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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片的名称可知，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盗宝游
戏。这种类型题材的影片在港片全盛时期并不少，但是
后来随着港产电影数量和质量的锐减，变得凤毛麟角。
然而最近却又兴起了一股“盗宝风”，无论是成龙的

《十二生肖》还是刘德华的《富春山居图》，都少不了一
件登峰造极的人间至宝。而且，最好还能跟得上时代热
点，有所依据，在中国文化史上找得到其真身本尊。于
是，唐代三彩陶马应运而出，如果说《十二生肖》里的

“龙首”无非一个末世王朝最后的绝世容光的话，那么
唐三彩绝对是让人热血澎拜的盛世旋风，何况还是一
套，何况还和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附会在了一
起。如此这般的故事背景，汪洋恣肆的异域美景，盗宝
夺宝的元素，二男一女三人行，浪漫喜剧，可谓具有先
天的优良基因。

但色彩缤纷、令人拍案叫绝的“舞台”和“人物”
有了，其中的辗转腾挪、起承转合当如何铺展？夺宝有
戏最大的看点便是智斗与武斗，智斗显然不是本片的范
儿，武斗又如何呢？梁家辉虽是千面影帝，但也垂垂老

矣，《北京爱情故事》 里那段“激情戏”不光暴露了他
瘦骨嶙峋的身体，而且似乎总免不了最后“脚抽筋”的
结局。郑伊健该挑起武斗的大梁吗？这位早年叱咤江湖
的“浩南哥”从来不是功夫明星，即使要大，也需要有
个强大的对手吧。所以，在这样的演员组合中，如果要
在盗宝故事中有多创新，必定得有非同寻常又“不失身
份”的套路，而且一定要画面热烈，釉色绝美。

总体来看，《盗马记》 别出心裁，自成一格，相当
成功。

导演李志毅的电影剧情都不是很复杂，甚至说简
单，讲故事的方式如温吞水，剧情冲突不多，但最大的
亮点在于两处，其一是人物刻画，相当丰富，其二是那
种温柔的风格，包括美术与摄影。美术指导出身的李志
毅很容易利用这两点技术给电影加分，就像 《不夜
城》，这个故事如果换个导演拍绝对是烂片，但李志毅
对人物的把握相当纯熟，摄影美术一流，成就了这个经
典之作。《盗马记》 的故事也很简单，几处来路不同的
人马汇聚欧洲，为了“唐三彩陶马”展开猫鼠游戏，这
个题材如果换做旁人来拍，肯定是一部 《十一罗汉》，
在盗宝连环计与斗智斗勇方面大做文章，但李志毅偏偏
不按常理出牌，电影的故事重心没在这方面，情节翻转
感也不强，盗宝段落也未见曲折，反而在人物与格调方
面大做文章。

电影整体的节奏很慢，但内容丰富，从飞机上的搞
笑的偷袭，到迷宫中阴差阳错的大乱斗，再到博物馆楼
顶休闲的抓捕，整部电影似乎都在倡导一种生活方式：
悠闲与品质，雅痞与随心。影片画面的质感非常不错，
布拉格以及伦敦等旅人必经的风光点都被影片毫不吝啬
地表现出来，帅哥美女加上喜剧实力演技派，共同缔造
出不一样的多味喜剧片的崭新模式。

东方文明一度令世界为之痴迷，陶瓷和水
墨等东方艺术中最传统的载体，也是东方哲学
最迷人的审美所在。为庆祝中法建交 50 周年，
应法国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邀请，中国艺术
家、清华美院陶瓷艺术系主任白明，将携水墨
绘画和陶瓷作品在巴黎展出，此次展览也是该
博物馆首次接受当代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艺术
家的个人展览。

白明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外展出，并获得国
际艺术界高度赞誉，此次，巴黎亚洲艺术博物
馆对其作品的评价是：艺术创作与教学为中国
当代陶艺注入深度的新意与活力，把传统技艺
和器形与最当代的艺术表现手法相融合，见证
生生不息的活力。如同白明自己所说：“我的作
品是在受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后，生出的
属于今天的果；我们不是要向世人展现中国过
去的历史长河，我们正是这江河流到今天的一
部分。”

此次展览共展出白明陶瓷和水墨绘画两部
分，展出的作品均经过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召
开多次会议最终敲定。“他们通过多次挑选和重
置，选出了 18 组陶瓷作品和 8 幅水墨绘画作
品。”白明笑称，自己认为最能被选上的作品，
反而没有被博物馆选择。“西方博物馆的策展人
希望看到最具中国特色，但又能体现世界艺术
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仅代表中国艺术特
征，而是更具有传播世界艺术的作用。”白明道
出了展出作品被选中的由来。

在展出的作品中，白明充满现代感的艺术
表现与鲜明东方特征的艺术风格得以体现。“虽
然没有叛逆的艺术语言，我们却能完全感受到
白明绘画作品中，如同青春期一般的强大生命
气息。”瑞士日内瓦艺术之门基金会主席表示：

“白明所携带的绘画和陶瓷，亮相于当代艺术的
聚光灯下，所有材质的作品摆脱了符号体系，
向观众传递艺术家的优秀，自然而然地成为当
代艺术，更是未来的艺术。”

电视+话剧中，能否相得益彰

虽说，话剧被舶来已百余年，但
“电视话剧”却是新鲜玩意。作为一个偏
正词组，“电视话剧”以“话剧” 为中
心词，说的是观众通过电视来看话剧。
但凡既看过现场演出又看过话剧录影的
人都会感叹：话剧要看现场。因为看现
场演出、进行观演交流、感受剧场效果
是话剧的独特魅力。而电视话剧，因影
像的可复制性、错时观看的选择性、输
出或接受的单向性，无论从视听效果还
是心灵感受上，都成为了完全不同于剧
场话剧的艺术样式。

“让那些偏远山区以及受经济条件所
限还无法走进剧场的人都能够欣赏到话
剧这种艺术，这是我的希望。”《星剧社》
制作人张丹丹如是说。其实，英国BBC电
视台早就有制作戏剧高清大片的先例，但
在亚洲范围内，《星剧社》的做法无疑是一
次电视和话剧的跨界革新之举。

虽说 《星剧社》 将话剧搬上电视，
堪称亚洲第一个大规模的革新运动，但
早在去年七夕节，湖南卫视就将都市爱
情话剧作品 《撒娇女王》 搬上荧幕，获
得全程零差评、双网收视第一的好成
绩。但是在一片赞声中，也有资深剧场
迷表示“电视播出破坏了原本剧场的感
觉”。与现场演出不同，电视话剧有规定
性的节目时长、播出形式和内容设计。
为吸引观众注意力，它就要设计更多看
点、使用更多手段。其实，《星剧社》自
诩以推广话剧艺术为出发点，但它难脱
推广明星话剧之嫌。这个节目预计推出
的 12 部话剧，有 50 多位明星参与飚戏。
除了明星脸，某些被夸大的剧情细节、
幕后花絮，也都成为炒作或留住观众的
理由。

为了适应电视的节奏，《星剧社》节
目组采用了两种方式：切换特写和全景
镜头；加入舞台之外的真人秀内容。张
丹丹承认：“这么做的确会让人觉得‘跳
戏’，但要是完全按照话剧的步骤来，电
视观众只会更难受。”对于这样一种全新
的“电视话剧”形式，也有人质疑其

“四不像”，张丹丹对此并不介意，她直

言：“你觉得好看吗？好看就行了啊，所
有艺术作品给人感动就行了，不必深究
它到底是什么。”

第一季 《星剧社》 的 12部话剧基本
上都是一些非常“接地气”的写实话
剧，没有晦涩难懂之处。“国字号”的田
沁鑫团队、央视“开心麻花”团队、上
海话剧艺术中心何念团队、香港詹瑞文
团队、小柯的“音乐剧场”、台湾的“果
陀剧场”……每个团队带来的每部戏风
格都不一样。虽然电视话剧在电视观众
和话剧迷中仍有很大争议，但 《星剧
社》 在演艺圈内却得到了很多明星和话
剧工作室的青睐，大家纷纷看中的正是
它独特新颖的创新，是为话剧开启了另
一个窗口。

尽管 《星剧社》 导演组自信满满，
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舞台剧的著名演员
陈佩斯却对电视话剧并不感冒。但在

《星剧社》启动之初，节目组曾向陈佩斯
发出过邀请，但却被陈佩斯婉拒了。被
拒绝的原因，据说是因为陈佩斯觉得话
剧和电视两种气质相去甚远的艺术形式
嫁接，“会收获 1+1>2的效果吗？”陈佩
斯还是心存疑虑。

电视话剧，看热闹还是看门道

话剧、电视，两个看似不相搭调的
表现形式和内容，却在湖南卫视新节目

《星剧社》里得到结合。对于“坐在家中
看话剧”这一新鲜事，不少观众表示

“有趣”、“看来能省点到剧院看戏的
钱”，但也有资深戏迷表示不能接受话剧
被电视语言改编，尤其不喜欢穿插在剧
情中的真人秀部分，难免有哗众取宠之
嫌。虽然观众和业界对电视话剧关注度
相当高，但也有不少人质疑，话剧上电
视会不会有损剧场魅力？

的确，分属不同艺术门类的话剧与
电视，无论制作方式、传播媒介还是受
众群体，都存在诸多异质性。这种跨界
与混搭的电视话剧，会是什么样的面
貌？坐在电视机前看话剧的人，看到的
是什么？话剧能否借助电视，在传播中
培养新的观众群体？刚刚播出的田沁鑫
执导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许能

够回答这个问题。
由田沁鑫导演的话剧 《罗密欧与朱

丽叶》 日前在湖南卫视新栏目 《星剧
社》 中播出，凭此栏目，向来主打娱乐
偶像牌的湖南卫视向文艺青年抛了个媚
眼，被认为是一次大胆的尝试。而播出
三期以来，“电视话剧”这种崭新形式在
观众中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国话导演田
沁鑫的话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由李光
洁、殷桃主演，这部话剧曾在香港、北
京、深圳多次巡演，在话剧圈里也是颇
为前卫、充满争议的作品。

作为一档在国内进行首轮巡演的话
剧——《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三度创作
中，作品的舞台剧特征被淡化，电视的
镜头语言被强化。大量的特写镜头和局
部的人物行动成为电视话剧主体。事实
上，《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它给观众提
供的就是明星脸。众多特写镜头的设
计，以“看脸”来达到吸引观众看电视
的目的。这个局部呈现的背后，深藏着
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电视经营策略。媒
体普遍认为，田沁鑫此举有点冒险，对
于票房的影响会很大。田沁鑫则表示：

“戏剧被电视媒体播出片段，会削弱还是
会刺激票房，都有待观察。”田沁鑫坦
言，既然做了尝试就不要怀疑，“我没有
担心，尝试比担心更有价值。”

以真人、现场、实时、交流、小众
为艺术特质的话剧，真的能通过以影
像、复制、错时、单向、大众为要素的
电视平台被推广吗？当我们欣赏局部忽
视整体、亲近荧屏远离现场、钟情热闹
忽略门道时，看到的是电视还是话剧？
这无疑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其实，一个
新的艺术表现形式的出现，观众有各自
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剧场里的话剧
和电视话剧受众不同，在中国有太多的
人从来没有走进剧场，甚至有许多人
根本不知道话剧是什么。而电视话剧
就是做给这类观众看的。就像世界杯
转播球赛一样，能够看现场的观众很
少，但看电视转播的观众也能够及时
了解赛况。话剧也一样，通过电视播
出，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话剧原来挺有
趣的，他们会走进剧场，看他们人生
的第一场话剧。

“你造 （知道） 学校校徽嘛故事？戳进来看。”近
日，重庆一则关于大学校徽的个性解读在社交网络流
行开来引来各种吐槽：“神兽的脸”、“蛇与权杖的召
唤”、“你想到邮局了吗”……

校徽作为校园的精神象征，不仅反映了一所学校
的文化内核，也体现了我国时代发展中的理想与价值。

特色分明 显职业追求

专业类院校的校徽设计学科特色鲜明，且同类院
校校徽物象意旨相似。

交通大学多用交通用具与中西书籍相呼应，强调
工读并重、知行统一。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台湾新竹交通大
学这五所交通大学同根而生，校徽沿用至今，虽经几
次微调，齿轮、铁砧、锤链、铁锤这四个物象却鲜有
变化，寓意工程与交通之重。

政法类院校则在校徽中彰显法治昌明与正义。中
国政法大学校徽选用橄榄枝、正义剑和天平三元素；
西南政法大学校徽图案形似独角兽的阴图，又似包公的
脸谱，寓意着法律的公正与威严；西北政法大学和华东
政法大学也同时选用天平，展现法律人的职业特点。

除此之外，铁犁、铁锹、麦穗等物象是农业院校
校徽的首选标志，以体现专业特色和办学宗旨；师范
类院校校徽造型元素与师者紧密相连，北京师范大学
的“木铎”、东北师范大学的“笔尖”、华东师范大学
的“水杉”等牢牢把握育人目标；医学类院校多用蛇
和权杖象征高明的医术和中立的医德……

意象多元 蕴深刻哲理

与专业类院校不同的是，综合性院校的校徽则更
多元化。

“人”是校徽设计的核心内容。北京大学校徽中，
“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人像，而“大”字则构
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艺术化的篆字象征“以人
为本”的理念，传达独立自由、兼容并蓄的北大精
神；3个并列的篆书“人”字图形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校
徽的基础图案，寓意其 “人民、人本、人文”的办学
理念，亦能解读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含义；
同济大学以 3 人划舟作为校徽的主体图案，“三人成

众”、“同舟共济”等寓意一目了然。
“物”是校园精神的抽象化表达。浙江大学校徽以展

翅的雄鹰为主，寓意浙江大学实事求是、严谨踏实、奋发
图强的精神；厦门大学校徽盾形上的3颗五角星图案代
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三才”，即所谓天然中精神的、宇
宙的、人类的三大元素；南开大学校徽中八角星形方圆
互动，体现了南开大学“智圆行方”的入世哲学、“追求卓
越”的立世哲学和“允公允能”的济世哲学。

变与不变 注时代精神

中国许多著名高校历史悠久，校徽图标也在变与
不变中与时俱进。

北京大学于 2007 年修改了校徽标志，以“北大
红”为标准色，与燕园主校区的园林特色吻合，象征
爱国传统和振兴中华、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北大标
识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本报：“北大校标沿用鲁迅
先生设计图案的主体形态，仅对VI系统进行设计上的
规范，并不是更替传统。”

据调查，大部分高校校徽在新世纪增加了学校的
创办年份和中英文名称，更加符合国际规范。上海交
通大学于2007年11月启动校徽图案修订工作，从校名
和尺寸入手，提高单独使用的辨析度。中山大学最终
在2007年统一标识，结束多年的校标争论。

不仅如此，人们对校徽的情感也随着时代变迁呈
现出不同的精神追求。

1926年，交通大学校长凌鸿勋曾指出：“校徽所以
表扬学校性质，与精神关系至重。”

上世纪 80年代，校徽一度作为学生在学校的通行
证，在知识分子心目中，佩戴校徽荣耀感非常，与母
校荣辱与共，甚至有“公共汽车上见着戴校徽的，小
偷都不偷”的说法。

而如今，校徽在彰显个性的同时，更加承载了人
们对母校的多元表达。网友 Tingchuchuchu 说：“告别
时学会打红色领带，未曾别上的校徽已泛黄。愿这天
没有错过滂沱大雨的我们，未来同样也不错过爱。”网
友“风吹草低线妞娘”在毕业季如是表达对母校的情
感：“戴起那个丢失了不知多少回的校徽，徜徉共同喜
怒哀乐的校园，在我心里，我一直喜欢着你，深深地
爱着你，我的母校。”

校徽镌刻时代寓意
刘家琛 林济源 尹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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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身转身为大众文化为大众文化
吴学安

中国当代艺术使者赴法办展

郑寒月

中国当代艺术使者赴法办展

郑寒月

□聚焦

一向被视为剧
场舞台表演形式的
话剧已经走向了荧
屏。由湖南卫视打
造的《星剧社》自
4 月 24 日 开 播 以
来，好评如潮，同
时也争议不断。日
前，《星剧社》 将
国家话剧院田沁鑫
导演操刀、正在全
国巡演的话剧《罗
密欧与朱丽叶》也
搬上了荧屏。

电视自诞生以
来，虽然积极吸收
林林总总的艺术形
式，却一直与剧场
存有明晰的界限。
剧场观众是一个小
众群体，而电视机
前的观众不仅人数
上比话剧观众多得
多，而且收视习惯
也千差万别。电视
播 话 剧 ， 有 人 为

“ 在 家 也 能 看 话
剧”点赞，有人则
吐槽“破坏了话剧
的剧场形态”。嫁
接荧屏，究竟是话
剧 普 及 的 强 力 推
进剂，还是只是一
道 简 单 的 文 化 快
餐？

《盗马记》：

盗马须绅士
釉色要热烈

刘英杰

□资讯

□观影□□观影观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