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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看电影值得期待

《白居易在龙门》以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生活
状态、情感变化和人生故事为主线，串联
起他坎坷多难、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更
进一步透过白居易诗文字里行间传递出的
种种信息，勾勒出他完整却鲜为人知的情
感经历和生命历程……该片也是中央新影
集团继 《杜甫》 后，再次推出的诗人系列
电影之一。

拍摄诗人系列电影，无疑是一种创
新，不仅为观众提供了更大的择片空间，
也对诗歌文化的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
用。更难能可贵的是，影片还同期在中央
电视台纪录频道献映，这就让观众不花
钱、不进电影院，便在第一时间进行欣赏
了。

由此想到，能否有更多的影片同期在
电视台和电影院之间播映，以方便观众观
看呢？通常情况下，一部电影诞生后，都
是先在电影院上映，然后过了很长时间，
才会在电视台播映。而等到电视台播映
时，早过了期待期，观众往往提不起兴趣
观看。事实上，很多观众因为受时间、精
力、票价等因素的影响，并不习惯或并不
方便进电影院看电影，而他们又并非不喜
欢看电影。如果能在家通过电视同步看电
影，他们肯定很乐意，哪怕是花点费用。

影视不分家由来已久

电影、电视同属娱乐大众的文化载
体，具有相同的传播功能，长期以来是分
工不分家的。比如很多活动或演出，便是
影视界人士共同参与的。许多演员、导
演，也是影视“双栖”型的，他们时而在
电影界忙碌，时而转战电视领域。尤其是
好多影片的开机仪式、记者见面会、首映宣传
等，更是通过电视转播得以广为人知的。从这个
角度来说，电视对电影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由此想到，既然电视节目能变成大电影在电
影院上映，那么作为影片，也有必要在最快时间
内通过电视荧屏让观众欣赏。在当今这个时代，
这实在不应该成为奢望。就像传统的纸质媒体，
也面临着类似选择，是墨守成规只供人们从邮局
订阅，还是同时把电子版放到网上让人随时都能
看到？可喜的是，多数纸质媒体都选择了后者。
这样一来，人们往往是先从网上看到电子版，然
后 （有时甚至是一两天后） 才看到纸质的报刊。
这就是网络发达，人们浏览新闻、获取信息的方
式产生变化所带来的结果。多媒体时代，还能说
电影只能先在电影院上映，而不能实行

“影视同期声”吗？
事实上，在国外，观

众在家同步欣赏刚
上映的新电
影 并

不算新鲜事。比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几年
前便同意美国电影协会提出的要求，允许好莱坞
各大电影公司在新片上映后即可在一定时间内通

过电视播映，让观众在家中就能欣赏影片。
那么，我们国家为何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让

观众不出家门便可欣赏到最新上映的影片呢？由
于各种复杂原因，这看上去有点遥不可及，却不
能不引起有关方面思考。《白居易在龙门》打破惯
例，在电视台和电影院之间同步献映，就是很好
的示范。

问题复杂但不可怕

要想实现家庭同步欣赏新影片之梦想，可能
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如何防范盗
版？如何确保电影
制 作

方利益？电影放映机构又该如何吸引观众？
从技术角度看，解决相关问题本身不该成为

问题，有关方面如何打破传统意识与思维，这才
是关键。而事实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非
没有。美国在实行家庭同步欣赏新上映影
片后，为保护影片版权，这一服务模式通
过一种名叫“可选择的输出控制”技术实
现。这项技术可对用户机顶盒输出的音视
频信号进行加密，从而防止影片被非法转
录。可见，从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有关问
题，尤其是防盗版问题。

技术不成问题了，电影制作单位、电
影放映机构、电视台等之间的利益，自然
也有办法解决。比如，可以由电视台支付
版权费，然后免费转播给观众看。电影制
作单位收了电视台的版权费后，仍可以再
卖拷贝给电影院线。再比如，可实行有偿
收看，即观众点播了影片，就按规定支付
费用。然后，电视台和电影制作单位按照
一定比例进行分成。总而言之，只要把观
众需求放在第一位，把电视同步放电影当
作推动中国电影发展的新途径，并且解决
了彼此间利益分配问题，就不难实现“影
视同期声”。

而事实上，这样的尝试已经在国内展
开了。比如，北京歌华有线高清交互平台
于今年 1 月 27 日起推出了“电视院线”服
务，京城380万高清交互电视用户只要花上
5元钱，就可以在家中欣赏一部刚刚在电影
院下线的大片。这也是国内开通的首条

“电视院线”，在具有高清晰、不卡顿、大
屏幕收看、影音效果好等特点之外，省去
了电脑下载、网速限制等烦恼。

“以往通过有线电视付费观看的点播影
片，大多数是离影院热映时间比较久的影
片，而要想看到最新上映的影片，大家则

只能走进电影院，无形中增加了排队等候等一系
列麻烦事。”歌华有线相关负责人介绍，“电视院
线”就是要真正实现热门电影同步更新，同时还
能在视觉上达到高清极致，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效
果上都尽可能与电影院“同步”。

还有方兴未艾的微电影，更是通过付费点播
的商业模式进行传播和盈利的。北京UMG联播传
媒总裁夏锐告诉媒体记者，“目前，微电影收入的
70%至 80%来自于客户定制。”这对于中国电影向

“影视同期声”迈进来说，无疑是个启发。

中国电影

向 迈进

日前，话剧 《枪声》 登陆北京人艺实验剧场。编剧傅玲、导演唐烨
携实力派演员史兰芽、仇晓光，以国人的视角演绎“一战”，并将救赎与
宽恕的主题贯穿其中。作为北京人艺今年第一部原创小剧场话剧，《枪
声》从阵容到题材都看点十足。导演唐烨说：“与以往剧本不同，该剧演
员戏份都比较平均，观众可以看到剧中每个人对战争的看法，而被每一
位角色打动。”

今年正值一战 100周年，二战 75周年，利用这个契机带领国人回顾
历史、重新反思战争是导演和编剧的创作初衷。编剧傅玲说：“这是一个
机遇，尽管 《枪声》 以一战为背景，实际上我们要讲自己心中的故事，
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悟。”唐烨也表示，这部戏的时间点并非刻意选择，更
多是受国人在灾难后的生活与心态启发，为此，《枪声》真正想要带给观
众的主题便是从残酷的战争到温暖的人性，如何勇敢面对和反观自己。

《枪声》不仅主题与以往战争题材有所区别，构造也具有双重性，一
是讲战争本身，二是通过战争映射当下人的心境。傅玲介绍说：“ 《枪
声》 通过充满历史感及严肃的创作样式来讲当下人的心境。前半部分人
物围绕战争中的一声枪响给每个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制造悬疑；最后用
大部分时间来剥离和解读人们如何面对战争带来的伤痛，如何去救赎与
宽恕。”

“人性”与“救赎”是剧中力求表达的关键词。无论是编剧下大力气
五易其稿，还是编剧、导演和演员默契的“三度创作”，都是为了深刻地
展现每个人的战争观。出演剧中唯一“反派”的演员仇晓光感触颇深，
他说：“德国军人也好，父亲也好，从杀戮回到日常，已不是正常的人。
战争给人们带来巨大的苦难，让每个人都背负着十字架。”而出演母亲一
角的史兰芽，从挣扎到接受儿子上战场，从得知儿子被他好友杀害再到
宽恕，经历了特殊的心路历程。史兰芽说：“在宽恕与爱中升华自己，演
完对自己的心灵都是一种洗礼。”唐烨则谈到，亲情、友情、爱情在剧中
化解为大爱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完成救赎，也能跨越生死、跨越民族。

北京人艺小剧场制作人制实行四年以来，《枪声》是第七部剧作。对
主创而言，小剧场的战争戏是挑战也是机遇。傅玲放弃一成不变的剧
本，在排练过程中，与导演和演员讨论修正，虚心接受演员的第三次创
作，因而结尾改动得更有空间和表现力。而与大舞台相比，主演纷纷表
示，小剧场塑造情感更难，更需要下功夫。史兰芽说：“小剧场对演员的
要求非常高，因为离得更近，呼吸的声音都能被观众听见，所以情感的
流露需要更加真实。”仇晓光则认为，小剧场的表演是将观众拉进来参与
创作的过程，观众能借此重新看待一战时期的战争以及战争和人之间的
关系。

京剧科班“富连成社”成立于 1904 年，
历时 44 年，培养了“喜、连、富、盛、世、
元、韵、庆”八科学生共 700 余人，是近代
以来，历史最长、出人最多、业绩最丰的京
剧科班。其影响百年不绝，其精神传续至
今，其弟子传人遍布海内外，当中涌现出一
大批艺术上开宗立派的著名演员，以及一大
批优秀戏曲教育工作者，他们是近百年来京
剧艺术传承传播的骨干力量，为保有国粹、
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做出了突出贡献，“富连成
社”也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师摇篮”。

为纪念“富连成社”110 周年，国家大
剧院联合北京京剧院邀当今梨园名家，为观
众带来全部 《群英会》、“富社重光”名家演
唱会以及折子戏专场等纪念演出。

富连成“杀手锏”
《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拉开帷幕

据国家大剧院演出部孟鑫副部长介绍：
“京剧是国家大剧院演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
剧院在制作原创京剧 《赤壁》、《天下归心》
等剧目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传统的传承。
几年来，京剧大师系列的纪念演出已成为大

剧院京剧品牌”。此外，国家大剧院与北
京京剧院也曾多次密切合作，不仅即将联
合推出“富连成社”的纪念演出，还将于
10月举行纪念梅兰芳双甲子诞辰巡演的收
官演出。

北京京剧院副院长李师友介绍，“北
京京剧院与国家大剧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关系，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大师是
富连成的弟子，更是北京京剧院艺术传承
的宝贵财富。本次纪念活动，双方可谓一
拍即合。纪念‘富社’110 周年演出，是
北京京剧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拉开纪念“富连成社”系列演出帷幕
的是全部《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群
英会》是“富连成社”最具代表性同时也
最有艺术特色的剧目。1956年，由萧长华
先生担任艺术指导，“富连成社”培育出
的京剧大师叶盛兰、谭富英、马连良、萧
长华、裘盛戎、袁世海等担任主演的电影
版《群英会》更是堪称经典。本次演出的

《群·借·华》 将以“打黄盖”为截点分两
天演完。在演员阵容上，京剧名家尚长
荣、金喜全、朱强、张克、孟广禄、袁小
海、杨赤、舒桐、黄柏雪等联袂出演。值
得一提的是，特邀萧长华之孙萧润增、萧
润德、萧润年合演“蒋干盗书”一折，三
位年届古稀的艺术家极少同台，这将成为
本次系列演出一大亮点。

“富社重光”名家演唱会中，叶少
兰、孟广禄、赵葆秀等京剧名家悉数亮

相，以当今京剧舞台最强阵容向“富社”
致敬。折子戏专场中，通过传统剧目《青
石山》，以追忆“富连成社”最具特色，
同时自成体系武旦教学。青年武旦演员陈
宇将展现当今青年演员在京剧继承中表现
出的不俗功力。由叶派传人李宏图领衔的

《罗成叫关》 展现由叶盛兰开创的叶派小
生的风范。朱强、谭孝曾、李鸣岩、邓沐
玮、张慧芳、谭正岩联袂演出的《龙凤呈
祥·甘露寺》 更是汇聚了老、中、青三代
梨园名家，为本次纪念“富连成社”演出
再掀精彩高潮。

“富社”后人追忆前辈往事
百年文物见证“富社”传奇

“富连成社”社长叶春善之孙、中国
戏曲学院教授叶蓬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萧润增、萧润德三位带来了见证“富连成
社”往事的文物。叶蓬展示的提盒，是由
富连成创始人、祖父叶春善先生在科班创
立时置办用于存放旦角化妆“头面”的，
至今已有 110年时间，它见证了富连成科
班的兴衰历史，也记载了其父叶盛兰先生
的往事。叶蓬代表叶家对国家大剧院与北
京京剧院联合举办纪念“富连成社”110
周年活动表示感谢。

萧润增、萧润德二位嘉宾也将其祖父
萧长华先生留下的珍贵纪念物进行展示，
追思先人。他们介绍，“祖父萧长华先生

在‘富连成社’任教几十年，可谓桃李满天
下。他自己工丑行，但是他却生旦净丑无一
不精，各行当都能因材施教，培养出了马连
良、谭富英、叶盛兰、袁世海等开宗立派的
大师。所以，这次纪念活动，为了表达对

‘富社’的敬仰和对祖父的怀念，我们三位古
稀之人，将为观众演出‘蒋干盗书’一折”。

谭门七代中谭富英、谭元寿两代都曾在
“富连成社”坐科，说起“富社”对于演员的
培养，谭孝曾说道，“谭鑫培大师看中了富连
成基础牢路子正的特点，把谭富英送到‘富
社’坐科，后终于自成一派。此后，谭富英
又让我的父亲谭元寿坐科。‘富社’为我们谭
家培养了两代大家，我们来参加这次纪念活
动是义不容辞的。”

为配合纪念演出，在大剧院戏剧场入
口、艺术沙龙展厅将举办“富社重光”艺术
展览，通过翔实的图文史料、书籍、唱片及
京剧大师们曾穿过的“行头”，更全面、立体
地展现“富连成社”百年不绝的厚重底蕴。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钮镖、叶蓬先生也将通过
讲座的形式，详解“富连成社”的百年传
奇。此外，此次纪念演出还将推出精美的纪
念册，以飨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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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传递爱与宽恕
林济源

■我在现场

由龙门石窟世界文
化遗产园区管理委员会
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
片厂共同打造，以唐代
著名诗人白居易晚年生
活为主题的纪录电影

《白居易在龙门》，日前
在洛阳首映。同时，该
片还在中央电视台纪录
频道献映，实现了中国
电影的首次“影视同期
声”。

■聚焦

孙 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