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花戮力打造精品

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珠江

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中国

戏剧家协会摄制，中国文学艺术基

金会资助的大型戏曲影片《响九

霄》，3月17日下午在北京中国文艺

家之家举行首映仪式。全国政协

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为该

片题写片名。中国文联党组书记、

副主席胡振民，中国文联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覃志刚、李牧，中国文联

党组成员、副主席冯远，中国文联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廖奔，中国

文联副主席丁荫楠、李维康、裴艳

玲，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局长

童刚，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秘书

长季国平，中国剧协副主席王晓

鹰、刘长瑜、白淑贤、孟冰、韩再芬，

以及著名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

等出席首映式。

胡振民为影片首映题词：“扬

梨 园 儿 女 正 气 ，展 国 粹 艺 术 精

华。”李牧代表中国文联致辞。大

型戏曲电影《响九霄》是中国文联

倾力打造，中国剧协独立拍摄，中

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全额资助的首

部大型戏曲电影。李牧在致辞中

说：“拍摄戏曲电影对于中国文联

和中国剧协来说，还是一项新鲜

的事物，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这

部影片的拍摄经验与艺术收获，

为今后的戏曲电影拍摄提供有益

的借鉴。”

裴艳玲含笑自称“艺人”

《响九霄》是近年来京剧舞台

实践的重要成果。该剧讲述了清

末著名艺人田际云（艺名响九霄），

身处戊戌变法的历史变革时期，心

系国家命运，以演戏为掩护，帮助

变法运动，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生

动故事。这是裴艳玲很多年前在

法国巴黎偶尔发现的故事，一见倾

心，念念不忘。一向低调的裴艳玲

决意把响九霄立在舞台上。河北

省以及中国剧协理解她的愿望。

结果可想而知，裴艳玲技压群芳，

《响九霄》一鸣惊人。2009年，裴艳

玲凭借该剧夺得第二届中国戏剧

奖梅花大奖和第 19 届白玉兰戏剧

表演艺术“特别贡献奖”。

裴艳玲当初不会有这样的梦

想——《响九霄》不仅立在了舞台

上，还走上了大银幕。总是安静沉默

着或最多低声浅笑的裴艳玲甚至有

些不好意思地说：“感谢中国文联投

入这么一大笔资金来拍摄这部电

影，虽说我已经年过花甲了，但是

我仍然干劲十足，我们的‘文艺家

之家’这么支持艺术创作，作为一

名艺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

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努力？”

台下坐着李维康、刘长瑜等

人，裴 艳 玲 仅 仅 把 自 己 称 作“ 艺

人”，她觉得自己太过幸运。她不

知道，在当今梨园，她的人品、她

的台风，是那么令人尊敬。为裴

艳玲这样的大师花这样多的钱，

中国文联在所不惜。何况，这不

是裴艳玲一个人的事情，不是中

国文联一家的事情，是国事，是大

事 。 中 国 戏 曲 界 应 该 感 谢 裴 艳

玲、响 九 霄 和 中 国 文 联，从 电 影

《响九霄》开始，灿烂并寂寞在舞

台上的中国戏曲梅花，将有望陆

续地被拍成数字影像，成为中国

人的戏曲大片。也许，这样的大

片不能在院线走红，但是，它们将

在历史长河中涓涓流淌。

据悉，随着戏曲影片《响九霄》

的面世，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策

划并组织拍摄的“中国戏剧梅花奖

获奖演员优秀剧目数字电影工程”

也将在今年全面展开，这项工程计

划用几年时间，把活跃在当今戏曲

舞台上最优秀的梅花奖获得者的

代表剧目拍摄成数字电影，为全国

热爱戏曲的广大观众献上更多的

戏曲电影精品力作。

丁荫楠为“梅花”扛枪

著名电影导演丁荫楠担任《响

九霄》导演，这是他第一次执导戏

曲影片。胡振民把任务交给他时

曾对他说：“中国文艺名家创作过

不少优秀作品，有许多都因当时条

件不够，而没能留下来。而今天我

们有条件了，何况我们中国文联集

合了全国优秀文艺人才，许多获奖

剧目的表演者都年事已高，如果不

及时记录下来，是非常遗憾的，对

不起今天，更对不起后人。中国文

联做这件事当仁不让。”

胡振民的话让人感谢、感动，

但丁荫楠的心里捏着一把汗。冯

远的一个建议让他喜出望外：将

虚拟性表演的戏曲艺术和写意性

抒写的国画艺术巧妙融合。这在

戏曲电影史上还没有先例，对于

解决戏曲电影创作中一直难以突

破的虚实结合问题做出了积极有

益的尝试和探索，也将形成这部

影片的独特风格。

接下来，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以国画为背景，采用世界先进的电

脑制作技术，戏曲影片《响九霄》于

2009 年 7 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开

机，全体摄制人员冒着高温酷暑连

续奋战，高质量地完成了影片拍

摄。随后，总导演丁荫楠带领主创

人员与香港亚洲传奇电影制作有

限公司密切配合，在两个多月的时

间内完成了20多万个画面的对应、

修改，并在听取多方意见的基础上

不断完善，最后于 2009 年 12 月完

成影片拷贝。据季国平介绍，为改

变当前戏曲影片和城乡普通观众

见面难的局面，该片自今年 3 月 20

日起，在北京新影联院线的长虹影

城、虎坊桥北京工人俱乐部等影院

公开放映，这是近年来戏曲影片首

次进入主流院线公映。稍后，该片

还将通过文化惠民电影数字院线，

在农村城镇与广大观众见面。

《响九霄》首映式上，总导演

丁荫楠很是激动。他认为首映式

在新落成使用的中国文艺家之家

举 行 ，是 一 件 十 分 有 意 义 的 事

情。“中国文艺家之家大楼落成真

是一件天大的喜事。我作为中国

文联主席团成员，除了深感荣幸

与温暖外，更受激励。即将全面

上映的戏曲影片《响九霄》，是‘中

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优秀剧目

数字电影工程’的第一部。听说

再拍 5 部戏曲作品的计划又批准

下达了。不论我个人能起多大作

用，这是件最有价值的事，可给后

人留下中国文化轨迹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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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版是观众的初恋，翻新不管多好都是对初恋感受的一种

侵犯，因此不管怎样都会觉得不如老版好，翻拍就要有这样的心

理准备。

——新版电视剧《三国》编剧朱苏进谈老戏新拍

我俩比较幸运，大学毕业之后就托付终身给对方了，在这部戏

里，男女主角也是经历一段很美好的恋爱过程，我们也趁着这个机

会重温了一次恋爱，就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与老公凌潇肃在电视剧《和空姐一起的日子》中扮演男女

主角，姚晨坦言重温恋爱

《越光宝盒》，是我给你们的礼物，要谢谢你们这些年的支

持。或许，月光宝盒可以让我们暂时回到过去，让大家在不同城

市，重新坐下来看电影，想起过去——你曾牵着谁的手，想着谁

的笑容……

——曾执导《大话西游》的导演刘镇伟向“80后”感性表白

我觉得每一个时间写的创作，除非你拍古装片，要不然都有一

个任务——你不多不少都要反映香港这城市，作为给别人的参

考。类如我们看旧小说，看鲁迅、老舍、张恨水写的，是能看到那个

时代背景的，我看张恨水写北京天桥卖艺人，能闻到历史气息——

也即是他要记录历史当年当日的社会面貌。所以，到我创作的时

候，我都希望告诉观众：以前的湾仔是这样子的。

——《月满轩尼诗》导演岸西

一部黑帮片，可不可以拍得文

艺腔十足？《艋舺》回答了这个问题，

可以。但《艋舺》在台湾大卖以及

备受大陆影迷关注，不在于它的黑

帮元素和文艺片表现方式，而在于

它是部原汁原味且味道凶猛的青

春片。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片，

上世纪60年代人看《教父》，70年代

人看《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么，《艋

舺》就是拍给80年代包括90年代的

小年轻们看的。

《艋舺》引进大陆有一个情节

被删的可能性很大，那就是影片

最 后 蚊 子 所 说 的 台 词，“ 以 暴 制

暴，才是王道，才是唯一的生存之

道”，其实这也是影片的主题思想

之一，而且整部电影出现数次的

“今天如果你不弄死他们，有一天

你就会被他们弄死”，也有宣扬暴

力之嫌。但千万不要据此认为，

这是部坏电影，有过年轻时代放

荡经历的人，哪一个人的青春不

带有一点表演色彩？据说《艋舺》

是导演钮承泽的自传电影，那么

有机会的时候不妨问问钮承泽，

这个故事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

莫须有的逞强斗狠？

我看《艋舺》不是因为它的口

碑，而是因对钮承泽的上一部作

品心存好感的延续。在上部名为

《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里，这位

导演将伪纪录片的手段玩得炉火

纯青，真实、自然却有着一股看不

到的力量存在，《生存之道》让人

赞叹“这才是电影，这才是富有生

活 气 息 的 电 影”，它 让 那 些 卖 弄

特 技、卖 弄 大 牌 演 员、卖 弄 小 众

特 色 的 电 影 黯 然 失 色 。 两 相 对

比 ，《艋 舺》的 可 看 性 仍 比 不 过

《生存之道》，毕竟，所谓的青春

残酷电影，上世纪 90 年代杨德昌

拍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达

到了一个顶点。

从《海角七号》成为台湾电影

的新标志，到《不能没有你》对小

人物的坚持与自尊的写实描述，

再到清新、纯情的《听说》，包括

《艋舺》，由这些新片构成的台湾

电影阵容，可以看到“台湾精神”

在发生微妙但明显的变化。它在

拥有了自信与创新的元素之后，

体现出一种开放、自由与放松的

气质。通过这些电影，亦可以观

察到台湾电影工作者在心态和艺

术追求上的转变。

上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台湾电

影新浪潮，以描写本省人与外省

人的冲突、不同文化融合过程中

的协调、孤岛心态下没有安全感

的台湾人为主，虽然影片不乏对

温情、美好与纯真的向往，但整体

格调上的沉闷，让台湾电影有了

艺 术 张 力 的 同 时，也 缺 乏 了“ 娱

乐”这一电影天然应该具备的功

能。而《海角七号》的出现，很明

显地对这一缺憾进行了弥补。

在上述提到的几部台湾电影

中，即便相比而言最沉闷的一部

《不能没有你》，在人物形象、性格

乃至故事细节上，也不乏诙谐、乐

观的呈现。《艋舺》自然更是如此，

这部电影的原声大碟出版，以及

影片颇为人称道的亮丽画面、紧

凑的故事节奏等，都让这部电影

娱乐感十足。值得一提的是，娱

乐感的增加并没有削弱新台湾电

影的感染力，台湾影人正在集体

发力，相信他们的创新将为华语

电影增光添彩。

“买票看电影也是一种商

业行为。为什么其他商品可以

退换，电影就不行？”日前，凤凰

网发起了实施“电影退票制”的

呼吁，这一议题被选定在“3·15

国 际 消 费 者 权 益

日”推出，借着打击

伪 劣 商 品、保 护 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社

会 舆 论 迅 速 升 温，

引起了电影界人士

和 大 众 的 热 议，也

对国产电影“虚火”

之下的艺术品质再

一次提出了质疑的

声音。

该 网 列 出 了

“ 实 施 电 影 退 票 制

的五大理由”：电影

是 商 品，不 满 意 得

能 退 ；实 施“ 退 票

制”是观众心声；烂

片 太 多，必 须 有 防

范机制；打击烂片，

震 慑 厂 商 和 影 院；

机 制 健 全，能 够 激

励 好 电 影 。 同 时，

去年在国内公映的

46 部影片也被推上

了“ 审判台”，接受

网 友 对 于“ 最 想 退

票 的 电 影 ”之 选

择。候选名单中不

仅 有 备 受 诟 病 的

《三枪拍案惊奇》、

《熊 猫 大 侠》、《我

的唐朝兄弟》，也有

口 碑 尚 佳 的《 风

声》、《十月围城》，

截 至 3 月 22 日 ，已

有 4 万多名网友参

与了投票，《三枪拍

案惊奇》、《刺陵》高

居榜首。

记者就此致电

凤 凰 网 娱 乐 频 道，

采访了负责此策划

的 副 主 编 陈 志 亮。

他认为，“电影退票

制”是 一 种 正 当 的

呼 吁，也 反 映 了 当

下电影观众对国产电影的一种

不满。“看了一部‘烂片’就像吃

一碗面吃到了一只苍蝇一样，

电影的制作方、放映方如果不

能保证他们提供的产品质量，

观众就应该享有‘ 退货’的权

利。”他提到，凤凰网带头提出

的这个呼吁并非无本之木，在

此之前，他们专门去电影院门

口对走出影院的观众进行了采

访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绝大

多 数 观 众 对 国 产 电 影 并 不 满

意，而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的

只是与影片品质不符的宣传。

面对着这种“受骗了”的感觉，

90%以上的观众希望实行“电影

退票制”。而陈志亮

认为，“电影退票制”

由网络媒体而不是

由专家学者提出，可

以使话题更快地传

播，引起更广泛的热

议，从 而 有 助 于 对

“ 劣 质 电 影 ”的 打

击。他同时还提到，

之后还将计划将此

议题提供给凤凰卫

视，放在《一虎一席

谈》等节目上进行进

一步讨论。

不满意就退票，

演出市场已经有过

一些尝试。去年 5

月，话剧《鹿鼎记》在

广州演出前就宣称，

30 分钟后观众不满

意可以退票。而去

年 9 月在北京演出

的话剧《高尚以后怎

么爱》则更勇敢地承

诺：看完整部戏如果

不满意仍可全额退

票。但对于电影界

是否能够推行“电影

退票制”，各界看法

不一。中国电影集

团 的 发 言 人 认 为，

“电影退票制”必须

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要经过一个长久的、

互 相 协 调 的 过 程。

而北大教授张颐武、

导演张元、作家韩寒

则对“电影退票制”

表示赞同。但韩寒

也表示，华语电影质

量不好，也不全是导

演的原因。北京师

范大学电影学教授

周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倡导“退

票制”反映了大众对

于电影创作的忧虑之心，可以理

解，但市场有自身的取舍机制，

“退票制”即便需要建立，也应

当在市场抉择上，而不是人为

起哄上。“面对网络时代板砖的

肆无忌惮，这种貌似公正的‘退

票制’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寻

找更好的机制制约远比‘大运

动’式的退出机制来得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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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艋舺》走红看台湾电影现状
韩浩月

《《响九霄响九霄》：》：留下的不仅是影像留下的不仅是影像
本报记者 赵 忱

近日，以日本同名畅销小说改

编、中日合拍的晚清历史大剧《苍

穹之昴》在北京卫视热播。剧中主

角慈禧由曾经因“阿信”一角在中

国家喻户晓的日本影星田中裕子

扮演，引起了国内观众的热议。

作为异国演员，出演一个对中

国观众而言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

田中裕子做足了功课。在大量学

习有关慈禧的史实之外，她还专程

前往北京故宫、颐和园等皇家故地

感受人物的生活环境，并同造型师

反复沟通、试装，直到让所有工作

人员都眼前一亮，不谋而合地认定

她与历史上的慈禧“非常像”。

事实上，长期以来，在以晚清

为时代背景的影视剧中，慈禧太

后 就 是 一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人 物 形

象。光是扮演过慈禧的女演员，

就有 10 余位之多。因此，田中裕

子版的慈禧是否能得到观众和评

论 界 的 认 可 ，还 有 待 时 间 的 检

验。而通过斯琴高娃、刘晓庆、吕

中等演员的演绎，慈禧的人物形

象也随着影视剧创作者的艺术观

念的变化而悄然流变。

斯琴高娃：威严霸气

在《日落紫禁城》、《台湾首任

巡府刘铭传》等影片中，由斯琴高

娃塑造的慈禧太后准确地表现出

一种“万人之上”的霸气。当然，她

也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个角色，将其

演成“卖国版”孝庄，而是通过举手

投足（对下人说话时的颐指气使）、

一颦一笑（含而不露的细微变化）

雕琢刻画出君主的威严。

然而，进了那道乾清门，她又

成了活生生的女人。国家危如累

卵，朝廷势同水火。大事小情、生

杀予夺，都要在她的手中决定。女

人毕竟是情感动物，泪水潸然、黯

然神伤的表情也就不可避免了。

斯琴高娃演起这个“女强人”来颇

为得心应手，甚至在说话的语调

上，也根据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区

分，充分体现了其表演功力。

因此，大多数观众认为，斯琴

高娃扮演的慈禧太后，虽然不能说

是最真实的慈禧，却可以称之为最

立体、最丰满的慈禧。

刘晓庆：狠毒泼辣

刘晓庆是迄今为止在电影中

扮演慈禧次数最多的演员。在《火

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中，刘晓庆

扮演了青年时期的慈禧；《西太后》

和《李莲英》中，她又诠释了中年和

老年时期的慈禧。如此贯穿慈禧

一生中的各个阶段，可谓银幕慈禧

形象的代言人。

在电影《垂帘听政》中，刘晓

庆对于慈禧的刻画可圈可点，紧

咬的嘴唇、上挑的眉角、洞悉决然

的眼神、精致得体的妆容、有度但

犀利的言语都让人看到一个女人

在栖身残酷的政治沙场表现出的

坚强果敢与残忍。然而，该片将

慈禧太后定位为一个为权而生的

狠毒女人，未免过于脸谱化。而

导演有意选择的男性化视角和刻

意加入的旁白评述，完全失去了

创作者的客观性，将慈禧这一角

色主题先行地置于恶的位置。同

为 李 翰 祥 导 演 的《西 太 后》又 名

《一代妖后》，更是将慈禧的凶残

狠毒推向了极致，她不仅纵容安德

海胡作非为，还对亲生儿子同治百

般控制，令其含恨而死。以反面形

象出现在银幕之上已成为当时慈

禧这一形象创作的惯性思维，每一

版“慈禧”的出现都似乎是为了让

人们加深一层对其的憎恨。

吕中：走近人性

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北京

人艺“老戏骨”吕中为观众带来了

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慈禧太后，使

慈禧与该剧中李鸿章、孙中山、袁

世凯等人物群像重新回到了人们

功过品评的话题之中。吕中扮演

的慈禧慈眉善目，常常面露笑容，

在处理国家大事时又总能够高屋

建瓴地统筹全局，在同洋人的虚与

委蛇中尽力摸索救国之路……对

于这般“有情有义”的慈禧，观众不

禁对其历史原貌提出了质疑。

然而，《走向共和》对慈禧角色

塑造立体化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创作者不再仅仅将其刻画成为阴

险毒辣的独裁者，而关注到她作为

一个执掌危邦的女人独有的复杂

心境。在剧中，庚子国变，攻入北

京城的八国联军发出通牒：和谈的

首要条件就是杀掉慈禧。此时的

慈禧着了慌，失态地留着泪在光绪

和荣禄等一干臣子面前哭出：“我

不想死啊！”谁都怕死，这是常识，而

尊重常识，恰恰是大部分国产影视

剧所欠缺的。

《走向共和》的创作者为了塑

造慈禧，吸取了史学界许多最新

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他们又并

未被史学的严谨细致所限制，而

是显露出了许多具有锋芒的批判

色彩。如慈禧意欲挪用北洋水师

的军费和户部的国帑来修建颐和

园，庆祝六十大寿。户部尚书阎

敬铭直言进谏，说拿不出这么多

钱。慈禧大怒，教训百官道：“寻

常人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也要

过得风光漂亮，这样就会被邻居

看得起，如果我的生日过不好，就

无法体现大清国中兴以来的大好

形势，就会被西方列强欺辱，就会

影响到江山社稷。”简简单单一句

话，却道出了影响国人思想几千

年的面子文化，发人深省。

历史剧的明天

平心而论，慈禧是一个具有政

治智慧，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执政

者。她执掌国家大权近50年，遭遇

了中国封建王朝最严峻的生存危

机，体现出非凡的才干。但她信息

闭塞、见识有限，导致了许多决策

的重大失误。诚然，她身上有顺应

历史潮流的一面，但她的“新政”和

“立宪”都是以不损害自己的个人

利益和统治为目的，带着浓厚的个

人权欲，这是文化的悲哀。传统社

会体制下普遍无视游戏规则，讲求

实用理性，一旦触动根本利益，性

格的缺陷便会在政客身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

站在这个立场上看，中国历史

剧创作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

何克服对权谋文化变态的把玩，

真正用批判的目光审视历史，务

实 求 真、推 陈 出 新，而 非 哗 众 取

宠、歪曲戏说，才是文艺工作者们

需要踏踏实实努力的方向。

一个历史人物与她的影视形象流变
——剧里剧外说慈禧

吕 峥

艺术·人物

艺术·焦点

《《苍穹之昴苍穹之昴》》中中““田中裕子版田中裕子版””慈禧慈禧
《台湾首任巡府刘铭传》中

“斯琴高娃版”慈禧 《《火烧圆明园火烧圆明园》》中中““刘晓庆版刘晓庆版””慈禧慈禧 《《走向共和走向共和》》中中““吕中版吕中版””慈禧慈禧

艺术·视野

戏中戏，裴艳玲扮演的响九霄在剧中扮演“武松”

《艋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