觉。如何摆脱“番剧感”，

是动画电影尤其是有番剧前作的动画电

影需要重视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即将上映的《中国奇

谭》衍生电影并未选择“拼盘”，而是将线

上作品中反响优秀的第一集《小妖怪的

夏天》剧情扩充，制作成《浪浪山小妖

怪》。正在上映的《罗小黑战记2》前身也

是单集时长不过5分钟，同样选择了在大

银幕讲述叙事线更长、更完整的番剧“前

传”故事。当然，也有效果不如人意的案

例，比如《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就被

许多观众认为是“一集普通的番剧被强

行拉成了大电影”。

《哪吒：魔童降世》《哪吒：魔童闹海》

的成功证明，在国产动画电影创作中制

作技术和故事创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当技术壁垒逐渐消解，国产动画的终极

竞争最后都将回归“如何讲好一个故

事”。 本报记者 吴旭颖

金秋带来四部“茅奖系列”作品、
一部全国首演新作

陕西人艺选择再度来沪驻演

继去年“北京人艺上海驻演”全
城轰动，今年第 24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将再度推出“陕西人艺上海
驻演”。金秋10月，陕西人民艺术剧
院首次携 5部大戏在上音歌剧院驻
场演出。四部“茅奖系列”作品《主
角》《白鹿原》《生命册》《平凡的世
界》及“陈彦三部曲”之《星空与半棵
树》将逐一亮相，黄土
地的厚重叙事激荡在
黄浦江畔。

值得一提的是，
《星空与半棵树》此次
特地将全国首演献给
上海，并非偶然。陕
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李宣说：“此前，《白鹿
原》《平凡的世界》中
国巡演首站都在上
海。我们始终相信唯
有经过上海观众和市
场检验，才有底气走
向全国。因为上海是
包容的、开放的、尊重
文化的，能和不同地
域、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
达成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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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演 献给上海
为“陕西人艺上海驻演”打头

阵的是话剧《主角》，将于 10月 17
日、18 日率先亮相上音歌剧院。

作品根据作家陈彦获茅盾文学奖

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以秦腔名

伶忆秦娥的传奇人生为主线，展

现了中国戏曲人半个世纪的命运

沉浮。

话剧《生命册》将于 10月 31日
至 11月 1日上演，以创新舞台设计

打造沉浸式观剧体验。讲述孤儿

吴志鹏从乡村到城市的挣扎成长，

展现金钱与良知、理想与现实的多

重矛盾，见证一个“土地背负者”如

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精神归宿。

自 2017年首演至今，8年 302
场演出覆盖 88城，创下 52万人次

观众零差评纪录的话剧《平凡的世

界》将于11月4日、5日上演。作品

以恢宏的舞台呈现和真挚的情感

演绎，带观众走进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陕北普通人的奋斗史诗，见证平

凡人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活出不

平凡的人生。

话剧《星空与半棵树》将于 10
月 21日至 23日在上海举行全国首

演。该剧围绕老树的利益纠葛展

现基层社会的复杂面貌：乡村振兴

的阵痛、生态与经济的博弈、基层

治理的挑战。

放下《白鹿原》往前走
陕西人艺镇院之作话剧《白鹿

原》将于 10月 26日至 28日上演。

该剧巡演10年共627场覆盖125座
城市，而此轮演出后将迎来阶段性

封箱。这部作品以宏大叙事、精湛

表演和地道陕西方言，将50万字的

文学经典浓缩为一场扣人心弦的

视听盛宴。“我们演了整整 10 年

了。”李宣说，是时候往前走，去创

作更多新作品了。有时候，获得巨

大成功的戏也会成为再攀高峰的

阻碍，但无论是演员还是剧院都需

要不断探索：“《白鹿原》也需要升

级换代，所以我们想这轮演完让它

稍微歇一歇。”

有好剧 才有好剧院
“陕西人艺上海驻演”的5部大

戏中，《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

《生命册》都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而《星空与半棵树》则是陈彦继《主

角》后又一部力作。在话剧选材多元

化的当下，陕西人艺始终坚持聚焦严

肃文学，会否担心市场和票房的问题？

对此，李宣很坦然：“剧院有自

身的艺术追求，我们还是愿意去改

编严肃文学，哪怕它们表现的主题

很沉重，但不论是时代变革还是生

命历程，有些痛是难以避免的，也是

无法回避的。”至于票房，李宣说，陕

西人艺这十余年来演出千余场，“养

活我们自己是够了，至于你说要赚

大钱，那做我们这个行业是不可能

的。毕竟剧场座位数就这些，我们

靠票房盈利是有天花板的。”

陕西人艺如何能做到近 10年
来佳作不断，几乎每部作品都有一

定的全国影响力？李宣说：“一个

剧院好不好，首先要看出戏率，其

次要看成戏率。怎么看成戏率，你

能演出超过百场，才算成戏，因为

只有超过100场才能收回成本。剧

院剧院，有剧才有院；有好剧，才有

好院。” 本报记者 朱渊

拼盘动画片
如何摆脱“番剧感”？
从《聊斋：兰若寺》的6段故事说起

■■《《莲花公主莲花公主》》

■■《《画皮画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