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帅执导的电影《地久天长》柏林获奖归

来，终于与国内观众见面，赚足了口碑，也赚足

了眼泪。

放在王小帅个人创作的序列中考察，《地久

天长》是一次带有集大成意味的展现和抒发；放

在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影片创作的格局之下，

《地久天长》的思路和姿态，具有启发和借鉴的

意义。

从上海到武汉，从北京到福建，“出走”后再

“回归”，“商业”后再“文艺”，王小帅个人的生命

轨迹可谓充满漂泊感。聪明的导演绝不会直接

将个人的经历复刻到电影中，纯粹为一己悲欢

惊动艺术。然而个体的生活轨迹、生命体验又

几乎不可避免地渗入创作，构成某种特质乃至

底色。无所依傍、想要逃离的此处，和充满诱惑

却也不乏缥缈的远方；真切却抓不到、留不住的

当下，和已经逝去却越发清晰、挥之不去的历

史，总是在王小帅的电影时空中交缠、对话，而

徘徊在此处和远方、当下与过去之间的人们，则

时常成为王小帅电影的主角。不论《二弟》《青

红》，还是《我 11》《闯入者》，都是如此，《地久天

长》，也是如此。

《地久天长》的镜头对准了历经挫折苦难但

依然坚强、善良的普通人，王小帅相当克制，不

去放大、渲染人物的苦难，叙述的语调可谓平淡

而静水流深。两位主演的表演把汹涌的情感安

放在平静的水面之下，像是武功高手，没有花哨

的拳脚，却极具“杀伤力”。这种表演难度很大、

效果很好，双双获奖，实至名归。

影片故事围绕两家人展开，他们曾是比亲

人还亲的挚友，但由于沈英明、李海燕、沈浩一

家或由于无意，或出于无奈造成并加重了刘耀

军、王丽云夫妇的丧子之痛，从而使得两家人的

关系陷入难言的尴尬境地，刘、王夫妇被迫从北

方家乡迁往南方小渔村。可是，两家人逃得开

城市，却逃不开心结，这份隐痛成为他们 30年来

挥之不去的梦魇。交谊舞流行、工人下岗等具

有时代特征的事件穿插在两家人的故事中，成

为某种衬托或推动的力量。

导演在叙事时间、节奏的把握上独具匠心，

跨越 30 年的故事，从中间讲起，不堪回首的“过

去”不断闪现、插入“现在”，致使“现在”只能在

无言的痛苦煎熬中缓慢前进，“现在”与“过去”

不断叠加、不断提示着痛苦的存在，使得刘耀

军、王丽云的余生只能心如死灰般地熬时间。

影片的叙事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参与了气氛营造

和人物塑造，强化了悲剧感。

影片在选景、置景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电影

意象符号的时代感极为强烈，而时光流逝、物是

人非，自然而然地就带给观众历史沧桑之感。

时光流转，有智慧的创作者总是能够恰如其分

地抓住流转变幻中那些不变的东西——这些东

西通常是极为珍贵、极具力量的，体现在《地久

天长》中，即是人性的善良、宽容与爱，这也是

《地久天长》最为打动笔者的地方。

在许多现实题材电影中，为蝇头微利而钩

心斗角的桥段太过常见，精于算计乃至暴躁

恶毒的人物角色也时有出现。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故事、人物在某个层面和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部分现实，进而被部分观众认为非常

真实。事实上，现实的层面是极为丰富的，并

不是只有琐碎、卑微、无聊、斤斤计较才是真

实，普通人身上的善良、宽容、隐忍更是真实，

这样的真实甚至接近伟大。电影作为一门与

大众极为接近的、拥有“造梦”能力的艺术，不

仅应该全面反映生活的真实，更应该在精神、

思想的层面，提供一种超越琐碎、鄙俗的高度

与出路，在心灵与情感上给人以慰藉。在这

个意义上，笔者对《地久天长》结尾的处理非

常欣赏，它在饱含复杂、难以言喻的人生况味

的同时，完成人际、代际之间的和解，并以一

位老人的去世伴着一名婴儿的出生，来传达

某种解脱和希望，某种关于生生不息的体验

和感悟，这无论对影片中饱经风霜的两家人，

还是对在电影中陪伴他们走过半生的观众来

说，都是温柔、善良和妥当的。

可以说，王小帅以平视、尊重、悲悯的眼光

与视角，审视、呈现片中的人物、人生。无数经

典的电影理论提示我们，视角与表现生活的角

度和尺度密切相关，很能代表叙事作品“隐含作

者”的立场，创作者选择怎样的表现视角，不仅

关乎风格，而且关乎伦理。电影的境界常常在

这个问题上分出高下。

笔者想起了去年上映并引起热议的现实题

材影片《无名之辈》《狗十三》等。这些电影在各

自的题材、风格上努力探索，且取得了可喜突

破，然而在视角、表现尺度问题上则不乏值得商

榷之处。比如《无名之辈》，人物的前史被遮蔽，

抢劫手机店成为其“努力奋斗”的主要表现，这

种必然且应当受到正义制裁的违法行为居然带

上了悲壮色彩，仿佛成了小人物的“辛酸奋斗

史”，值得尊重与同情，这是颇为荒谬的。至于

正面表现高位截瘫、躺在轮椅上不能动弹的女

主人公小便失禁，这样的镜头和视角简直不给

人物留一点点尊严，使得电影观看行为沦为对

人物不幸遭遇的围观和消费。《狗十三》《暴裂无

声》等影片对暴力场面的过度展现，对现实挫

折、苦难带有陈列、玩味色彩的表现，也存在同

样的问题。

“ 批 判 现 实 主 义 ”式 的 呈 现 是 非 常 困 难

的，犀利独到的目光与悲天悯人的情怀，缺一

不可，对国产电影创作者来说，前者常有而后

者不常有，许多影片所展现的不过是无节制

地发泄怨愤，甚至以此制造话题、自高身价，

这颇不足取。

《地久天长》为现实题材创作作出了可贵的

表率，其风格带有 席 勒 意 义 上 的 崇 高 感 。 而

笔者欣喜地发现，正在热映的年轻导演的处

女 座《过 春 天》，也 在 表 现 的 视 角 与尺度上交

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怀着善意和温情说故

事，这多好。

怀 着 善 意 说 故 事 ，真 好
———从电影—从电影《《地久天长地久天长》》谈现实题材影片创作谈现实题材影片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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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山东省吕剧院组织的吕剧进校

园活动走进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演员们精彩

的表演让台下的孩子们看得十分投入。肩负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山东省吕

剧院近年来一方面大幅增加惠民演出场次，另

一方面积极培养青年后备人才、推动优秀剧目

创作。吕剧这一山东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剧种，

正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用精品力作回馈人民

作为全省吕剧的“龙头”院团，新创优秀作

品是山东省吕剧院不能回避的使命与责任。

2018 年 4 月，吕剧《大河开凌》在济南百花

剧院首演，好评如潮。该剧是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以

东营市广饶县党员干部与群众保护我国最早

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故事为原型，深刻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

神主旨。

山东省吕剧院院长蒋庆鹏介绍，《大河开

凌》创作筹备阶段，为保证作品质量，创作团队

多次赴广饶县实地采风。通过参观纪念馆、与

当地干部群众交谈等形式，主创人员无不为当

年的感人故事所触动。

济南首演后，《大河开凌》还先后赴山东多

地及宁夏、北京等地演出，累计超 30 场，受到观

众的一致好评，有专家发文评价该剧是“小人物

视角，大主题呈现”。

山东省吕剧院推出精品的步伐没有停止。

为发挥文艺观照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的作

用，该院 2018 年年底决定以山东正在进行的黄

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为素材，创作反映农村生

活的现实题材吕剧《一号村台》。经过前期 3 次

采风、两次剧本创意讨论会后，《一号村台》目前

已完成剧本初稿。山东省吕剧院近期正组织两

组演员进行排练，前 3场已基本成型。

“接茬”培养青年人才

近年来，很多戏曲院团面临人才青黄不接

的困境。为保证舞台上的演员能“接茬”不断

档，山东省吕剧院深入总结分析过去的经验

教训，不断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包括

搭建演出平台、组织集中培训、一对一“拜师学

艺”等。

对 山 东 省 吕 剧 院 青 年 演 员 彭 莉 媛 而 言 ，

2018 年是值得铭记的年份。这年年初，她首次

担任编剧创作的吕剧《双生花》立上舞台，在济

南首演时让不少观众留下了动情的泪水。

彭莉媛表示，《双生花》能顺利演出，得益于

山东省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扶持项目的帮

扶，也得益于院内负责人、同事的鼎力协助。“包

括我个人在内，很多戏曲青年人才都需要一个

平台和机会。青年后备新人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地方，通过参与编创、主演新剧目，能实现自身

能力的快速提升。”彭莉媛说。

为让更多青年吕剧人才脱颖而出，山东省

吕剧院这几年始终坚持“演出、创作向新人倾

斜”的原则。比如，《双生花》的编、导、演、作曲、

舞美等全部由院内创作团队独立完成；《大河开

凌》的 30 多场演出中，有 27 场是由青年演员担

纲主演完成。

此外，为更好地推进院团内部管理机制改

革，强化演职员的基本功练习，山东省吕剧院还

于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 月举办了院内中青

年演员业务“冬季集训”。其间，山东省吕剧院

中青年演员围绕基本功恢复与提高、唱腔练习

与提高、剧目排练等内容开展集训，院内还安排

了吕剧名家为中青年演员现场说戏。

持续扩大吕剧影响力

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地方剧种，对青少

年有吸引力吗？随着山东省吕剧院持续组织吕

剧进校园演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愈发明晰。

“有哪位同学愿意上台来学习吕剧动作？”

在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演出时，山东省吕剧院

的工作人员专门安排了上台互动环节。十几名

小学生踊跃登上舞台，在演员手把手的指导下，

学习吕剧传统剧目的经典动作。

历下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吴为溪告诉记

者，自己去年曾跟着爷爷去剧场看吕剧，当时

演的是《姊妹易嫁》，感觉非常有趣，他说：“我

盼着山东省吕剧院的叔叔阿姨能常到我们学

校来演出，教教我们怎么唱吕剧，同学们都很

愿意学。”

山东省吕剧院将吕剧进校园作为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剧院在山

东省多所大中小学设立了“吕剧课堂”，定期组

织演职员进校园开展“跟着名师学吕剧”“吕剧

经典师生见面会”等活动。

在社会层面，山东省吕剧院始终坚持下基

层常态化演出，配合山东“城市常态化演出季”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每年

到基层演出近 180 场次。尤其是在 2018 年，山

东省吕剧院组织演职员先后赴菏泽市郓城县等

贫困地区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为进一步扩大吕剧的社会影响力，目前山

东省吕剧院已建立了“网络百花剧院”直播平

台，在百花剧院举办的惠民演出，到不了现场

的 观 众 可 通 过 直 播 平 台 在 家 观 看 。 迄 今 为

止，山东省吕剧院直播的演出网上受众均超

一万人次。

明媚的阳光下，是热情的舞蹈、动人

的歌声和此起彼伏的热烈掌声。3 月 20

日，“馨艺舞动情怀，明德引领风尚”2019

年中国舞蹈家协会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

“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活

动在重庆市南岸区《挺进报》

旧址火热开展。

据了解，中国舞协文艺

志愿服务小分队多年来走遍

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小分队

坚 持 以 服 务 人 民 为 根 本 宗

旨，引导艺术家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学习发扬乌兰牧骑

精神，发挥文艺轻骑兵“以天

为幕，以地为台”的优势，努

力为群众提供越来越好的文

艺作品、越来越广阔的艺术

视野，把惠民演出送到田间

地头和老百姓的心头。

为 了 给 当 地 百 姓 奉 上

高质量、多艺术种类的文艺

演出，中国舞协文艺志愿服

务小分队此次重庆行，特意

邀请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

广播艺术团、中央戏剧学院

舞 蹈 系 、北 京 新 曲 苑 艺 术

团 、重 庆 两 江 艺 术 团 、重 庆

芭蕾舞团、新疆艺术剧院歌

舞 团 等 多 个 艺 术 团 体 的 艺

术家，携手献上异彩纷呈的

演出，让群众一饱眼福。在

舞蹈类节目中，重庆两江艺

术 团 带 来 了 两 支 民 族 风 情

浓郁的群舞《山间红苗》《土

家 风 情》；重 庆 芭 蕾 舞 团 的

群舞《山水重庆》姿态唯美，

将 巴 渝 文 化 表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青 年 舞 蹈 家 郭 爽 、朱 晗

表 演 的 双 人 舞《沂 蒙 颂》深

情 感 人 ；青 年 舞 蹈 家 马 依

热·艾买提江带来的独舞《心动》，看得

人目不转睛；青年舞蹈家李响表演的独

舞《行者》空灵深邃。在曲艺类节目中，

冀勇带来的口技表演《欢庆锣鼓》惟妙

惟肖；青年相声演员李丁、董建春带来

的相声《健康生活》风趣幽默、关注百姓

生活，大受欢迎。此外，中国煤矿文工

团青年歌唱家赵越同重庆文化艺术职

业 学 院 教 师 陈 姝 姝 深 情 演

唱 了《说 句 心 里 话》和《共

筑 中 国 梦》；歌 手 伍 杰 泽 让

用 嘹 亮 激 昂 的 声 音 演 唱 了

歌 曲《在 那 东 山 顶 上》《姑

娘 我 爱 你》，引 得 现 场 一 片

沸腾。

此次活动由中国舞协、

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南岸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国

文联舞蹈艺术中心、重庆市

舞蹈家协会、重庆市南岸区

委宣传部、南岸区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承办。

除了送欢乐，还要送知

识。此次行程中，中国舞协

还在南岸区艺术中心组织开

展了“文化大讲堂”活动。中

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文

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冯双

白以“当代舞蹈艺术的创新

和魅力”为主题，为重庆市中

青年舞蹈编导、南岸区的舞

蹈工作者送上了生动的舞蹈

专业讲座，深受大家好评。

中国舞协分党组书记、

驻会副主席、秘书长罗斌表

示，希望此次活动不仅可以

给南岸的父老乡亲带来丰富

的 精 神 食 粮 和 艺 术 发 展 成

果，还能让艺术家们亲身感

受历史，在《挺进报》旧址的

红色印记下，领悟革命先烈

对真理的坚持、对共产主义

信念的执着追求。“学习重庆

红色精神，沉淀自身技艺，让

艺术创作从历史与民间的沃土中汲取更

丰厚的滋养，坚定为人民抒怀的创作方

向，将更多高品质、接地气的艺术成果回

馈给人民。”罗斌说。

年均到基层演出近 180场次，一批青年人才、文艺力作脱颖而出——

山东省吕剧院：出精品、育人才、树新风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 锐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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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门·新大兴”原创歌词征集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祝静）由北京市大兴

区委宣传部主办，北京市大兴区文联、顺

年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

“新国门·新大兴”原创歌词征集活动近

日在北京大兴区文化活动中心启动。本

次活动旨在用歌词的形式展示大兴区新

形象，提升大兴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美

誉度，并展现大兴区人民追求幸福生活

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大兴区经济文化发展喜事

连连。大兴国际机场将于今年 9 月投入

运营，新机场是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

完善首都功能布局、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国家重大项目。此外，《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2016 年-2030 年）》中提出的建设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已成为大兴文化

崛起的良好契机。此次活动正是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举办的。

“新国门·新大兴”原创歌词征集活

动为期 4 个月，分为作品征集阶段和评

审阶段，最终评选出 10 首主题鲜明、定

位准确、通俗易懂、易于传唱、内容富有

时代感和艺术感染力的优秀歌词作品，

获得参选“新国门·新大兴”优秀歌曲的

入围资格。

活动评审之一、知名编剧和作家韩

静霆表示，遍布大兴区的宝贵文化遗产

既是历史见证，又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为

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滋养。优秀的歌词

作 品 可 以 传 承 文 化 精 髓 ，丰 富 群 众 生

活，还可以给未来文化的发展之路提供

探索和启示。

双人舞《沂蒙颂》演出现场 陈 阳 李 贺 摄

3 月 23 日，重庆市歌舞团新版原创大型民族舞剧《杜甫》在重庆施光南大剧院上

演。此次演出是该剧作为国家艺术基金 2018 年度滚动资助项目实施“二改二演”的

“二演”，也是该剧自 2016年 4月首演以来的第四次改版演出。

据了解，新版《杜甫》在认真吸取专家意见、充分听取观众建议的基础上，在人物

形象塑造、矛盾冲突、情境空间交代等方面有了较大提升。

图为演出剧照。 侯文斌 摄

山东省吕剧院下基层演出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