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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一种文化
产品，其走出去的最大障碍是文化隔

阂，这决定了中国电影要走出去，要先从同质
文化市场做起，先易后难。东盟十国和日、韩两
国，跟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这决定了中国电
影进入这些国家比进入欧美相对容易些。

——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铁东认为。

●跨文化不只是跨越地理或空间意义上
的交流与对话，更是对现有文化屏障的超
越；不仅承认并保护文化的差异，还要在各
个文明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搭建借鉴、互补
之桥，并在互鉴互补中进一步发现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
平谈跨文化交流。

●对于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而言，现在
是向前展望、充满希望的时代，却不是最
好的时代。

仅从出版市场规模
而言，中国科幻文学规模只有美国

的 1/10，电影等衍生产品的差距更大。中国科
幻的真正繁荣、振兴，需要一大批有影响力的
作家，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能做得到的。要想
得到专业读者的认可，中国科幻作家还有很长
的路。

——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谈中国科
幻文学。

●我们的语言从书写起，就把每个字里
面含有的图像信息传输给人，带给人知觉、
视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语言要拿到世界上
的一些地方，比如给诺贝尔奖评委，让他们
去欣赏，确实难度很大。即便外人无人欣
赏，我们也应该坚持下去、写下去，没有杂
念，甭理他，他想看的时候就一定会看懂。

——作家严歌苓谈中文写作。

●网络文学在空间上呈碎片化，
没有传统文学的

情节和完
整性，这是对传统

文学最大的调整。互联网文
学的长处，不在于创造力和表现力，

而是把中国人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习惯和美
学习惯捡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认为。

●电视不能当收视率的奴隶。无论是“收
视率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自嘲调侃，还
是又恨又爱的心理纠结，在收视率崇拜、收视
率驱动的阴影中，我们已经徘徊得太久太久。

——中央电视台原研究室主任王甫认为。

●如今的话剧不应是单纯的大众娱乐，
而应成为一种艺术商品，具备丰富的内容。
一出高质量的戏剧所蕴含的能量是巨大的。
如果说影视剧是再现世俗和人情的艺术，那
么剧场就是表现思想和人性的艺术。

——剧评人马希凤谈当代小话剧。

●电影从来都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文
化的代表。我们跟好莱坞的根本差距不在于
技术。我们要研究可以与之在
整个人类中间，

哪一个价值观
是 我 们 合 作 、 统 一

的，我们才能够走出去。
——编剧芦苇谈中国电影“走出

去”。

●文学要反映现实，更重要的责任是去
记录一个时代中各种各样的人，进入他们的
精神世界，记录这些人对人生意义的思考过
程，由他的生存现状，折射出最真的社会现
实。

——作家格非谈创作经验。

●“回到原典”不是单纯地直接地面对原
典，而应当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既要“回
到原典”，又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吸取前人
研究成果之精华，并以之为基础。

——厦门大学教授乐爱国谈国学热。

●只有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才
能有自信，才能有与世界对话的资本。在与
其他文化的对话中，我们也才能更全面地反
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对其有益的、积极的部
分加以发扬。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
山谈传统文化。

“三进北京”研学声乐

戴玉强的高中时代，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
剧不再时兴，《祝酒歌》、《绒花》、《青春啊青春》这些抒情歌曲成了年
轻人的最爱。课间休息，和同学们围着收音机听完歌，戴玉强跟着哼哼
一唱，同学们惊呼：“你嗓子不错啊，跟这里边儿唱的差不多。”他就来
劲儿了。每晚睡觉之前，都得在宿舍里唱上两段。

转眼快高中毕业了，报什么学校？“音乐学院一年就招四五个人，
要考视唱练耳、考乐理，我哪儿会啊。家里收音机都是老爹把着，不让
随便开。”一心想去北京见世面的戴玉强，为确保被录取，挑了一个冷
门学校：北京煤矿学校 （现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这就是他的“一
进北京”。

两年学习时间很快结束。毕业后，戴玉强被分配到煤炭部建筑安装
工程公司第七工程处，在山西太原当技术员。业余时间也不闲着，忙锻
炼，跑步、游泳、踢球，都是为了提高肺活量。一边练肺活量，一边练
唱歌。“工作三个月之后，我和几个一起来的同学凑钱，去太原市五一
商厦买了个砖头录音机。终于可以听磁带了！从此鸟枪换炮了。”

不久后，天赐良机。戴玉强听说山西省歌舞剧院要开设学员班，并
且要送去北京学习，就试着报了名，结果一举中的。就这样，他“二进
北京”，到中央戏剧学院学歌剧。

1987年，戴玉强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成归来，回到山西省歌舞剧
院。那时，歌厅、舞厅正时髦，戴玉强无法找到一个演唱歌剧的舞台，
在苦闷无奈中，他“三进北京”，当起“北漂”。

是金子总会发光。两年后，总政歌剧团向戴玉强敞开大门，并送他
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再度深造。戴玉强终于如愿以偿，踏上了青年艺术家
的成才之路。

“三步台阶”铸就辉煌

时针指向 1995 年 11月 17日的夜晚。是夜，在北京世纪剧院，总政
歌剧院青年男高音戴玉强参加了由中央歌剧院引进排演的意大利著名歌
剧作曲家普契尼名作《图兰朵》，饰演男一号卡拉夫。高大俊朗的形象、
华丽清亮的嗓音、激情丰美的表演，让戴玉强一炮而红。《图兰朵》首轮
五场公演，北京世纪剧院座无虚席，几近爆棚，黑压压连走廊过道都是
人！

这一炮打响之后，戴玉强开始专攻美声，在歌剧圈里奠定了自己的
地位。

1999 年，文化部搞了一个中外艺术歌曲演唱会，戴玉强受邀表演，
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当时首长指示：艺术歌曲古典韵味浓
厚，但时代在变，很多流行歌曲大家都很喜爱。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唱
法，也来唱唱流行歌曲？于是，我就选唱了一首《你是这样的人》。结果
演出那天，火了！电视台、音乐电台全程直播，观众和听众就这样熟悉
了我，我也从专业圈子走向了大众。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台阶。”

2001 年 6 月 23 日，为支持北
京申奥，世界著名三大男高音歌
唱家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
斯在紫禁城午门广场联袂演出。
戴玉强本来只是应中
央

歌剧院乐队邀请去帮忙，却被“三高”的
经纪人相中，选他担纲主演中国版歌剧

《图兰朵》。戴玉强美妙的歌声震惊四座，
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也因此被世界男高音
之王帕瓦罗蒂收作学生，迈开了走向世界
的步伐。

从 2002年到 2007年，戴玉强平均每年
出国演出 4 部歌剧。从 2008 年开始，国内
歌剧演出的大平台搭建起来了。仅 2009
年，戴玉强在北京就演出了7部歌剧，创造
了一个新纪录。

“国家大剧院建成 6年来，我一直是歌
剧推广大使。要想真正全面了解我，得走
进剧院，看我演歌剧。因为我是一个舞台
剧演员，从来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挑战新

的剧目、新的角色上。” 戴玉强说。

创办首个声乐慕课平台

说是演员，其实，戴玉强也干着老师的活儿，而且已经干了十几
年。但他这个老师授课都是“地下”“半地下”式——不准学生向外炫
耀，不收学费，还管饭。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想找戴玉强上课，他都教不过来了。怎么办？
他开始琢磨。有一天，新闻上正在播“慕课来了”，戴玉强心里一喜：
这不正是一个好方案吗？随即，他就着手创办了全球首个聚焦声乐技
能培训、艺术体验和普及推广的慕课平台——“戴你唱歌”。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特性是什么？随时随地、碎片化、多互动。我就
让‘戴你唱歌’利用这些特性。每周 4堂课，讲解两首中文歌和一首外
文歌，外加一次网络直播。学员可以随时随地免费反复听。我把自己这
个课程叫作‘三公授课’——做公德、做公益、体现公平，让每一个有
才华的年轻人都得到公平受教育的机会。”

“你也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和同学相互交流。发现好的苗子，我还
给你提供路费，面对面授课。更有潜力的，我就把你推到世界舞台上，
让你成为下一个戴玉强。等我老了，唱得没有原来好了，看到中国歌剧
人才辈出，在世界舞台上受人称赞，就很欣慰。看得更远一点，这个课
程对音乐爱好者、普通大众有什么好处？我把自己毕生所学到的、见识
过的，都拿出来分享。5年后、10年后，我相信我讲的这些音乐故事、音
乐常识能慢慢提高全体中国人的音乐文化素养。”

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推广歌剧、推广音乐？在戴玉强心中，剧场
艺术在社会生活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有人问我，中国歌剧处在什么水平？我说，咱们的制造业在世界上
是什么水平，歌剧就是什么水平。歌剧，不仅仅只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剧场艺术被誉为工业文明的最高文化表现形式，它的发达程度，直接显
示着社会文明的发达程度。” 戴玉强说。

“现在我们国家在搞城镇化，大家从田地里走出来，聚居在城
市。但究竟怎么适应城市生活？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在公共场合要
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对于这些问题，剧场艺术恰恰能提供潜移
默化的教化作用。比如，去看歌剧是有规则的，一定要穿晚礼
服、一定要早到、手机一定要关机、咳嗽一声都得忍着，这
就培养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现在
中国经济发展太快，如果文化发展跟不上，
有些东西恐怕将来还得回炉重来。我
愿意当一个布道者。”戴玉强
如此说道。

责编：刘 泉 邮箱：mingliuzhouk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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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杰当代英杰

1949 年走上影视化妆之路，王希钟的职业
生涯与新中国同龄。他曾是中国唯一一位赴莫
斯科学习彩色电影化妆技术的人，回来之后一
手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彩色影视化妆工作室，并
培养了一批化妆师，为我国彩色电影的发展立
下了汗马功劳。

特型化妆三分形四分神

电视剧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当然不是
王希钟第一次化“邓小平”。在此之前，他已经
塑造过从年轻到年老多个版本的“邓小平”影
视形象，其中最为观众熟知的就是卢奇。

在王希钟眼里，要说外形，还是卢奇最
像，所以从硬件而言，这次的马少骅并不是条
件最好的。马少骅以多次扮演孙中山而著称。
对王希钟来说，要在短短一个月的塑型化妆时
间里，把“孙中山”转化为“邓小平”，这番

“改造工程”也颇费功夫。
王希钟讲述了整个化妆思路。“马少骅的体

态、脸型都距邓小平挺远。比如他的嘴巴周
围、鼻子和颧骨以下，因为马少骅脸型胖，越
加越多，就肯定不能加什么东西了。所以我把
重点放在眉眼上，眉眼传神，而马少骅这两个
地方和邓小平尤其差距大。马年轻，没有邓小
平的眼皮那么下垂。邓小平的眉毛也有特点，
眉宇间很宽，眉毛很淡。”

最初的“邓小平”妆就改造了这两个部

分，但第一天拍摄就穿了帮。因为假的眉弓和
真皮肤衔接起来比较麻烦，上妆后的马少骅第
一天拍的戏又在海边，大太阳一晒，两边颜色
就不对了，用行话来说就叫“露假”。于是边拍
边改，王希钟索性把整个额头连着眉弓、脸皮
一起加到演员脸上，这样额头宽了，发际线也
改变了，等于小半张脸都改造了，也避免了穿
帮。所以观众现在看到的电视剧里的“邓小
平”，其实眼睛以上的部位全是化过的。

给《西游记》做了60多个脸模

60 多年来，王希钟担任化妆的影视作品除
了有脍炙人口的领导人特型形象外，还有观众
熟悉的老版电视剧 《西游记》 中孙悟空、猪八
戒等经典形象。不过当年的化妆，不像现在这
样可以用到很多新材料。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
的情况下，王希钟自己发明了绢纱整变术、整
睫毛形、绢纱粘双眼皮等独门绝技。尽管近些
年来，好莱坞的化妆技术陆续被国内化妆团队
采用，但王希钟认为国外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有时候老办法反倒很适用。

“拍 《西游记》时，我们的化妆技术比现在
落后多了，当时也知道美国有硅橡胶之类的新
材料，但是我们的经济条件都不允许，只能挑
较便宜的材料。”即便这样，他依然塑造了无数
个妖魔神怪的形象，平均一个月能做 60 多个脸
模。

如今影视制作资金充足，再加上新材料、
新技术的引入，特型化妆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不过，在王希钟看来，他们这个行当中很多沿
用了十多年的手工技艺，照样可以发挥作用。

“像邓小平妆上的眼皮，很薄，如果用新材料做
肯定做不好，容易有气泡，我用的醋酸乙烯脂
共聚物的材料，还是几十年前我研究出来的，
特别适合做这种小部件，工艺简单，寿命还
长，现在都在沿用，比现在的硅胶、海绵做成
的都好。”

此外，王希钟发明的吹毛求“刺”法，也
用了50多年。1959年拍摄电影《风暴》，他在化
吴佩孚的妆时，因为演员的头发不能剪，所以
就套了橡皮的头套，为了做出刚刚剃过头的效
果，就把假头发剪碎了，用气吹到头皮上，做
出“毛刺”的效果。王希钟透露说，这个方法
一直到冯小刚拍摄电影 《大腕》 时，还被用在
葛优的秃脑门上。

（综合《新闻晨报》、《北京青年周刊》报
道）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怀揣歌唱梦，为登上顶级歌

剧舞台，先后辞职、求学、当“北漂”，30多岁从零

开始学英、意、德语，并成为帕瓦罗蒂的门生，在世

界歌剧舞台上崭露头角。为推广中国歌剧艺术，他创

办了全球首个聚焦声乐技能培训、艺术体验和普及推

广的慕课平台。如今，舞台上，他领衔主演的中外歌

剧男一号数量最多，频率最高；唱片里，他录制首唱

的歌剧作品数量最多，销量最高。歌迷们都称他为

“中国第一男高音”、“中国歌剧王子”。

“歌剧王子”戴玉强

本报记者
汪灵犀

他是中国化妆界的泰斗级人物，尤其是在特型化妆领域。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安事变》、《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

《南昌起义》、《周恩来在上海》等众多影片中领袖人物的化妆，

均由他操刀完成。而老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

等神话人物的造型，更在他的手下成为经典。虽已 86 岁高

龄，他却仍驻守在化妆岗位，为电视剧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

平》做化妆顾问，时不时也会亲自上阵。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代

影视化妆师、中国彩色电影化妆第一人——王希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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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戴 你 唱
歌 ” 录 制 现 场 ，
戴玉强为学员举
话筒，逐字逐句
地指导。

吴 平摄

“中国三高”（戴玉强、魏松、莫
华伦） 登临英国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
献唱英国皇家综艺晚会百年庆典暨英
国女王登基 60 周年钻石庆典活动。图
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演出结束后接
见“三高”。 戴玉强（右一）出演国家大剧院版《图兰朵》。

戴玉强与帕瓦罗蒂旧照。

（李琰 杨镝霏辑）

非常非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