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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链接]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继《长城》口碑折戟之
后，张艺谋又一部电影《影》今夏要上
了，然而，无论是从先期预告片还是
海报，它都是像是一部艺术片。再翻
一翻老谋子的作品年表也能发现，自
从2002年开始转型商业大片之后，
他似乎有意识地在平衡自己接拍商
业片和艺术片的频率。而青年报记
者也发现，不仅是张艺谋，其他不少
成名导演，也同样在如此操作。

新片水墨画风格？
张艺谋：喜欢故事更重要

作为张艺谋导演的最新作品，
《影》在开机伊始就获得了巨大关
注。电影所讲是一个关于替身的故
事，张艺谋说，《影》早在三年前就开
始打磨，是自己真正想拍的一部电
影。目前故事当然尚处于保密阶段，
但海报和曝光的影像独特的水墨画
风格，却看起来很不张艺谋。

主演们说，《影》更像是一次奇妙
的旅行，邓超说《影》特别到不可思
议；王千源说《影》写实又诗意；王景
春则说《影》完全就是一幅水墨丹青，
而自己就在其中；孙俪的转述最有意
思，她说《影》的光很特别，不只是美，
不只是漂亮，因为拍着拍着，导演经
常会说，“有一道非常特别的‘影’”。

但张艺谋却又强调：“你不要去
看像不像水墨画，重要的是你是否喜
欢这个故事，喜欢演员的表演，喜欢这
些人物……这是我想了很多年的一
个故事，探究的是一个人的命运，一个
人的归宿。”张艺谋说，“我的电影，过
去、现在、未来，都是在讲人的故事，展
现人的情感、人的命运，这是一个永远
的主题，电影的魅力就在这里。”

一直在追求平衡的
不仅仅是张艺谋

在2002年的《英雄》上映后，张
艺谋就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大片
风格，这也让很多观众痛心疾首，认
为一位有成就的艺术片导演，被市场
所“收买”。然而，也许是在做某种平
衡，他拍完《英雄》和《十面埋伏》之
后，紧接着就拍了描绘孤独的《千里
走单骑》；在《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
枪拍案惊奇》等影片之后，他又拍了
《归来》，叫好声不断。

毋庸置疑，张艺谋是很愿意尝试
新技术的导演，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到平昌冬奥会的高科技8分钟，都是
如此。拍电影同样如此，即使是去年
口碑饱受争议的《长城》，这部标签为

“中美第一次合拍大规模的戏”的电
影，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剧本老旧、东西
方都不讨好，“当时也有很多人劝我别
接，但是我想尝试一下用8000万美元

去做电影特效。”虽然结局并没有达到
他的预期，但他说自己“一直在高压之
下工作”，已经习惯了。

而一样在做类似权衡的，还包括
了姜文、冯小刚等导演。姜文的《一步
之遥》，就是在《让子弹飞》之后彻底的

“自我放飞”，而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
莲》和《芳华》，特点鲜明，也是在纯商
业的《私人定制》之后，给出的自己想
要的东西——当然，像《芳华》这样的
作品，他并没有放弃商业化操作，比如

“拒绝整容女演员”等话题，都是电影
一开始炒出的话题，冯小刚高度配合。

有人说，现在中国电影是走两个
极端，太文艺的电影票房一片惨淡，
太过商业化的电影票房虽好，但又因
为缺失了文艺内涵被影评人一顿吐
槽。中国的知名导演们，同样面临着
如此的压力，拍出过《霸王别姬》的陈
凯歌，也拍出了《无极》，而这次的《妖
猫传》虽然有他独特的审美在，口碑
尚可，可票房却又不尽如人意。

叫座容易叫好难 大导演们求平衡

小剧场剧追求小而美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音乐剧市场

在2017年的爆发式增长，让人看到
了这个演出种类在上海的美好未
来。事实上，它的快速发展也让它快
速进入了市场细分阶段：小剧场的驻
场演出，正在被高度重视。近日，音
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中文版宣布将
开始二轮巡演，而3月份首先就将在
兰心大戏院驻演32场。

小剧场驻场音乐剧在国外由来
已久，也是国外演出市场当中不可或
缺的组成部分。和大制作音乐剧相
比，小剧场音乐剧通常是在200-400
座的小剧场上演，在演出风格上更为
自由，但制作水平也保持着非常高的
水准。一些音乐剧作品，比如《汉密
尔顿》、《吉屋出租》等也是从小剧场
起步，演出成功后再转入百老汇的大
剧场上演。

此次聚橙网携手上海兰心大戏
院共同打造的橙剧场，作为聚橙网
小剧场音乐剧系列作品的展演平
台，专注将“小而美、小而精”的优秀
音乐剧作品呈现给青年群众，充分
发挥小剧场空间小，灵活性强，上演
剧目多元化的特点，填补年轻一族
碎片休闲时间的娱乐选择与诉求，
在提供优质音乐剧演出内容的同
时，以月度为单位，开展与之相关的
音乐剧讲座、沙龙等线下活动，致力
于将橙剧场打造成为线上精彩演出
和线下社交及文艺青年聚集的特色
文化空间。

这样的实验，选择了9部精品小
剧场剧，打头炮的就是家庭音乐剧
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中文版音乐
剧《想变成人的猫》。日本版《想变
成人的猫》自 1979 年演出至今，演
出场次已经接近 2000 场。1996 年
时，《想变成人的猫》曾由孙红雷等
中央戏剧学院首届音乐剧班学生搬
上舞台，2017年它的中文版在全国
巡演 40 多场，反响非常好，选择有
实力做“二次巡演”的剧，也是小剧
场的基本功。

除此之外，在百老汇和伦敦西区
都大放异彩的浪漫爱情音乐剧《长腿
叔叔》，以及韩国原创音乐剧《洗衣
服》、百老汇经典音乐剧《I DO！I
DO！》中文版、香港高志森原创致敬名
人系列音乐剧《蔓珠莎华》、《约定香
奈儿》、《喝彩》、《beyond日记》等9部
作品将陆续登陆。

前不久，胡波导演的《大象席地

而坐》在柏林电影节拿了费比西国际

影评人奖，让这位自杀导演的经历再

度成为电影圈热议话题，也让投资这

部电影的王小帅被攻击。商业和艺

术，该如何平衡，张艺谋这些大导演，

还是更有经验一些。

比如说高冷的艺术片，他认为：

“我们原则上有一面是赏心悦目的，

观赏性并不是庸俗的。现在很多电

影也是，观点非常好，立场非常好，但

是故事和结构缺少观赏性，你看了

会觉得闷，看一会儿就困了。但是今

年奥斯卡热门电影《三块广告牌》，立

场正确，故事紧凑，有很多反转意外，

结构本身非常有戏剧性，我喜欢看这

类电影，有观赏性，不闷。现在看大

闷片的人很少，那才是真正的高冷，

才不管你呢。老话说‘寓教于乐’，你

再高冷的观点还是要让大家看下去，

这是今天所有导演面临的主要问

题。导演都有很多思想要表达，喋喋

不休起来都是一堆废话，这种东西不

好看，不能说你观点正确、思想深邃，

我就说你好，你给我上课那不行，我

得看，我得品味，我得进去。今天任

何的艺术形式，吸引观众是第一步。”

而即使是在《长城》中，他其实也是

这样的观点，他想让西方观众明白东方

的传统文化，选择了使用“怪兽”的类型

片，还选用了西方人气颇高的马特·戴

蒙主演——当然，水土不服，那是后话。

一种尝试失败，那就换一种方式

尝试。不过前提是你还有在场内参与

的机会，张艺谋曾在几年前给青年导

演授课，讲到了自己的经验：“现在这

个时代，你们需要艺术性和商业性并

重，不仅要在电影节拿奖，还需要给投

资者商业回报，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这，恐怕就是大导演们不停变换

风格的最根本原因。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拿奖还需给投资者回报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长城》口碑折戟也让观众对张艺谋产生巨大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