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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为期28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看大戏、庆新春”优秀剧目文化惠民展演在呼和浩特民族剧场拉开帷幕，隶
属于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的3个艺术团体，将举办包括二人台、晋剧、民族歌舞表演等在内的56场演出，为市民送上新
春文化大餐。 图为2月16日，呼和浩特市二人台艺术研究剧院演员在表演二人台剧目《挂红灯》。 ■新华社 丁根厚 摄

汤翁故里，戏曲种子又发芽
据新华社 短短 3 分钟完成 5 个

串虎跳串前扑、15个扫堂旋子，之后
还要唱上一段字正腔圆的快板……
在日前举办的江西省优秀青年戏曲
演员展演大赛颁奖晚会上，27岁的江
西省京剧团演员孙振带来的《三岔
口》选段赢得了如雷掌声。

走下台的孙振，第一件事却是检
查自己带伤的右手腕。“两个月前就
扭了，不敢看医生，怕耽误比赛。”孙
振告诉记者。今年是他从河南周口
到江西南昌工作的第 12 年，第一次
遇上全省性专业戏曲大赛，就摘得一
等奖的好成绩。“这种机会太少了！
大家都很兴奋，光我们团就有 13 人
参赛。”孙振很感谢这次大赛的举办。

江西是传统的戏曲之乡，曾书写
下许多传奇。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
是由明代才子、江西临川人汤显祖弃
官返乡后创作的戏剧“玉茗堂四梦”，
这是文学界和戏曲界公认的传世瑰
宝；汤显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东方
的莎士比亚”。

江西上一次举办此类比赛还是
上世纪九十年代。专家分析认为，赛
事“断档”与大环境有关：一方面由于
戏曲市场日渐萎靡，渐渐ＰＫ不过流
行歌曲、电影等新娱乐形态；另一方
面是因为人们对戏曲传承不够重视。

复办大赛将这些散落各地的戏
曲种子聚拢在一起，重燃了他们对戏
曲艺术的梦想。

乐平市赣剧团的吴培波形容自
己是“久旱逢甘霖”。“基层剧团的演
员太缺比赛的磨砺。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学习，可以互相借鉴对方的装
扮、唱腔、表演等。比赛还让每个人
都铆足了劲排练，想展现最好的自
己。”吴培波说。

“隔得有点久，但是还不晚。办赛
也许在短时间内改变不了戏曲现状，
但如果不坚持办，就连希望都没了。”一
位台下的老戏曲艺术家喃喃道。

复办的大赛也是一面镜子，映照
出梨园新一代的困境：他们的命运已
和被逼向市场的文艺院团紧紧捆绑
在一起。

吴培波一年至少有 150 天活跃
在乡间舞台。“早上9点到11点半，下
午2点到5点，晚上7点到10点，基本
连轴转。”吴培波说，这既是一份沉甸
甸的文化责任，又是改制院团维持运
转的生存之路。

“比赛是排练四五天只演 4 分
钟，而下乡演出大多排练一次演很多
场。”吴培波说。

陶麒麟是江西省京剧团退休演
员，是孙振私下里“磕了头、敬了茶”
的师傅。“去年都没教成孙振一出完
整的大戏。”陶麒麟向记者埋怨说，团
里的下乡演出任务和商演活动，让师
徒二人见面次数不超过10次。但陶
麒麟也理解徒弟，因为改制前演员工
资是财政拨款，改制后全靠院团接演

出赚钱。
他们恰好代表着梨园艺术新一

代的两类人。吴培波出身于梨园世
家，在祖辈的熏陶下入了行；孙振来
自农村贫苦家庭，指望靠一门技艺过
上好生活。而当下，少有第三类人投
身戏曲行业。

事实上，戏曲青年演员的现状，
政府并非没有看到，近些年国家也加
大了对戏曲传承的投入。这种自上
而下传导的重视，让地方戏曲振兴有
了希望。

江西在2014年重启国家级非遗
赣剧的招生工作，省文化厅与省赣剧
团出资近200万元，送40名新苗赴河
北学习基本功。或许，汤翁故里的传
统戏曲真正迎来春天，仅靠剧团和演
员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但在春天来
临之前，更闪闪发光的是这些梦想的
种子。

吴培波的信念是“不给奶奶丢
脸”。他的奶奶胡瑞华是上世纪的赣
剧名旦，也是上世纪发行盒式录音带
数量、种类最多的赣剧演员。因此，
尽管深知戏曲演员远不如影视剧演
员“吃香”，吴培波还是毅然投身这一
行当。“盼能在戏剧上有所成就，成角
儿太难了。”

而孙振的梦想很大，带着些农村
孩子的倔劲。“我想告诉大家，江西也
是有京剧团的。”这个河南孩子想在江
西把国粹艺术发扬光大。 ■袁慧晶

据新华社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副主席、南通蓝印花布博物馆馆长吴
元新在此间透露，南通蓝印花布印染
技艺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已正式启动。

吴元新近日在天津举行的“非遗
与生活－－大吉”系列艺术活动上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过去，
蓝印花布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不论是孩子刚出生时裹
在身上的襁褓布，还是新人结婚时绣
有‘麒麟送子’‘凤戏牡丹’等图案的
被面，用的都是蓝印花布。”

据了解，蓝印花布源自南宋民

间，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以其色彩
的亲和力，适用于做民间的各种日用
品、装饰品。其主题多为表现平安、
吉庆、富贵、福禄、长寿、爱情等。
2006年，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现今，只有在形式上不断拓展和
创新，才能让蓝印花布重新回归民
间。但前提是核心的传统技艺不能
变，手工刻版，手工刮浆、手工染色，手
工晾晒……每一道工序和流程应该是
原汁原味的。”谈及蓝印花布印染技艺
的传承保护时，吴元新这样说。

“南通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正在着

手准备申报世界非遗项目，大量基础
性工作已经开展。”吴元新透露说，蓝
印花布的田野调查工作已经启动，计
划利用5－8年时间作中国传统印染
技艺的立档调查，整理出版 20 卷本

《中国蓝印花布》。“样卷已经开始制
作，2016年将正式出版第一卷，全部
出齐预计需要8－10年左右的时间。”

吴元新表示，一旦申遗成功，他
们将会同有关方面，一方面不断拓展
蓝印花布的生存空间，让它得到可持
续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学术上不断
地进行研究，在研究中保护，在保护
中传承。 ■周润健

南通蓝印花布将申请“世遗”

据新华社 通过电脑或手机购买
电影票，已经成为很多观影者的首
选。记者采访发现，如今网络售票
已经成为电影票房市场的主角，一
些热门影片超八成的影票通过网络
售出，一些大型院线也逐渐目光聚
焦在网售渠道建设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资办
数据平台发布的近三个月全国电影
票房月报显示，广东、江苏等省份网
络售票占比连续达70%以上。

据统计，《星球大战：原力觉醒》
《老炮儿》等热门影片网络售票占比
达到70%以上。截至2月14日，《美
人鱼》《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和《功夫熊猫3》的网络售票占比
均达到80%以上，《澳门风云3》等影
片也达到75%以上。

万达影城南昌八一广场店的营
销负责人豫晨告诉记者，这两年影
城售票除一部分柜台售票外，主要
以网络售票为主。今年大年初一之

前，《美人鱼》《澳门风云3》等几部大
片的影票就被观众在网上一扫而
空，预售情况就极其火爆。

有观众表示，网络售票不仅便
宜，还可以提前选座，不必到窗口排
大队，省去了不少麻烦。记者对比
发现，以《美人鱼》为例，影城柜台售
价一般为百元左右，但在万达电影
官网则会有相应折扣，在一些团购
网站，最低票价甚至只要十几元。

厦门大学助理教授、资深影评人
李凡卓说，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林
林总总电影购票和团购软件的用户
基础迅速扩大，购票的便利性和优
惠程度成为制胜法宝，一些网络售
票巨头也已展现对票房的影响力。

阿里影业副总裁徐远翔认为，互
联网购票的便捷服务进一步强化新
一代消费者的观影习惯，我国电影观
众网络购票率逐步向80%甚至更高的
指标浮动，为我国电影市场快速发展
注入了活力。 ■刘硕 秦宏

网络售票成电影市场主力

中国影片《长江图》柏林首映
据新华社 作为入围第 66 届柏

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中国影
片，魔幻爱情电影《长江图》2月15日
在柏林举行全球首映，并向柏林电
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发起冲击。

《长江图》由杨超自编自导，秦
昊、辛芷蕾主演，台湾知名电影摄影
师李屏宾拍摄。影片讲述了发生在
长江上的爱情故事。秦昊在片中饰
演一名货船船长，在逆流而上的航程
中总会在不同的地点遇到同一个女
人。越往上游，这个女人越年轻……

这部胶片电影画面唯美，内容
引人深思。导演杨超说，他想通过

“亦真亦幻、在现实和虚幻之间不停
无缝切换的方式”讲述一个爱情故
事。在时间上，以一种逆行、交错的
方式呈现。

“这是一个在时间结构上很疯狂

的电影，”杨超说，“男女主人公不断
在江边相遇，但事实上整个电影是一
个漫长的告别，他们最后的结局在影
片最初一场就已经告诉大家了。”

杨超介绍说，《长江图》从构思、
编剧到拍摄、剪辑，打磨了10年。他
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仅能向外界展现
中国社会的表层现实，也能体现中
国电影的审美水平和思想深度。

杨超说，他期待有更多的人理
解这部影片，意识到中国导演也能
拍出“有野心的作品”。

作为唯一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中
国影片，《长江图》将与另外１７部
影片角逐金熊奖。本届柏林电影节
国际评委会主席是好莱坞著名女
星、影坛常青树梅里尔·斯特里普。
金、银熊奖得主将于 20 日晚在柏林
电影宫揭晓。 ■郭洋 冯玉婧

一些热门影片超八成影票通过网络售出

据新华社 巧手翻飞舞剪刀，连
环长卷现经典，献礼国家富强梦。
记者近日在宁夏吴忠市盐池县采访
时了解到，当地一位妇女耗时一年
制作了长达7米的《王贵与李香香剪
纸连环画》，用最朴素的方式纪念中
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王贵与李香香剪纸连环画》的
作者高菊艳，是盐池县水务局的一
名普通职工，爱好剪纸、摄影。在她
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这幅长7米、
宽 63 厘米的剪纸连环画：以盐池县
的明长城为背景，17 幅剪纸画顺序
排列，每一幅剪纸都可以单独成画，

连起来就串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精巧的剪裁使得故事中的人、物

栩栩如生，主人公受恶霸欺凌时的痛
苦与愤怒，喜结良缘时的喜笑颜开，
贼寇被捉时的灰土土脸，甚至放羊
娃身旁山羊的胡须都能清楚看到。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也是盐池建县 80 周年，我想做点什
么表达纪念之情”。高菊艳说，《王
贵与李香香剪纸连环画》是她在认
真揣摩原作，领会长诗精神的情况
下，以画家周令钊绘制的图片为基
础，选取了部分故事场景再创作的
剪纸作品。 ■任玮

宁夏现7米《王贵与李香香剪纸连环画》

献礼长征胜利80周年

据新华社 大型传奇历史话剧
《武则天》2月14日晚在加拿大温哥
华市奥芬剧场上演，受到观众好评。

这部话剧由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剧组演出、著名演员刘晓庆领
衔。该剧以公元 684 年武则天垂帘
改制、登基前夜为故事背景，讲述了
武则天决心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皇
帝的动机和心理过程，把武则天一
生的功过、风采通过两个小时的话
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刘晓庆精

湛的演出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剧情不
时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剧中武则
天和丈夫李治的灵魂对话，让人物
穿越时空，更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
感觉。

温哥华华人学者桑宜川表示，
这次《武则天》话剧到北美演出，是
北美华人欣赏中华文化艺术的盛
事。刘晓庆把武则天这一富有争议
的历史人物演得活灵活现，给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 ■江亚平

话剧《武则天》登陆温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