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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影比长片还难拍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日前，莆商

杯公益微电影大赛在沪举行启动仪

式，担任过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

席的郭宝昌，也是这次大赛的评委会

主席，比较微电影和长片，他颇为感

叹。而秦怡、奚美娟、佟瑞欣、刘子枫、

王诗槐以及孔祥东、姜育恒，当天也

齐聚为大赛助阵，一部记录秦怡在高

原拍戏的微电影《 非凡》，也在仪式

上播放。

郭宝昌对微电影颇为推崇：“ 微

电影的传播太快了，从技术上来说把

拍电影的门槛给降低了。在我看来微

电影的前途无量。”而93岁高龄的秦

怡，也认同这一说法：“ 这种艺术形

式我一点都不陌生，只是以前不叫微

电影而已。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表达出

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理念，这需要高度

浓缩的艺术创作手法。例如之前香港

一个导演拍摄的微电影，全程制作只

有一个人，但表达的意境却让我觉得

比长片更加感动。”

《 聂小倩与宁采臣》
巡演上海首站

幽艳女鬼、痴情书生，《 聊斋志

异》 中广为人知的苦命鸳鸯聂小倩

与宁采臣如今将再度登上舞台———

著名音乐人三宝的音乐剧新作《 聂

小倩与宁采臣》，采用了全新的方

式，来演绎这段凄美爱情故事。

为搭配这样的故事情节，担任本

次音乐剧配乐、作曲和艺术总监的三

宝在选择主题曲演唱者时煞费苦心，

听了国内外很多歌手的作品，最终决

定让实力唱将韩红来担此重任。“ 韩

红的声音犹如天籁，非常能打动人，

很适合我们这部音乐剧跌宕起伏的

爱情基调。”三宝说。

而在舞台设置上，该剧将打破镜

框式，同时在观众席中设置表演区，

能够满足音乐剧表演的各种需要，增

强观众的互动体验。

耳熟能详的音乐，和全新编排的

舞蹈将成为全剧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是这部

音乐剧独一无二的特色，届时演员的

表演与互动媒体的视觉配合将会天

衣无缝。

演出时间：12月11、12日 19:30
演出票价：380/280/220

180/120/80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 4上海双年展尽管已

经开幕有几天了，但青年报记者注意

到，有关这个上海最重要当代艺术展

的报道却大多“ 短小精悍”。这似乎

与以往双年展开幕后长篇详尽报道

的情形大为不同。与同行们交换的意

见大多一致，“ 不是不愿意多写，而是

实在是自己都看不懂，又何以转述于

人？”“ 难懂”成为了本届上海双年展

的一个关键词，难免让一部分观众望

而却步。那么，当代艺术展览如何更

贴近普通人，也引发思索。

今年上海双年展有两大特点，让

记者印象深刻。其一是展品极少，硕

大的一楼空间，只有一台钢琴在自动

反复弹着一段不知名的旋律。二楼空

间也只安排了一个名为《 1 999》的装

置，这个装置包括了60部电话。整个

展馆比平时都显得空荡，不太像以往

双年展的现场。

其二，就是以往支撑双年展的主要

艺术门类装置艺术明显少了，取而代之

的是文献、影像作品、现场表演。这就意

味着：此次上海双年展“ 社会工厂”的

主题的阐释任务就落到了少有的几件

展品身上，但这些展品又以影像为主，

天生地缺乏装置作品那种可看、可玩、

可互动的特性，显得极为抽象和高深。

于是也难怪观众会大呼看不懂了。

有一部影像作品叫《 旷职的价

值———旷工的借口》。作品“ 记录了

人们为旷工创造性地编造的各种借

口，包括头疼、胃痛、被警察逮捕、被

蜜蜂咬伤、严重烧伤、丈夫家暴、摩托

事故、岳母去世等”———这些说明只

有在展览组织者提供给记者的说明

材料上才能看到，而在现场人们只是

看到一些人说着外语，不知所云。装

置作品《 1 999》也很“ 令人费解”：60

部电话———观众拿起听筒，里面传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听好

就走了，寓意较难揣摩。

在展览现场，青年报记者看到很

多观众在作品之前煞有介事地拍照，

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坦言，其实自己并

不明白艺术家们的意思。“ 我知道上

海双年展是有前瞻性的，但也不能高

深到这种地步吧。人们因为看不懂而

不去看，那么这个展览引领和普及当

代艺术的目的又如何实现呢？”现场

一位美院的学生告诉记者。具有艺术

基础的学生都大呼“ 看不懂”，更不

要说普通市民了。

当代艺术展是否应该贴近观众？

对于这一点，从来都有两种观点。一

种观点认为，艺术不承担让人“ 看

懂”的责任，每个人看，都会有自己的

体会，无须阐释。而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既然是对公众开放的具有艺术普

及性质的展览，艺术应该尽可能贴近

市民，特别是对从小就习惯于归纳

“ 中心思想”，讲求一件作品“ 意义”

的国人来说，给他们一个解释，让他

们心有所悟，也是必要的。

评论人金哲赞同后一种看法。他

认为，艺术家固然可以保持他们“ 不

解释”的“ 高傲”，但那是在创作之

中。一旦面向社会，他就有义务谈一

谈自己的作品，而不是传递一副“ 爱

懂不懂”的姿态。

青年报特派记者 陈宏

本报北京专电 芭比可能是20世

纪以来最畅销的玩偶了，曾经多次出

现在影视屏幕中，但登上音乐剧的大

舞台，还是第一次。昨天，百老汇原创

音乐剧《 Barbi e Li ve!》中文版《 闪亮

芭比》在京宣布，将在全国包括上海在

内的31 个城市进行首轮的50场巡演。

这个数字令业内惊叹，但背后，却是保

利院线的影子。“ 未来的演出市场，剧

院的趋势是像电影一样院线化。”院线

负责人程锐告诉青年报记者。

在很多女孩的成长过程中，芭比

都未曾缺席过，即使变成了妈妈，也

仍有芭比情缘。基于此，视线瞄准在

家庭观众的《 闪亮芭比》，一下子就

铺了这么多场，对市场充满了乐观。

“ 在引进百老汇原创音乐剧方面，我

们有经验。” 出品方负责人叶迅说，

“ 但一下子跟保利签50场，还是颇为

激动的。”

对音乐剧的制作来说，最可怕的

莫过于巡演场次过少，这导致了不少

优秀剧目，还没演出名气、口碑还没

传开就已夭折；对于国外著名音乐剧

来说，进军中国市场也是如履薄冰，

那么多演员的国际差旅，都需要摊到

票价上，但太贵了没人买，太便宜了

铁定赔，也对巡演场次要求极高。

“ 这就需要院线化，” 程锐说，

“ 因为一旦院线化采购，肯定会在全

国的院线推，场次多了，成本最起码

可以降低三分之一，很多项目就能做

了。”

他曾经做过伦敦交响乐团的演

出，在北京、上海、武汉做了3场，而那

次经历，让他更明白成本控制的重要

性：“ 那时候院线刚起步，我硬是没同

意他们休息一天的要求，因为1 00人

的团，一天就得1 2万多，摊到一场演

出里的话，1 200座的剧院，每张票都

得涨1 00元！”

除了成本和票价，院线化对于演

出方还有诸多的好处：“ 比如可以保

证服务和接待的统一，不要让演员今

天在很冷的场地演，明天又到很热的

场地演，接待好坏，会影响演出的情

绪。再比如，现在很多优秀剧目确实

没有能力营销，自己演不了几场，而

如果它要参加评奖，都有场次要求，

我们保证场次，就保证了它得奖的最

基本条件。”

在电影院线越来越多、越来越受

重视的今天，剧院也在尝试抱团作

战。程锐就介绍说：“ 除了我们，还有

中演也在做院线，此外还有个松散型

的剧院联盟，都在尝试走这条路，我

认为，应该会越做越大，这是未来的

趋势。”

“ 史上最难懂”双年展？

音乐剧《 闪亮芭比》展开中国巡演

演出市场学电影院线化是未来趋势

与杨澜同聊20岁

本报讯 见习记者 王璐 高唱

《 作》的郑钧、“ 跳水皇后”高敏、“ 功

夫女侠”郑佩佩、“ 文案天后”李欣

频、“ 打工皇帝” 唐骏⋯⋯文体、经

济、教育界中外杰出人士，做客《 杨澜

访谈录》特别节目“ 正青春名人分享

会”，与青年学子畅谈20岁该做的那

些事。节目还走进大洋彼岸的纽约哥

伦比亚大学，杨澜邀请到了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埃蒙德·菲尔普斯教授

和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与大洋

彼岸的学子们聊一聊，中美两国的年

轻人，谁更有创新力？这些精彩内容

本周正在北京卫视播出，体现了“ 正

青春”的态度和梦想。

地址：嘉定新城白银路159号

《 1999》展示的60部电话。 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