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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全国工业摄影精品展”7日在老
工业基地辽宁省沈阳市的辽宁美术
馆开展，由中国工业摄影协会举办的
本次展览汇聚了全国工业摄影工作
者和来自生产一线的职工摄影爱好
者的150余幅摄影佳作。

摄影作品从不同维度展现了改
革开放四十年来祖国各地的伟大成
就和精彩瞬间。《天眼》《升空》《港珠
澳大桥全线贯通》等作品，讲述了一
个个生动的中国故事；《中国芯》《金
属绣师》《节能减排我先行》等作品，
记录了奋战在一线的大国工匠创新

创造和忘我奋斗的感人场面；《利器》
《航母梦》《飞鲨掠影》等作品，展示了
镇国重器的雄姿与赫赫国威：《光伏
发电》《路桥交响曲》《雪域筑天路》等
作品，展示了我国城乡面貌的巨大变
化和美丽中国的绚丽画面；《筑梦新
时代》《大国工匠》《走出大山的彝族
兄弟》等作品，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
和进城务工农民这支新生劳动大军
在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豪迈气概和
奉献精神。这些摄影作品充分表达
了对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深切礼赞，
昭示人们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 据新华社电

全国工业摄影精品展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对法国人来说，音乐剧
当然是歌曲先行，而歌曲要红，规律
当然是跟流行文化一样，所以，即使
是古装的音乐剧，走的也是明星化、
偶像派路线，这在《摇滚莫扎特》《罗
密欧与朱丽叶》等大剧上，体现得特
别明显——两剧上演时，来的很多观
众，都是剧中演员的粉丝。起步较晚
的华语音乐剧，除了明星场，是否也
能如此操作？近日，文化广场就在两
部自制剧《我的遗愿清单》和《拉赫玛
尼诺夫》身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效
果特别喜人。

《我的遗愿清单》此前已经获得
了成功，目前已经巡演到了第三轮，
而《拉赫玛尼诺夫》则是上汽·上海文
化广场最新的自制剧。上周末，两
大剧组首次在演出地上剧场集结联
手，完成了一场新颖的发布会。活
动以《穿越时空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上海站》为主题，近700名热情粉丝
来到现场为演员打call，手幅、易拉
宝、展板等粉丝应援物一应俱全，丁
辉等几位帅气的主演现场吸粉实力
不容小觑，偶像效应初显。他们分
别演唱了两部音乐剧中的知名曲
目，更凭借大合唱《我的遗愿清单》
为观众带来一波回忆杀。出人意料
的是，他们的返场环节，选择了合唱
《流星花园》，把现场气氛推向高
潮，粉丝们甚至像看流行演唱会那
样，在台下打开了手机闪光灯，举着
挥舞。

“音乐剧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制
作，希望都是能转化为票房，所以在
宣传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多采用见面
会的形式，让演员跟粉丝互动，哪怕
是粉丝跟演员的纯互动，对剧本身也
是好事。”文化广场负责人告诉青年
报记者。

其实，现在还谈不上成熟的自制

音乐剧市场，文化广场在国内一直引
领风气之先，做各种尝试。比如，在
国内，鲜有剧院会以制作人的身份参
与剧目创作，这需要深谙行业规则与
内容生产，并能融会贯通二者。对于
新兴的剧院而言，这是在勇气与实力
双保险下，才敢做的大胆尝试。文化
广场重建开业七年来，先以三届中英
合作《极致百老汇》系列迈出了“制
作”的第一步，2016年《春之觉醒》第
一次试水整剧制作即在沪上掀起波
澜，2017年首演的《我的遗愿清单》
则开创了“走出去”的先河，先后在上
海白玉兰剧场、北京大隐剧院和上海
大剧院上演三轮，好评如潮；2018年
的《拉赫玛尼诺夫》进一步扎实了文
化广场在音乐剧制作分工模式上探
索的步伐，聘请了外部制作人，加强
与社会专业力量的互动和沟通，谋求
本土人才更多的介入，培育中国音乐
剧产业的自身力量。

在剧目的选择上，文化广场始终
坚持小而美的理念，挑选更有厚度和
韵味的作品。《春醒》故事厚重，又能
贴合当代青少年的生活状态；《遗愿》
用笑中带泪的方式探讨关于生命和
死亡的沉重话题；《拉赫》的古典乐气
质给音乐剧增添了宽广浓厚的艺术
魅力。文化广场希望通过这些有温
度、有深度、有质感、有情怀的音乐
剧，把更多面的艺术理念展现给观
众，坚持“引进与制作”共同迈进的脚
步，让观众在观剧的过程中，发觉剧
院的用心和艺术的美好，感受到更多
爱上剧院的理由。

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表示，
剧院会坚定地在音乐剧本土化制作
的道路上走下去、走出去，坚持以上
海为中心，争取辐射全国，努力建立
一种模式，呈现一种美感，培养一批
人才。他还透露，剧院每年都会有新
的制作问世，明后年的音乐剧制作项
目都已尘埃落定。

文化广场又玩新招

国产自制音乐剧尝试偶像化操作

本届“有种戏剧节”分为“邀请剧
目展演单元”和“创意延伸单元”两大
板块。“邀请剧目展演单元”包含了
话剧《柠檬柠檬柠檬柠檬柠檬》、黑色
幽默·警世寓言《哪吒回了陈塘关》、
现场艺术《世界是一只流浪兔》、话剧
《Z21》等四个长剧目，它们分别聚焦
不同的主题，以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剧
口味。

而“创意延伸单元”则为戏剧爱
好者、非职戏剧人和广大观众提供了
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除了今天
的《一天·世界》分享会及片段展演，
戏剧节将带来“台北小剧场学校”工
作坊、“惊悚一‘夏’，有种就来”悬疑
剧对谈会、新文本孵化剧目《房间》剧
本朗读会、沉浸式戏剧《咖啡馆之一
夜》展演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这
些活动同时面向参加戏剧节的创作
者和爱好戏剧艺术的普通观众，让戏

剧艺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主办方介绍，“有种戏剧节”包含

了孕育和发芽的含义：孵化一粒粒创
意的种子，发展成参天大树；也意在
激发青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创
作壮志；同时还别具“有一种”戏剧节
的含义而与其他戏剧节区别开来。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党委书记兼
总经理张惠庆表示：“创新是文艺的生
命，有种戏剧节作为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创新驱动的一部分，意在激发青年
人不断创新的创作壮志，培养更多戏
剧爱好者参与到创新中来，孵化出有
内容且形式多样的优秀作品。同时也
希望观众从这些优秀的戏剧作品中获
得共鸣，拒绝盲从，在独立思考的同时
放眼社会。未来，新生力量的崛起必
将推动文艺工作的繁荣，而文艺工作
者也需要深入城区、社区和居民不断
汲取更多的灵感和生命力”。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古有学而优则仕，今有
演而优则导，有人证明了自己，也有
人沙场折戟。昨天，黄渤以导演的身
份，带着自己的导演处女作《一出好
戏》来到上海，他的导演功力怎么
样？有观众看完，觉得和想象中的

“黄渤电影”不太一样，但也有观众认
为，人性刻画得非常深刻，导演手法
颇为老辣。黄渤自己则说：“导演身
份，让我成长太多。”

电影《一出好戏》是讲述一群人
意外遭遇海难，被迫流落荒岛求生，
并直面一系列“人性”问题的故事。
黄渤坦言拍摄这部电影挑战巨大，其
一在于剧本创作需要精雕细琢，为此
耗时8年，其二在于拍摄环境异常艰
辛，经常要面对狂风暴雨，但好在做
的是一件大家真正热爱的事情，“这
次拍摄的作品更像是一个需要细思
的寓言故事，多维度刻画人性、欲望、
真假等元素，不同的人看后见解也会
不同，希望大家能各取所需不设限。”
他说。

荒岛求生类型的影片有很多，此
前大多数影片都以怎么和自然作斗
争、如何活下去作为主线，而《一出好
戏》在此之外，还提出了不少新的问
题——荒岛上的小社会如何运行？
还要不要回到原来的现实世界？究
竟什么才能证明活着的意义？荒岛
和原来的现实社会，哪个才是真实？

其实，为了这部电影，黄渤可谓
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为此，他停了
三年没拍戏，一心一意专心做这部片
子。至于去年的《记忆大师》《冰之
下》，那都是三年前拍的。只是，出来
的结果，却跟观众想象的不一样——
喜剧演员出身，喜剧也是黄渤最得心
应手的类型，但他并没有选择再拍一
部《泰囧》《心花怒放》这样的片子，而
是选择了稍微严肃、有深度有想法的
喜剧。“特别有勇气和野心”是目前已
经看片的观众给他的评价，而舒淇和
王迅作为多年合作的老友，则认为来
上他导演的这部戏，“值得”。

“从三字头迈入四十不惑，我这
三年也没拍戏，大家可以算算我一年
拍戏的票房能有多少，如果说《一出
好戏》是冲着票房来的，那显得多拧
巴？这部电影是我想拿自己的想法
和大家聊聊天，门槛和难度都更高一
些、更有意义些。”他说，“拍《杀生》时
我就和管虎说过，我不认为商业片和
表达有想法的片子是冲突的，商业片
也可以有表达。《一出好戏》有笑点，
有情感，如果愿意思考，里头也有想
法，希望观众看完后能有余味。”

当然，作为处女作，《一出好戏》
也并非没有商榷的地方，比如节奏问
题，就有争议，但主要的，还是赞誉。
对此，黄渤谦虚地说，自己能够一直
从事喜欢的职业极其幸运，所以希望
能够对电影事业有所交代，挑战自己
并为丰富电影类型做出努力。

演员黄渤“变身”导演

是不是一出好戏？看过才知道

■文化动态

激发青年人不断创新的创作热情

“有种戏剧节”有种上台试试吗？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主办的2018第二届“有种戏剧

节”近日在1933微剧场正式拉开帷幕，记者获悉，由原“先
行青年创意戏剧节”升级改版而来的它，在继承呼唤青年
戏剧创作者社会责任、探索新型表演形式的传统基础上，
着重发掘原创力量，拓展更多元的层面。 青年报记者 陈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