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体》 是一部现代舞，
法国编舞家穆哈·莫苏奇甚至
到现在也没完全想好为什么给
了这部戏这个名字，在舞蹈的
海报中，!" !## $%横放在
最上端，下面的舞者做着典型
的嘻哈动作，这样的创意来自
于编舞的设想，让嘻哈舞蹈表
演者跳嘻哈的动作，现代舞舞
者跳现代舞的动作，但这两种
舞蹈样式结合起来却看不到明
显的界限，交融的一起，构成
的确是一部现代舞。

有机体的创作来源于 &''(

年莫苏奇在台湾交流时的经
历，那次是《独奏》 在台北的
演出，那部舞蹈是莫苏奇第一
次与中国的舞者合作，演员来
自大陆，去台北做演出。在交
流过程中，有人推荐他去看台
湾时尚设计师古又文的作品，
作为年轻的潮流设计师，古又
文喜欢用羊毛线、编织这样的

元素做自己的作品，立体的毛
衣，莫苏奇很着迷，他决定做
一部以毛线为主题的作品，这
就是后来的有机体。当初，莫
苏奇并不确定作品会是什么样
子，他甚至很担心舞蹈呈现不
出自己观看那些毛线编织品的
感觉来。

但是他还是决定要尝试一
下这件事情，舞者来自法国和
台湾，有跳嘻哈的，有跳现代
舞的，超越文化的融合，以舞
者和毛线为载体，这是莫苏奇
想表达的。舞者的遴选并没有
奇特的地方，在表演房，请他
们表演，观察舞者的特质与这
部作品是否有契合点。莫苏奇
自己就是从街头走出来的嘻哈
舞者，小时候又练过武术和杂
技，这让他的编舞也显得很有
意思，或者说不像大家一般对
现代舞理解的那样沉闷。

这一点在 ) 月 *+ 日在北
京的演出可见一斑，作为当晚
的演出，剧院门口并无任何海
报宣传，甚至在发布会上，相
关推广方也表示，引进这部作
品带着点风险。在大陆的演
出，并不是这部作品的首演，
&,-&年的法国里昂国际舞蹈双
年展上，《有机体》 是开幕大
戏，当时的 《解放报》、 《世
界报》、电视一台、 《费加罗
报》等法国主要媒体都做了报
道。

在大陆的推广并不那么热

烈，在商业领域， 《有机体》
得到了法国高级皮具品牌
./0123456（珑骧） 的支持，
甚至该公司 &'-7 年的春季广
告片也是以舞蹈为主题的
“8/9 :3/9;< => <402?01”，在
艺术与高端消费品之间形成一
种品牌推广的合力。

虽然没有铺天盖地的宣
传，但并没有人否认 《有机
体》在中国的成功。北京专场
演出，人是满的，结束的时
候，演出人员几次返场，这些
并不专业的观众的热情让引进
方也松了一口气，并认为看到
了未来的市场。不单是在北京
专场，上海和广州的演出，同
样得到了观众的喜爱。

舞美和舞蹈的可观赏性无
疑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服
装设计由古又文操刀，毛线是
唯一的材质，像茧一样的衣服
把舞者裹起来，还有四道毛线
做成的布帘，切割移动，在舞
台上形成不同层次的空间感。
嘻哈街头场景的复现，身体对
语言的超越，虽然现代舞不是
讲故事的舞蹈，但是在场景的
呈现和舞者身体表达中，观众
仍能感受到情绪的变化和场景
的表达，或是一种寻找，或是
一种倾诉。

舞蹈的配乐来自于原创和
现有音乐使用的结合，电子
乐、小提琴、阿拉伯风格，在
编曲里都能听到，乐曲创作分

别是来自法国和台湾的两位音
乐师。

演出结束的时候，莫苏奇
跑上舞台跟演员一起向观众致
意，他还拿着一个卡片机给所
有的演员拍了张照片，背景不
再是舞台而是一直鼓掌和起立
致敬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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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 (, 年代的 《搭错车》、
《妈妈再爱我一次》 到近来的 《海角
七号》、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
孩》、 《赛德克·巴莱》；从 《厦门新
娘》、 《家有仙妻》 到 《男女生了
没》、《我可能不会爱你》，台湾电影
电视在内地向来颇受欢迎。随着大陆
影视制作风生水起，近几年热播的
《西游记》、 《三国》、 《甄嬛传》 在
对岸也掀起一波接一波的热潮。

两岸影视交流的“你来我往”日
渐频繁。不久前，由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的第五届海峡论坛·海峡影视季，
揭晓出去年最受台湾@大陆观众欢迎
的电影和电视， 《画皮 &》、 《甄嬛
传》被评为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电影
和电视，《赛德克·巴莱》、《我可能
不会爱你》则被评为最受大陆观众欢
迎的电影电视。颁奖典礼上，两岸影
视人谈得最多的是“回顾”与“携
手”。

（一）

对于内地演员颜丹晨来说，小时
候印象最深的台湾电影是《妈妈再爱
我一次》，而台湾演员陈志朋印象最
深的大陆电视是纪录片《八千里路云
和月》。
《八千里路云和月》，是由台湾艺

人凌峰制作、主持的电视节目，是台
湾第一个介绍中国大陆风土民情的电
视节目。从 -A(A 年 ) 月 & 日起在台
湾电视公司播出，一共播出了 ) 年，
感染了无数台湾观众。

在两岸交流中，影视交流最是深
入人心。继 -A(B 年 《搭错车》 引进
大陆，首开两岸影视交流先河之后，
《小城故事》、《老莫的第二个春天》、
《燃烧吧！火鸟》 等台湾影片比照转
口贸易方式，在大陆各地放映。-AA'

年，《妈妈再爱我一次》更是在内地
创造了一个奇迹，即观影人次高达 +

亿，票房收入超过 &亿元，打破了当
时票房纪录。

回顾那些年两岸的影视交流，台
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屏常常感慨不已，
一直平缓的语气也会波动起来。她
说，那时候刚开放，包括张艺谋、陈
凯歌、田壮壮在内的大陆电影人和台
湾电影人总是抓住相聚的所有机会，
没天没夜地聊天，聊彼此的成长经
历，聊共同的想法，聊到不想散去。

二三十年过去了，两岸影视交流
越来越密切。除了影视剧作品的互
播，台湾导演、演员和影视界其他专
业人士也陆续“登陆”，直接参与大
陆影视剧的演出和制作。据不完全统
计，&' 多年来，台湾影视界人员前
来大陆参观访问、制作节目、洽谈业
务上万人次，+''' 多人次受邀参加
大陆影视剧、综艺晚会和专题节目的
制作演出，大陆从业人员也有近万人
次赴台交流。

（二）

大陆目前已成为全球电影第二大
市场，电影动辄过亿元票房。对于两
岸电影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机会。
“这是华语电影百年来最好的时

代。”焦雄屏称。几乎所有的台湾电
影人都认为，大陆电影市场突飞猛进
式的发展，对于台湾来说是千载难逢
的机遇。

台湾电影基金会董事长、知名导
演朱延平在近日举办的两岸电影展上
就明确表示，台湾电影因为格局、类
型等问题，目前最大问题是很难走出
台湾，而有了大陆市场，等于开拓出
另一个亚洲市场。

台湾要深入与大陆的合作，这是
李安在捧得奥斯卡小金人后回台湾时
对同业者耳提面命的一句话，因为
“唯一有潜力能与好莱坞相抗衡的只
有大陆”。

大陆最大的优势是市场好，可以
跟好莱坞抗衡。台湾最大的优势是创
意和想法。两岸的影视交流走到今
天，不能再止步于“你来我往”，而
应该进入更深层次的合作。
“两岸应该借大好形势，进行大

开大合的合作，截长补短，携手同心
搭建起华语电影制播合作的平台，共
同打造华语影视的精品。”台湾中华
文化推广协会理事长赵怡的倡议得到
了两岸电影人的认同。

此次海峡影视季中被评为最受欢
迎的两岸合拍片 《痞子英雄》 的导
演蔡岳勋认为，最好的合作应该是
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的华人联手，
创作没有界限的华人影视剧。面对
日益紧密的合作，焦雄屏的愿望是，
两岸电影人联手，让华语电影在输
出消费和市场之外，也能输出电影
文化，令华语电影具备挑战好莱坞
的实力。

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揭牌

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联盟 ) 月 -B 日在北京中关村
科技园区雍和园举行揭牌仪式。联盟由中国文化管理协
会、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文化产业研究所、北京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等 7'余家机构联合
发起，将发挥官、产、学、研、金融全产业链合作优势，
为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拓宽公共服务平台，提供政策咨询、
项目对接、金融支持、国际合作等综合服务。中国行政学
院副院长、联盟主席周文彰表示，雍和园是北京乃至全国
文化创意产业重要集聚地之一，联盟的入驻将有利于进一
步整合文化资源，推进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 （肖杳）

《谁的青春不迷茫》将拍同名电影

近日，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销售破百万庆功会
在北京举行。据透露，该书将会被拍成电影，成为继《致
青春》、 《中国合伙人》 后光线影业投拍的又一部青春励
志片。 《谁的青春不迷茫》 &'-& 年 -& 月出版，一经预
售，C) 个小时之内，即成为亚马逊销售总榜的冠军，一
周内紧急加印五次。截至今年 +月，该书销量已突破 -''

万册，成为近年来首部销量过百万的青春书。（岳小乔）

!"#$米兰世博会研讨会举行

)月 -B日，“&'-+ 米兰世博会交流研讨会”在北京
举行，该活动是“&'-+ 米兰世博绿色环保传播全球行”
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了解， )月 -'日，参加“&'-+米兰
世博绿色环保传播全球行”活动的人员从上海出发，驾驶
电动摩托车跨越 -D7万公里，穿越城市、沙漠、草地，经
过十多个国家，历时 B,天，在 C月 &+日抵达米兰。主办
方介绍，此活动是中意交流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徐蕾）

人文遗存是

现代化城市的血脉

包括文物、名人故居、古村落、古祠

堂、古寺庙、古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等等的

历史人文遗存，在一些地方耐不住传承古老

文化的寂寞，被出租经营，部分场所成为消

费不菲的高档私人会所，让这些本该向公众

开放的人文遗存成了少数人饕餮物质的奢靡

专享，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这些年人文遗存

“越界之举”的新闻屡见报端，此前南京的

“宋美龄别墅”承办婚宴等等，更有甚者私

自扩建改作他用，或者干脆进行野蛮“掠夺

式”旅游开发，人文遗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处境尴尬。

人文遗存与其说是沧桑的荒凉遗存，倒

不如说是一处处承载了历史文化变迁的活文

化遗产，任凭世事变迁，斗转星移，虽然有

些破败，可是其文化风骨岿然不动，用无比

顽强的文脉向人们诉说着文化的沧桑变迁，

和生生不息的人并肩生存，从这点上说，古

老文化遗存伟岸的身躯就是一种无形的精神

指引，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厚重的文化及其

积淀。

在城市进入现代化的今天，对待人文遗

存的态度也就是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城市

本身由古历史演变而来，人文遗存本身就是

城市的原著居民，是我们的另一个祖先，敬

重人文遗存，就是在提倡一种敬畏生命、文

化和伦理的古老理念，人不能忘根，城市更

不能忘文化之本，城市因为有了人文遗存，

恰好说明历史文化的脉络还在沿承。

*A(& 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一批历史文

化名城的通知中说：“城市发展并不等于所

有的城市都要建设很多工厂、大马路和高层

建筑。特别是对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老城

区、古城遗址、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古建

筑、风景名胜、文物名木等，更要采取有效

措施，严加保护，绝不能因进行新的建设使

其受到损害或任意迁动位置。”但是，在一

些城市，仅仅因为“要发展”的简单理由，

人文遗存的命运就遭受到了痛苦的腰斩，同

时失去的，还有附加在文物上的历史文化。

不管是国际化大都市还是外向型城市，

不管是园林城市还是绿化模范城市，不管是

文化名城还是现代化城市，不管是最适宜居

住城市还是最具幸福感城市，如果没有人文

遗存在城市中大街小巷的散落，如果没有人

文遗存完好和安静地活着，恐怕再好的城市

也显得不伦不类和干瘪，失去了自己民族文

化之根，失去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老文

化的浸润，再好的城市也没有血肉，再高大

的城市也只是虚高而已，架子大而内存小，

更不饱满。

城市的文化气质从古院落和古建筑的一

砖一瓦上大致也能辨认出来，从大街小巷矗

立的一株沧桑的古树上也能够体现出来，人

文遗存，才是一个城市里真正的原住民，改

变、利用和驱赶原住民，我们要三思而行；

不得不改变时，我们要慎重；要砍伐时，我

们需要深刻的道歉，假若人文遗存给道路让

道，给发展和商业让道，城市虽然不会因为

少了一些人文遗存而少了现代风采，但是却

少了一些沧桑的“老居民”。对待历史文化

遗存，我们真的需要从心里仰视。

保护生态环境只影响到人的肌体，保护

人文遗存和历史文化环境却涉及人的心灵，

能够让人们的心灵多了些追溯的记忆，也许

这才是物质社会更应该保留的人文精神财

富，也是新型的城市精神不可或缺的人文基

础构成。

问：您最近有关注哪些大

陆电影吗？

焦：我每次来大陆都会去

影院看电影。最近上映的几部

片子，比如 《北京遇上西雅

图》、《致青春》、《中国合伙

人》 我都看过，并且很喜欢。

《北京遇上西雅图》 开创了轻

型爱情喜剧的类型，有社会议

题，有娱乐性，有正向思考。

《致青春》 让人惊喜，是属于

年轻的记忆。 《中国合伙人》

则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问：您对大陆电影市场

“%年后单片票房可能超 %&亿

元”的说法怎么看？

焦：完全有可能，并且很

快会实现。以前我们觉得票房

过 *, 亿很难，但《泰囧》达到

了，我相信超过 &,亿的票房也

会很快到来，今后也会达到 7,

亿。英国《卫报》说，中国很快

会成为全球电影第一大市场，

这是华语电影百年难遇的时

代，是电影人的福气。但是我希

望大陆不只是提供电影产业的

消费和市场，而是能在文化上

有发言权，能够有于好莱坞并

驾齐驱的电影文化。

问：市场大了，难免出现

鱼龙混杂的情况，对于眼下频

频出现的“烂片”，您怎么看？

焦：因为大陆的电影市场

变化太快了，巨大的量产造成

了质量的不平均。但是我们也

应该看到“烂片”的出现，不

是产业规律造成的，是一个特

殊现象。中国每年要诞生 (,,

多部电影，这其中只有百分

之四十能上映，并且多数来

不及细琢慢调。电影不是靠

大制作、大明星就能堆砌起

来的，中国电影还需要更多

的努力。

问：近来台湾比较小众的

电影在大陆排片率低的现象引

起很大的争议，对此您怎么

看？

焦：台湾的小众电影本来
就是文艺的，理想主义的，它

们本来就不是以大陆市场为目

标的，所以我不认为它们会普

遍收到关注。目前大陆的小

片、中片、大片还没有形成自

己的产业规律，相信未来会慢

慢形成。

问：在您看来什么是好电

影？

焦：以前我们拍电影都是

做理想，不谈市场，不谈票

房。现在对我而言，一部好电

影就是要让我喜欢。所以，一

部电影好不好，关键看您要的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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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雄屏：

台湾著名电影学者、影评人、制作人，前金马奖评委会
主席，是世界各大电影节担任评委次数最多的华人。*A+7

年生于台湾，毕业于台湾政大新闻系，后赴美求学，获得美
国德州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硕士学位。上世纪 (,年代，
回台后参与推动台湾电影改革，并长期致力于两岸电影文化
交流，长期撰写专栏评述中国电影。被认为是推动华语电影
走向国际的重要幕后推手和导师之一。

近日，在海峡论坛上，她也对中国电影的现状谈了自己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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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嬛传》在台湾热播，今年剧组登上台湾“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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