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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注傅红星导演的纪录电影已经有一段
时间了，多年前看到他执导的 《周恩来外交风
云》 时，我就意识到他有一种个人风格。他找
到了一些我们国家的重要政治课题，却用一种
个人化的艺术方式去表现，力争推陈出新，是
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纪录电影话语方式的补
充。

傅红星能够拍摄 《旋风九日》 这样的纪录
片，以往已经积累了一定条件。他受过严格的
新闻教育，经历了改革开放全过程，在中央新
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担任过导演和副厂长，对这
个行业相当了解，后来又担任了中国电影资料
馆馆长。表面上看，从政7年，对他拍摄纪录片
有所耽误，其实换个角度看，从政也是对人生
的锤炼和磨砺，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政治和社
会。他对中国政治的理解有心得，造就了开阔
的视野。他不像一些人那样想从事创作，却又
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他对于自己的政治素养
充满自信，并且懂得如何发挥这方面的优势，把
积极因素调动出来。这种人生历练是成就一个成
熟的、有个人风格的纪录片导演的必经之路。

《旋风九日》的一个特点，是选择了比较多的外国人拍摄并保留下来的
影片素材，这种情况以前在国产电影中是比较少见的。买来素材比较容
易，难的是如何为己所用，有所创新，不仅要新鲜生动，还要开发出新的
含义。影片中，卡特总统与邓小平副总理见面时的对话很精彩。卡特主动
提起自己 1949年 4月在青岛的一段经历。当时青岛已经被解放军包围，据
他说，解放军的指挥者正是邓小平。布热津斯基幽默地说，如果当时情况
有变，可能卡特总统当时就是邓小平的客人了。他的意思是可能成为解放
军的俘虏了。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这段话看似闲聊，但体现了30年时代的
巨变，同时也能让观众感受到卡特急于与邓小平见面会谈的心情。

通常政治性纪录片会选正式会谈的画面，配上充满外交辞令的解说
词，再用旁白去做政论性解释。这部纪录片摒弃这种老套，在叙述一些事
件时，经常让美方人士出头去解释。美国人特别喜欢口头表达，而且还尽
量要说得有意思，多采用他们的讲话，无疑增加了这部纪录片的可信性和
可看性。影片还采用了美国记者采访基辛格的一段。那位记者试图引导他
说一些高屋建瓴的政治辞令，基辛格偏偏不顺着他说，坚持强调一句话：
他是来与邓小平告别的。记者连问3遍，基辛格的回答始终如一。这样的段
落在一般纪录片中不会选用，认为没有重大意义，而放在 《旋风九日》
里，恰恰凸显了基辛格的个性，显示出他更看重与邓小平建立政治家的私
人友谊，也使影片带有一种幽默感，是对严肃气氛的一种调剂。傅红星在
捕捉这类细节方面真是有诀窍、有灵感。

如何把过去的素材与现在的采访完美结合，也是对编导功力的考验。
邓小平看西部牛仔表演时，一对十几岁的姐妹参加表演，姐姐突然从马上
摔了下来。这本是一般纪录片要回避的事件，但 《旋风九日》 却抓住这个
事件进行了深度采访。30 年后，姐妹俩面对摄影机感慨万千，侃侃而谈，
尤其是妹妹，讲述得格外生动。她说，作为一个普通美国人，能为邓小平
表演节目是心甘情愿的，但是看见姐姐摔倒，她想去照顾姐姐，又担心影
响现场表演，内心的矛盾被当时记录的画面证实。如今她叙述时满含深
情，神采奕奕，都被拍摄下来，与 30 年前的现场画面互为补充，相得益
彰。这种把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的方式，使得影片独特而又专业。

傅红星是一位胸怀大志的政论纪录片导演，他一再表示要不断探索，
而且有着更宏伟的拍摄计划。任重道远，期望他再接再厉，取得更大成绩。

武侠电影重出“江湖”
赵 丹 胡碧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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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京剧程派传人张火丁
将赴美演出

穆 雯

《中国农民歌会》唱出乡愁
本报记者 张永恒

漫画大师李滨声：“我是‘90后’”
罗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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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剧星风采大赛落幕

张火丁主演张火丁主演《《锁麟囊锁麟囊》》 吴晨光吴晨光摄摄

5月28日晚，国家大
剧院戏剧场，著名京剧程
派传人张火丁的 《锁麟
囊》 引来观众掌声雷动，
喝彩连连。她不仅唱念做
舞给人美不胜收之感，而
且以成熟大气、深刻传神
的表演给观众带来深至灵
魂的震撼。她将这出戏中
蕴含的人情人性、世态人心和劝人向善的理
念，传达得动人、感人、抓人。盛名之下的张
火丁，令人感到名副其实的精深艺术造诣和无
以言表的艺术感染力。

这场演出是第十五届“相约北京”艺术节
的闭幕式演出。张火丁成为15年来首位为“相
约北京”艺术节压轴的中国艺术家。

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北京
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和北京市
文化局承办的“相约北京”艺术节在为期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邀请了美国、拉美各国、法
国、波兰、日本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个表
演艺术团体，举行了近 200 场演出、展览、艺
术讲座和交流活动，吸引观众逾30万。

张火丁传承了程派艺术的精华，又有所创
新，她使京剧这门传统而古老的艺术绽放出不
朽的魅力。5 月 27 日、28 日，“相约北京”艺

术节邀请张火丁演出两部程派经典剧目《春闺
梦》《锁麟囊》，展现出艺术节为传播国粹艺术
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演出当晚，观众发现了一个细节：现场字
幕上出现了中英文两种语言。这是为张火丁今
年9月登陆美国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做的演习。9
月2日、3日，张火丁将在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
大卫·寇克剧院演出程派经典大戏 《白蛇传》
和《锁麟囊》。大卫·寇克剧院是纽约最大的室
内演出场地之一，作为纽约市的文化地标，被
誉为“纽约文化生命力的象征”。

张火丁赴美演出的幕后推手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公司表示，就在本届“相约北京”完美闭
幕的同时，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的纽约分公
司将启动纽约宣传并开始售票，还将举办 5场
关于程派京剧艺术的讲座。纽约的“灯迷”有
福了！ “蜘蛛人”小伙儿挑战

Vitas 的 成 名 曲 《Opera2》，
养猪姐带来经常为小猪演唱
的多首流行歌曲，东北大爷
表 演 信 天 游 《再 唱 东 方
红》……没有花腔，不炫技
巧，农民歌者用原生态的真
实自然的好声音，呈现给观
众一场赏心悦目的视听盛
宴。这是5月底，一档为数
亿中国农民打造的赛歌纪实
真人秀节目 《中国农民歌
会》在安徽卫视首播的首期
节目。

该节目发源于文化部、农业部、安徽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文
艺节庆活动“中国农民歌会”，此次安徽卫视以纪实真人秀形式将其搬上电
视荧屏，并由著名歌手腾格尔、蔡国庆、凤凰传奇组合担任导师，参赛选
手数量和范围也大大增加。

作为首档中国农民赛歌纪实的真人秀节目，《中国农民歌会》在播出前
即引来不少关注。选手身份并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以种田、养殖为生的农
民，成长于农村家庭、拥有农民背景经历的优秀歌手，都被纳入到节目的
参与主体。他们中有仍然活跃在农村的农民、乡村教师、村干部、农民企
业家，也有出身农村闯荡城市的农民工、大学生、驻唱歌手等。这些农民
歌者不仅有好声音，还有丰富的经历和故事。节目镜头中不仅记录了他们
的故事，更收录了美丽的乡村风景，展现了新农村新农民最真实的生活。

在 《中国农民歌会》 的舞台上，除了广为传唱的中外通俗歌曲外，中
国民歌也大量涌现。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个性农民选手表现不俗。节目
中呈现的音乐形式也多种多样。据悉，除了首期节目中呈现的内蒙民歌、陕北
民歌、朝鲜族民歌外，后续节目中还将播出贵州的侗族大歌、山西的山曲、桂
林的彩调、内蒙古的爬山调和呼麦、兰州鼓子、陕西的秦腔等。

专家认为，安徽卫视 《中国农民歌会》 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角，结合
当前流行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形式，在给人轻松活泼感受的同时，以全新的
视角和创作理念，展现了民间文化活动传承与发展中的新变化，唱出了浓
浓乡愁，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近日，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凭借
《刺客聂隐娘》夺得第68届戛纳电影
节最佳导演奖。距 2001 年李安武侠
巨作《卧虎藏龙》包揽众多国际电影
大奖14年后，《刺客聂隐娘》在戛纳
重振中国武侠电影雄风。

武侠电影屡获国际大奖

飞檐走壁、竹林论剑、大漠策
马……这些气势非凡的场面经常博
得武侠迷的啧啧称赞。从《侠女》到

《卧虎藏龙》，从《一代宗师》到《刺
客聂隐娘》，中国武侠电影一直备受
国际社会青睐。

胡金铨是中国第一位扬名国际影
坛的导演，1975 年，其代表作 《侠
女》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综合技
术奖，成为中国武侠电影进军海外市
场的成功范例。1978 年，因其在武
侠电影中的突出成就，胡金铨被英国 《国际电影
指南》评为当年世界五大导演之一。

2001 年，中国台湾导演李安的武侠巨作《卧
虎藏龙》 勇夺第 73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
片、最佳原创音乐、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 4
项大奖，写下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

当时《中国时报》认为，《卧虎藏龙》这部电
影之所以受到国际社会青睐，并不在于华丽的视
觉效果与规模叙事，而在于影片典型的传统中国
武侠范式，在于“影片中出现的众多中国元素，
使得见惯了视觉冲击的西方观众感受到中国传统
古典文化的陌生与神秘，满足了他们对东方文化
的崇尚和猎奇心理”。

古刹、竹林、小桥流水、东方仙境等民族性
的景象由日常走入银幕，配以相应的音乐与特
效，武侠片不仅向海外观众展示了中国山水的意
境之美，更深刻讲述了中国武侠文化的内涵，呈
现了中国的历史底蕴与人文精神。腾讯娱乐资深
记者喻德术说：“武侠电影里的江湖情怀、快意恩
仇、宁静致远吸引了无数观众。”

武侠电影刻画出数不胜数的侠客英雄，是民
族情怀的代言人，如独臂刀王、金燕子、李慕

白、黄飞鸿、霍元甲、李小龙、叶问等。在他们
身上，刀剑拳脚功夫和侠义仁义是必不可少的两
个特征。许多电影评论家指出，武侠电影一方面
靠武功动作来带动视觉效果，展示的中国功夫融
合了传统的戏剧表演、舞蹈等元素，是中华独特
的文化标志；另一方面，习武者必须修心养德，
中国武术更是哲学思考的现实实践。武侠电影通
过特定场景的设置，不断重复中国人的价值观、
态度和行为，从而润物细无声地将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传导给本土及国外的观众。

中国的武侠电影能在国际上有如此大的影响
力，究其原因还是这些影片能够跳脱文化的本土
局限性，讲述东西方共同的文化认知与共识。

《刺客聂隐娘》能否重振武侠电影

《刺客聂隐娘》讲述了一个女人从刺客变为侠
客的故事。一生中，聂隐娘必须在家人、内心、
刺客之中做出选择。这就是关乎人性的故事。侯
孝贤也曾谈到，东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文化差异
的问题，因为文化到了最深处，都是有关人性和
生存的问题”。搜狐娱乐记者秦川玺看完《刺客聂
隐娘》后表示：“聂隐娘在整部片子的台词不过十

几句，但是你却能通过画面感到到
她内心的‘隐’与‘忍’。”

戛纳电影节上放映的 《刺客聂
隐娘》 吸引了众多的电影爱好者，

“放映厅里楼上楼下一千多个座位
都坐满了人，我和我的同事只能坐
在过道里观看电影。”但观众是否
能看懂这部片子，喻德术还是有所
怀疑：“整个片子采用的是文言文
对白，屏幕上显示的是英文字幕。
对于不懂文言文和英文的观众，要
看懂这部片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阔别国际电影大奖十多年之
后，侯孝贤的 《刺客聂隐娘》 再度
使世人的眼光聚焦在中国的武侠片
上。侯孝贤凭借这部武侠电影获得
了最佳导演奖，这个奖项代表了戛
纳电影节评审团对他的认可与肯
定。但他们是否看懂了呢？秦川玺
告诉笔者，评委们对此也没有明确

的回答。他说：“在戛纳电影节上有一件比较有意
思的事，有记者问评委能否看懂《聂隐娘》，评委
很幽默地表示他们不同于一般的影评人，有着较
高的审美层次。”评审团代表科恩曾表示：“侯孝
贤是非常棒的导演，这部影片的执导精彩，导演
大奖正是全面奖励导演的执导美学。”

外媒与电影评论人在充分肯定这是一部画面
很美的电影时，也纷纷表示很难理解 《刺客聂隐
娘》。对于外国人来说，理解这样一部“文艺”的
武侠电影还是有挑战性的。

影评人李焯桃指出，《刺客聂隐娘》的历史背
景与人物关系十分复杂，侯孝贤没有办法简化。

“他是借武侠片的形式，重现中国古代的社会风俗
文化，反思武侠片的忠义仁勇标准”。

“外国人对中国武侠片的记忆还停留在《卧虎
藏龙》，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武侠片一直
处于比较沉寂的状态。除了张艺谋的《英雄》，其
他的片子很少在国外获得较高票房。”喻德术这样
告诉笔者。

目前《刺客聂隐娘》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
的上映时间还没有确定。这部“个人色彩”浓烈的武
侠片，虽然获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的认可，但能
否获得普通观众的认可，还需时间的检验。

北京大学剧星风采大赛日前落
幕。

经过初赛、复赛的激烈角逐，希
尔瑞斯剧组携原创独幕剧《疯月
亮》、石舫春秋剧组携《寻剑》、汤姆
和杰瑞剧组携原创剧目《鼠猫》、国
际观戏剧组携《过了就毕业》从20支
报名队伍中脱颖而出，登上决赛舞
台。经过宋宝珍、李龙吟、梧桐、宁敬

武、羊驰、孙小茹、关渤等专业评委
打分，国际观戏剧组的《过了就毕
业》摘得本届剧星风采大赛的桂冠。

据悉，北大剧星风采大赛迄今
已历经10载。该活动继承、弘扬了北
大“校园戏剧”的传统，成为北大校
园中著名的品牌文化活动之一，也
因高产高质成为中国高校戏剧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镝霏）

“我是‘90后’。”知名漫画大师李滨声老人在他90寿辰生日会上的这句
话，引来大家的笑声。日前，首都漫画界知名人士、文史研究人员和李滨声
友人在京齐聚一堂，为他祝寿。与会专家学者回忆了与李滨声在工作和生活
上的交往，探讨了李滨声的艺术精神、思想境界在当下的意义与价值。

李滨声被誉为“内部讽刺漫画”的开先河者，代表作有 《喧宾夺主》

《满不在乎》《夜行的故事》等。早
在 1956 年，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就
撰文如此评述他的创作“不是概念
的，也不是公式化的”。中国美协
漫画艺术委员主任徐鹏飞说，滨老
在漫画界最大的贡献有两点，一是

漫画语言的使用，二是故事情节的构思，他坚持从生活中来的社会责任感，
正是当今中国漫画界最匮乏的“精气神”。

李滨声在国画领域的成就也颇高。其国画作品以京剧人物为最，这正得
益于他数十载浸淫京剧艺术中所品悟到的文化精粹。这位自号“梨园客”的
老人，3岁会唱“孤王酒醉桃花宫”，22岁在北平的京剧大舞台一唱成名，70
岁办个人京剧专场演出，90岁时还扎着行头指导科班后生排演全本《罗成》。

谦和、审慎是李滨声始终秉持的人生信条。这也是艺术家们眼中滨老最
大的艺术、人格魅力所在。李滨声现在每天早上 6时起床，然后练毛笔字、
背千家诗、写戏文、画漫画，甚至还亲自收拾房间。他说，“人每一天都得
有事做，人脑越用才能越活。我对青年人的希望就是要勤，千万不能懒。”
他告诫年轻一辈的漫画家们，一定要惜阴，一寸光阴一寸金。

《刺客聂隐娘》剧照《《刺客聂隐娘刺客聂隐娘》》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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