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最 近 的 电 影 票 房 排 行 榜

上，《饥饿游戏》表现强劲，在美

国 上 映 首 周 便 以 1.55 亿 美 元 成

为票房冠军。《饥饿游戏》的成功

使女主角詹妮弗·劳伦斯人气高

涨，成为媒体和“粉丝”争相追逐

的 焦 点 。 与 大 家 印 象 中 的 偶 像

明星不同，詹妮弗没有接受过任

何专业表演培训，甚至高中也只

读了一年，她的成功

缘 于 内 心 的 坚 强 和

不懈努力。

《饥饿游戏》开拍

后，饰演女主角的詹

妮弗一直饱受争议。

原作读者觉得这个金

发小妞与心目中的形

象大相径庭，但詹妮弗表示，自己

可以为角色染发。这部影片中有

大量动作场面，需要高强度的体

能训练，人们质疑詹妮弗能否出

色完成演出。

为了尽可能地贴近角色，詹

妮弗在影片开拍前接受了数月的

艰苦训练，开拍后更是接受了各

种具有挑战性的专业训练。“我对

此有极大的热情。影片中有一场

翻山的戏，我整整在山上跑了一

天。”詹妮弗说，“我还接受了 6 个

月的射箭训练，现在我的射箭技

术完全没有问题。”

詹妮弗的家庭背景与演戏没

有半点关系，但这位很有主见的

“90 后”女孩自从 14 岁参加了教堂

演出后，就深深爱上了表演，并立

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为了专

心于表演事业，詹妮弗高中只上

了一年就提前毕业了，她没有去

戏剧学校或补习班进修，而是选

择通过参加演出积攒经验。

很快，詹妮弗便在影坛崭露

头角。主演《燃烧的平原》令她获

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新人奖。随

后，詹 妮 弗 又 出 演 了《冬 天 的 骨

头》，沉稳内敛又颇具爆发力的表

演受到了高度肯定，该片为她赢

得 了 奥 斯 卡 奖 最 佳 女 主 角 的 提

名，成为奥斯卡有史以来第二年

轻的影后提名者。

詹妮弗多次表示：“我不明白

那些女孩为什么要节食减肥，女生

不应该把外表放在第一位，重要的

是充满自信，这样别人才会尊重

你。”走红以后，她照旧素颜出街，装

扮也很随意，没有一点大牌明星的

架子。正如《饥饿游戏》导演加里·
罗斯对詹妮弗的评价那样：“她非

常具有创造力，表演沉静自然，又

具有爆发力。她本人由内而外散

发着自然美，不加任何修饰。”

作为最富有的英国当代艺术

家 之 一，达 明 安·赫 斯 特 喜 欢 将

“生与死”的主题纳入作品之中，

这些艺术作品既给他带来了巨大

财富和世界声誉，也使他成为备

受争议的话题人物。日前，英国

泰特现代美术馆正在为他举办个

人 作 品 回 顾 展 。 面 对 荣 誉 与 争

议，赫斯特表示：“在我的职业生

涯中，人们对我的批评不断，这正

是我所期待的。”

本次回顾展被安排在泰特现

代美术馆概念厅最显眼的位置，

美术馆期待借展览充分展示赫斯

特 20 多年的艺术生涯。该展展出

了赫斯特诸多成名作品，表现出

他对“生命有限性”的极大兴趣。

在作品《男孩女孩》中，画面表层

装饰了漂亮的彩蝶。赫斯特的目

的在于提醒人们生命是美丽的，

同时也是短暂的。

以前，有人建议赫斯特在泰

特现代美术馆举办个展，他的第

一个反应是：“没门儿！那种地方

是用来凭吊已逝的艺术家的，我

永远都不会把自己的作品送去那

里 ！”现 在 ，赫 斯 特 的 观 点 转 变

了。他说，自己过去很长一段时

间避免回顾过去，只喜欢展望未

来，因为未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但是现在我很享受回顾，因为当

你回头看的时候，一切都聚合在一

起，真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

1965 年，赫斯特出生于英国

布里斯托尔，在英格兰北部的利

兹长大。1986 年至 1989 年，先后

就读于利兹的雅各布克莱默艺术

学 院 和 伦 敦 大 学 哥 德 史 密 斯 学

院。1988年，赫斯特组织年轻艺术

家在伦敦东区废弃的工业建筑里

举办了“冻结”展览。该展览标志

着英国艺术领域的一次变革，赫斯

特也因此受到了普遍关注。在之

后很多年里，虽然不少参展的艺术

家都名声大振，但赫斯特显然是最

出名的一个，一直火到了今天。

2007 年，赫斯特的作品在苏

富比拍卖行创下了纪录，《春天摇

篮曲——医药箱》以 965 万英镑的

价格，轻松稳坐在世艺术家作品拍

卖纪录的头把交椅，镶有8601颗钻

石 的《神 圣 之 爱》的 成 交 价 则 为

5000万英镑。2008年，赫斯特作品

的总成交额达到了 1.7 亿英镑，打

破单人艺术家的作品售价纪录。

随着赫斯特的名利双收，人

们对他的质疑也越来越多。英国

著名评论家朱利安·斯波尔丁日

前发表言论，预测赫斯特的市场

泡沫马上就要破灭，其倡导的所

谓“观念艺术”也将陨落。斯波尔

丁将这种投资泡沫比拟成另一种

次贷危机，并表示收藏投资者很

快 会 意 识 到“ 观 念 艺 术”毫 无 价

值。“这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是

自欺欺人。把金钱投到不是艺术

的艺术品上，绝对是在烧钱。赫

斯特甚至不能算是艺术家。”

批评赫斯特的人普遍认为，

他的成功不过是将艺术变成了一

门生意。对此，赫斯特表示，金钱

是强大的，但它不应是目标。“当我

还是个孩子时，家里的财政状况入

不敷出，所以我对金钱的渴望比别

人来得强烈。钱的确很重要，假如

你对它不屑一顾，不和它好好打交

道，它就能把你的世界搞得一团

糟。但我相信，艺术比金钱更强

大。我一直都这样认为。”

在日本文 坛 ，有 一 位 名

叫 柴 田 丰 的 老 人 。 她 92 岁

开 始 写 作 ，98 岁 出 版 诗 集 ，

两部诗集的总发行量接近 200

万册——这是许多职业作家

终生未能企及的数字。

年过百岁的柴田丰始终

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她从未

停止对美的追求，如今，她仍

然随身携带镜子、口红等化

妆用品，像一个年轻小姑娘

一样，认为自己的美丽人生

路才刚刚开启。柴田丰说，

自己有着“少女般的心情”，

仍 会 陷 入 爱 情 ，仍 怀 有 梦

想。她的诗集里便有这样的

语句：即使到了 90 岁，我也还

要去恋爱。“我在写作的时候

常常会忘了自己的年龄，直

到看到自己出版的诗集，才

意识到我已经是年过百岁的

老太太了。”柴田丰说。

1911 年，柴田丰出生于

日本栃木县栃木市，其父是一

个经营粮店的商人。然而不

久后，家里的粮店倒闭了，当

时十几岁的她不得不去做裁

缝和服务员，靠两份工作养家

糊口。最困难的时候，她抱着

吃奶的孩子逃生，艰难的生活

给她留下很多痛苦悲惨的回

忆 ，但 她 仍 满 足 地 说“ 很 幸

福”。20 年前，柴田丰的丈夫

去世了，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

东京郊区的家里生活。

柴田丰没有抱怨生活，反

而感恩生活给予她的一切。

“我的过去、我的家庭、我的生

活，我让自己沉浸在这些回忆

中 ，从 中 汲 取 灵 感 ，写 成 诗

句。”或许正是因为经历了艰

难曲折的人生，但仍对世界抱

有乐观积极的态度，她的诗作

才会充满人生感悟，并且带给

他人心灵慰藉。

2009 年底，柴田丰出版了

第一部诗集《不要气馁》，该书

成为 2010 年日本十大畅销书

之一，发行量超过 150 万册。

这部诗集里收录了42首诗歌，

包括《每个人的梦想都平等》、

《放轻松》、《不要操之过急》

等。其中不乏这样温暖的句

子：我也有过伤心的事情，但

活着真开心，你也别灰心。柴

田丰说，这些诗歌是为了表达

对关心、照料自己的人的感激

之情。诗集《不要气馁》被日

本媒体比作“人生的救援歌”，

给日本人的心灵补充了能量，

诗中充满了梦想与希望，激励

着日本人不畏艰难、勇往直

前。一位 70 岁的读者在写给

柴田丰的信中说：“你给了我

继续生活的勇气和梦想，当我

受挫时也应该向你学习。”

柴田丰在诗作中所传达

的感情，往往引起读者的共

鸣。一名 58 岁的女性读者给

出版社写信说：“读她的诗能

洗净自己的心灵，让人沉静下

来。”“在今天这个世界，仍有

这样细腻的感情、纯净的思

绪，即便是放在专业诗人中，

也是很出色的了。”日本诗人

新川和江评价道。

2011 年 9 月，她又出版了

第二部诗集《百岁》，至今已经

发行 40 万册。有人评价其诗

作 如 同 泰 戈 尔 的 哲 理 诗 一

样，虽然轻松，却道出了生活

的本质。

去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

后，柴田丰随即向报社投稿，

发表了《致受灾者》一诗，鼓励

读者“美好的明天一定会来到

的，请大家不要气馁”，表达了

一种不轻言放弃、对生活充满

希望的人生态度。此外，她还

向灾区捐赠了 100 万日元版

税，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爱。

目前，作为东日本大地震

复兴支援企划的一项活动，

“百岁诗人柴田丰《不要气馁》

诗集全国巡回展”正在举办。

“柴田丰的诗歌能给人勇气和

力量，希望通过举办该展览，

让大家感受到这种人格魅力，

汲取精神力量。”岩手日报社

社长三浦宏说。

“我能活到这把年纪，全

靠我的家人、朋友、医生以及

关爱我的人。我想通过诗歌

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告诉他

们：谢谢，我真的很幸福！”柴

田丰说。

韩国板索理艺术家朴爱理：

我愿做块“垫脚石”
本报记者 宋佳烜 文/图

明星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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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趣人生
人物访谈

艺术先锋

草根生活

4 月 7 日，93 岁的访谈节目

主持人、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

在美国一家疗养院里去世，停止

了 他 对 这 个 世 界 的 探 寻 和 质

问。这位美国电视界、新闻界的

传奇人物，宣称自己“愿意做一

辈子记者”，并用一生践行了这

句话。

华莱士早年就读于密歇根

大学，大学二年级时开始涉足新

闻工作，但他在 50 岁时才开始

闪光，也就是他主持哥伦比亚广

播公司访谈节目《60 分钟》后。

1968 年首播的《60 分钟》，到上

世纪 70 年代末已成为美国最有

影响的新闻节目，拥有大规模的

电视观众群。作为《60 分钟》的

创始人员之一，华莱士担任该节

目的主持人长达近40年。

华莱士擅长处理最具争议

性、危险性的题材，进行追踪式

新闻报道，深刻揭露社会问题。

几十年来，华莱士参与的重大新

闻报道数不胜数，将诸多腐败和

欺骗曝光于公众面前。1992年6

月，他主持了3小时特别节目《水

门秘密的故事》；1993年12月，他

主 持 了《CBS 报 道 ——1968》；

1996年，他采访了烟草公司的高

级经理杰夫里·魏格纳，首次向美

国公众披露了烟草工业隐瞒尼古

丁对人体有害这一事实……

在美国，华莱士这个名字几

乎成为硬新闻、调查新闻的代名

词。有媒体评论说，华莱士和他

的《60 分钟》把电视访谈节目变

成了“握紧拳头的艺术形式”。

华莱士竭力追求新闻的真实性，

很多观众对他满怀敬意，因为他

不做表面文章，不做肤浅评论，

也不矫揉造作。从战争到丑闻，

从商业黑幕到国际新闻，从杜鲁

门到克林顿，他选择的话题和人

物总是能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除了采访内容不流俗，华莱

士还以辛辣、强硬的主持风格和

近乎审讯的采访方式闻名。上

世纪 90 年代，他逼得芭芭拉·史

翠珊在节目中落泪。他指着美

国前总统约翰逊的鼻子说：“越

战强暴了你，你强暴了美国。”他

还曾对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

做出一个捻钞票的动作，然后

问：“为什么俄罗斯腐败盛行，所

有问题都得靠这个解决？”……

几十年的采访生涯中，华莱士尖

锐的问题常常让来宾难以招架，

但也正是这样的步步紧逼和针

锋相对，成就了无数的经典时

刻，挖掘出许多隐藏在背后的故

事。华莱士说，他愿意在自己的

墓碑上镌刻这么几个字：强硬，

但是公正。

“在许多人看来，我是一个

说话不经大脑的家伙，一心追求

轰动效应，给广播公司添乱……

但如果你追求争议性，就必须清

楚一点，这是一把很容易弄伤自

己的双刃剑。”正如华莱士在其

回忆录中所说，强硬的工作方

式、咄咄逼人的询问也给他带来

诸多麻烦，甚至几度走上诽谤罪

的被告席，如 1982 年战争纪录

片《不作数的敌人：一场越南骗

局》播出后，由于华莱士质疑驻

越美军最高指挥官威斯特摩兰

将军少计算敌军人数而被告上

法庭，并遭索赔 1.2 亿美元。这

场耗时两年的诉讼“像是一场噩

梦”，令华莱士心力交瘁。

面对这些，华莱士有时候也

会犹豫、徘徊，但他最终还是能

从抑郁和纠结中爬起来。“是一

个又一个的故事让我继续干下

去，这是发现之旅，工作带给我

无穷的乐趣。”华莱士所取得的

成就源于他对新闻的热爱，源于

他 那 份 始 终 不 变 的 认 真 和 执

著。“采访肤浅的人别找我，我宁

愿辞职也不会干这个！”每次采

访前，他都会花数周时间准备采

访对象的资料，做足准备和调

查，到最后采访的时候，华莱士

甚至“知道的比被访者还要多”。

华莱士还将早年在演艺领

域 积 攒 的 经 验 带 到 电 视 节 目

中。一旦面对镜头，他总会带着

好莱坞明星般的笑容，“忘记灯

光、镜头、其他的一切，和对方真

正交谈。”他获颁艾美奖终身成

就奖，入选美国电视广播名人

堂，所获的世界级新闻大奖和各

种荣誉更是不计其数。如今，他

主持和制作的节目已成为新闻

教学和研究的范本，几乎每段采

访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篇。

时 光 穿 越 到 上 世 纪 30 年

代，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移民家

庭的小男孩，痴痴地盯着刚刚问

世不久的电视机，幻想着或许有

一天自己也能出现在电视屏幕

上，所有观众都会指着他问：“这

个人是谁？”今天，他的梦想成

真，人 们 会 异 口 同 声 地 回 答：

“他，就是华莱士！”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龙剧场

的舞台上，“中韩友好交流年”开

幕式演出《春香传》进行过半。一

束白光打下，身着韩服的女子手

持折扇，举手投足间透出强大的

气场，在身旁一名鼓手的鼓声伴

奏下，她的声音苍劲中带着一丝

悲凉，婉转里掺着一股清透，一开

口就征服了全场上千名观众。她

就是被韩国人称为“次时代的国

乐名唱”“国乐界的李孝利”的韩

国“非遗”板索理艺术家朴爱理。

当天晚上，记者在后台化妆间采

访了这位韩国“非遗”传承人。

9岁与板索理结缘

从小，朴爱理的生活就充满

了音乐。听着母亲喜欢的歌曲，

看着母亲哼唱时的享受模样，朴

爱理依稀感受到了音乐的魔力。

1977 年出生于韩国小城木浦的朴

爱理是家里的老幺，9 岁那年，热

爱音乐的妈妈为女儿选择了国乐

这条路。“如果我的女儿可以在舞

台上演绎自己国家的音乐那该多

好啊！”回忆起母亲的话，朴爱理

的嘴角泛起了微笑。

在木浦市市立国乐院，年幼

的她跟随板索理艺术家安爱兰学

习《春香歌》、《沈青歌》等名段。

“从听到板索理的那一瞬间起，我

就爱上了它。9 岁时，我就登台演

出了，虽然年纪很小，但我非常享

受在舞台上演唱板索理，喜欢被

台下响起的掌声和呐喊声包围的

感觉。母亲的引导让我与板索理

结缘，现在她已经去世，但我永远

对此心怀感激。”大学时代，朴爱

理 师 从 成 又 香 ，继 续 学 习 板 索

理。大学还没毕业，朴爱理就已

经在圈内小有名气，得到了“次时

代名唱”的美誉。

朴爱理的声音具有十分出色

的表现力，即使是坐在剧场最后

一排的观众，也会被她的歌声震

撼。一个身材瘦弱的女子在台上

身兼多角，老 妪、少 女、老 头、才

俊 都 被 她 演 绎 得 惟 妙 惟 肖 ，不

但能将声音处理得细致入微，还

时不 时 向 观 众 席 抛 去 一 句 玩 笑

话 …… 朴 爱 理 用 充 满 魅 力 的 独

特方式，向世人传递着自己对板

索理的理解。

与朝鲜族唱剧“一见钟情”

23 岁那年，朴爱理从韩国中

央大学毕业。在韩国唱剧“头牌”

安淑善的引导下，她加入韩国国

立 唱 剧 团 ，从 此 走 入 唱 剧 的 世

界。唱剧是朝鲜族的一种戏曲形

式，从板索理脱胎而出，却更显丰

满，以唱为主、唱白结合、融入舞

蹈，分场、幕演出。“大学四年级开

始接触唱剧，我立刻被这门艺术

吸引了。第一次看到唱剧演出时

的感觉，就像是第一次看到板索

理一样，一见钟情。”

刚加入唱剧团时，因为戏份

不多，朴爱理常常要在一边坐很

长时间的“冷板凳”，不过，她从未

感到过无聊，“只是看着前辈们表

演，就觉得有趣得不得了。”就这

样，从刚入团时只有

两三分钟戏份的群众

演员，到担纲各类演

出的主角，朴爱理逐

渐成长到能够驾驭各

种唱段——唱剧《蝴

蝶》中的蝶、《春香》中

的成春香，经过朴爱

理的演绎，成了新的

经典。“没有朴爱理演

不了的角色，不管是

主角还是配角，只要

舞台上有朴爱理，她

就是最闪亮的。”同行

们这样评价她。

在板索理的道路

上前行 20 多年，朴爱

理对这一艺术的爱仍

然炽热。23 岁加入唱剧团后，她

又 向“ 唱 剧 头 牌”发 起 冲 击 。 如

今，她已然是韩国媒体和民众眼

中的“头牌”，但朴爱理并没有就

此停下脚步。

在创作性唱剧《罗密欧与茱

丽叶》中，茱丽叶被她演成穿着韩

服、唱着板索理的韩国女性；在唱

剧《赤壁》中，她大胆挑战诸葛孔

明这一男性角色；为了演出效果，

她在传统唱剧舞台上脱去外衣；

为了情感传达，她在剧情中加入

吻戏……作为板索理大众化的先

锋人物，只要保证板索理的艺术

性不变，她从不惧怕任何新事物、

新形式。“人到了六七十岁，很多

事情想做也做不了，所以不论是

什么性格的角色，不论是唱剧还

是其他体裁的剧目，我都希望能

够去尝试。希望台下的观众能够

像我一样，兴致盎然地、快乐幸福

地享受舞台。”

让国乐与流行乐牵手

朴爱理还尝试将传统国乐与

流行音乐结合起来。2003 年，《大

长今》剧组为了给这部古装戏配

乐，找到朴爱理，希望能够从她的

学生中选出几位，以童声小合唱

的形式录制主题曲。没想到，在

朴爱理指导孩子的过程中，编导

被朴爱理的声音迷住了。于是，

朴爱理成为《大长今》主题曲里那

个独唱的女声。

此后，朴爱理同流行音乐界

的合作并未终止。2007 年，韩国

著 名 男 子 组 合 SG Wanna Be 推

出专辑《阿里郎》，邀请朴爱理为

其主打歌献唱。虽然自始至终没

有一句歌词，只凭着一个“啊”字，

朴爱理在《阿里郎》开头和结尾处

震撼人心的嗓音，将这个故事特

有 的“ 悲 ”阐 释 得 深 刻 而 透 彻 。

2011 年，朴 爱 理 与 有 着“ 舞 蹈 至

尊”之称的韩国舞者南贤俊喜结

连理，一时在韩国传为佳话。

对于未来，朴爱理有自己的

理想——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熟悉

板索理、走近板索理。“如果说走

近板索理需要跨过一条江，一开

始喜欢它的人会坐船走向它，但

并不了解它的人可能就会想：跨

过 江 去 能 看 到 什 么 呢 ？ 这 种 时

候，就需要‘垫脚石’让他们能靠

近对岸，嗅到板索理的香气。没

准儿，创作性的板索理曲目、与流

行乐的联合创作、有国乐感觉的

通俗歌谣都会成为这样的‘垫脚

石’呢！”

因演唱《大长今》主题曲，朴

爱理被授予唐山市荣誉市民及宣

传大使的称号。近年来，她曾多

次访问中国。“我去过人民大会堂

演出，在那里演唱了《大长今》的主

题曲。”她略带骄傲地说，“因为长期

的交流互动，韩中两国的文化艺术

有很多相似的东西，但又有所不

同，这让文化交流显得更具意义。

如果两国的艺术家能够保持对彼

此文化的好奇心，怀着美好的愿

望，必定会让两国文化在交流中

绽放出更加美丽的光彩。”

朴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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