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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白燕升与山西卫视的一拍即合，有了一档让不
同剧种在同一擂台过招的电视戏曲节目 《伶人王中
王》 ——全国戏曲名家巅峰汇。如果说第一季是投石问
路，那么日前在京录制完毕的第二季则可谓电光火石
——8 位剧种顶级名家及一位“踢馆”新人通过 11 场竞
演角逐“伶人王中王”，其间既有彰显剧种特长与个人功
力的闪光瞬间，亦有遭遇评审冷遇的落寞一刻；有拿手
的本功，也有玩票儿似的反串。看名家绝技，更品味犀
利评委的精妙点评，中华戏曲之曼妙华美，于南北声腔
中被方寸荧屏放大传播。

虽说剧种无优劣，横向比较无先例，但从第一季
起，总策划、总导演及主持人白燕升被问及最多的还是

“为什么要做”，到第二季则延伸为“未来怎么做”，对
此，他的所思所想一如既往：“无论电视人还是戏曲
人，都应该更有担当，卸下荣耀，为剧种为传统文化而
战。”从第一季时先后有 20 位名家因种种原因选择放弃
或退赛，到第二季这一数字依然维持在两位数，但令人
眼前一亮的是，有“中国花脸”美誉的孟广禄此次欣然
应允参与节目，并在反串环节亮出了足以让人拍案叫绝
的《文昭关》。而在这份顶级伶人阵容中，横跨川剧表演
与教育的名家陈智林、晋剧第一女须生谢涛、曾经的黄
梅戏“五朵金花”之一杨俊、植根山东农村舞台的豫剧
名家章兰、闯荡荧屏又不忘舞台的二人台名家武利平、
艺不压身的秦腔名旦齐爱云、以双手书法著称的蒲剧才
女贾菊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常年带着自己的戏班子
跑码头，对于 《伶人王中王》 的这方舞台格外珍惜与感
恩……

第一季中给人印象颇深的评委阵容，此次更添重量
级，相声名家郭德纲不仅“零酬劳”加盟，更以自己深
厚的戏曲实践与积累，打破了跨界评审不懂戏的传言；
年近八旬的重量级导演郭宝昌有着足以令人艳羡的看戏
经历，曾与梅兰芳、程砚秋等大师眼对眼的他常常语出
惊人，观点犀利中肯；从民族声腔中汲取营养又以美声
唱法享誉世界的歌唱家吴碧霞，对于传统戏曲声腔与乐
队的剖析让人获益匪浅……此外，京剧名家沈健瑾，文
艺评论家傅谨、仲呈祥等，也都以各自的经历和学养助
力戏曲，同时更展现了个人魅力。

据悉，《伶人王中王》第二季将于鸡年春节期间在山
西卫视推出。

日前，3D动画电影《超能龙骑侠》在北京进行亲子
专场放映。

该片导演刘可欣说，“这部电影希望给家长和孩子一
个畅谈的契机，让孩子更勇敢地表达自己，让家长更加
耐心地教育孩子，让双方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以及如何
及时表达爱。”

影片集合了“爱与勇气”的完整故事情节和激烈战斗
场面，也有酷炫机甲变身和搞笑舞蹈元素，是一部大人小
孩都能融入剧情，感受情节的作品。聚影汇创始人、动漫
游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朱玉卿表示：“2016年，动作片、喜
剧片和动画片成为观众的新宠，动画电影的市场将会变
大，希望像《超能龙骑侠》这样的优秀动画作品能不断涌
现。” （张怡芳）

山西卫视将播出《伶人王中王》第二季

名家为戏曲而战
郭 佳

《黑风帕》又名《牧虎关》《背鞭认
子》。

北宋时，杨府将官高旺善使黑风
法术。宋王听信谗言将其谪免到雅志
府为民。高旺抛妻别子，出关逃隐。

天堂六国叛宋，宋王命佘太君为
元帅，杨八姐为先行官，率兵征讨。
宋营缺少大将，佘太君命杨八姐乔扮
男装，出关搬取高旺回宋助阵。高旺

深明大义，摒弃前嫌，随八姐回营。
二人行至牧虎关，守关者乃高旺

之妻张兰英及其子张保和儿媳鞑婆。
高旺不知，欲闯关而过，其子张保阻
其过关，不敌高旺败回关内。

张保换媳妇鞑婆出关迎战。鞑婆
使出黑风帕欲困住高旺。谁知高旺的
黑风帕法力更高，鞑婆法术为高旺所
破。高旺见此女将袅袅婷婷，以游词

戏弄，鞑婆蒙羞败回关内。高旺追抵
关下，见城上一白发婆娑者，不仅喊
出了自己的姓名，而且还直呼自己为

“夫君”，十分惊异。白发婆娑者拿出
其家传宝贝黑风帕，高旺方得知是自
己老妻张兰英。数年阔别，一朝相
见，悲喜交集。张兰英即唤来儿子张
保和儿媳鞑婆相认。高旺见儿媳大感
羞惭，张兰英笑而解之，后堂摆家宴
迎高旺、杨八姐。

李滨声的画表现的是高旺战场上
游词戏弄儿媳鞑婆的场景，鞑婆的一
本正经与高旺的嬉戏作态对比鲜明。

李滨声画 樊明君文

张艺谋和冯小刚的“围城”
饶曙光 尹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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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中的传统美德·忠勇报国

《黑风帕》：背鞭闯关回宋营《黑风帕》：背鞭闯关回宋营

浙江卫视播出《食在囧途》

这盘菜最可口的是“人情味”
姜晓飞

2017年北京电视台春晚将于鸡年大年初一（1月28日）
19∶35在北京卫视、北京电视台文艺频道和北京电视台青
年频道同步播出。

电视台副总编辑艾冬云介绍，北京台春晚将以家国情
怀贯穿主题，汇聚正能量，体现万物勃发、欣欣向荣的新春
寓意，以北京作为首都的时代气息和发展变化，体现京城
的皇城文化、京味儿文化与移民文化，打造一台欢乐温暖
的春节联欢晚会。

晚会的一大亮点，是从 2017年丁酉鸡年开始，故宫博
物院将每年在北京台春晚展示数件与当年生肖相关的珍
贵文物，这意味着在2017北京电视台春晚上，观众将看到
蜚声海内外、难得一见的故宫博物院的珍贵馆藏。通过

《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的文物修复师们也将出现在北京
台春晚的舞台上。总导演段嶸介绍，今年北京台春晚将在
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录制，舞台变成了360度全景，
观众与演员围桌同坐、互动表演，呈现家庭、亲友共聚
过年的情境。参与北京台春晚的演艺明星包括成龙、李
玉刚、邓紫棋、大张伟、王凯、小宋佳、杨立新和杨王
力父子、毛阿敏、李菁、高晓攀、吴镇宇、郭冬临、白
凯南、杨少华、杨议以及开心麻花团队等。 （小 苗）

从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复杂的社会语境、艺术语境
分析，《长城》和《我不是潘金莲》的创作都是关于艺
术、技术、资本、权力、政治、市场的多重博弈，其
间彰显的二人努力的方向各异，并且与二人的创作前
史也不无关系。

张艺谋出道的1980年代，电影界充斥着作者电影
的理想主义光芒，第五代自然而然地扛起了艺术复兴
的大旗，在国有电影体制的黄金岁月里短暂树立起独
有的影像美学。冯小刚上世纪80年代中期虽已在影视

圈崭露头角，但风格迥异于第五代的学院派作风，其
创作深受通俗文化的影响，充满平民趣味。因而在
1990年代风云突变，大众商业文化渐趋主流时，冯小
刚则比第五代导演更为轻巧地完成了市场化转型。
1994年，可以说是二人艺术生涯共同的分水岭，张艺
谋夺得戛纳评审团大奖，到达其艺术电影造诣的高
峰，但由于各种原因却又另辟蹊径，多少有点义无反
顾地向商业主流靠拢。而冯小刚则以《永失我爱》从
电视剧转战大银幕，文艺青年式的悲情故事并未获得

市场青睐，反而是次年的《甲方乙方》建立了“冯氏
喜剧”模式并开启了大陆的贺岁档电影文化。商业转
型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电影本体的讨论式微，娱
乐话语开始彰显乃至膨胀，关于导演之于商业和艺术
的身份边界在其后20年里也逐渐变得模糊。张、冯二
人都有着对商业电影和市场资本的敏锐洞察力，但是
个人化创作形成的既定印象，决定了二人在产业化时
代面临的批评遭遇。这也将会是中国电影在接下来很
长时间的矛盾命题。

中国人爱说“民以食为天”，“吃”可
以说是国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最近，
原创轻喜剧美食节目《食在囧途》凭借
有丰富想象力的各式美食及令人捧腹
的欢乐情节，吸引了观众的注意。

由真乐道文化、恒顿传媒出品的
《食在囧途》是浙江卫视于 2016 年第四
季度推出的全新综艺节目。“老板”徐峥
开张宴客，宋小宝、尹正、郭麒麟、伊一
等捧场，在每期一个全新主题下，带领
观众吃四方，具有让观众流口水60分钟
的魅力。

随着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加快，不少
人产生了疲惫感，似乎人生除了生活和
工作的压力，早已没有了乐趣。但《食
在囧途》却实实在在地提醒我们“生活
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数之不尽的美
食”。从卤味、粽子、大食堂的包子，到
时下最流行的分子美食、“黑暗”料理，
节目奉献了不少“好菜”，而且和以往追
求“高大上”菜品的美食节目不同，这档

节目更乐于将镜头对准百姓餐桌，而且
兼顾了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其中的
美食让人耳目一新：搜寻到15家航空公
司的飞机餐进行品尝和比较，驱车前往
国内“最好吃的服务站”，在上海戏剧学
院食堂里回味十几年未变配方的包子，
请各大学食堂的大厨制作传说中的“黑
暗料理”，看“90 后”制作“猪大肠灌香
蕉”……这些举动看起来有些疯狂，但
这些食物也让观众对“吃”有了全新的
认识。

综艺节目往往专注于争抢明星资
源，其实素人往往能为观众带来不一样

的亮点。生活中最普通的食物背后，往
往蕴含着温暖的人情故事。十几年如
一日制作包子的食堂大姐，为南来北往
的司机提供饮食的服务站店主，放弃优
渥工作投身饮食行业的“90 后”名牌大
学高材生……有了这些美食缔造者们，
我们才会多了很多生活的乐趣，这也是
节目组对于每一位平凡的美食工作者
的人文关怀。

有人说美食是一种“共情”，可以
超越种族和语言。《食在囧途》 拓宽了
美食综艺的表现形式，为后来者提供
了更开阔的思路。 徐峥在上海戏剧学院食堂节目现场

曾有人抱怨，在国外，古稀导演坚持创作是司空见惯
的事情，近如雷德利·斯科特79岁续拍《异形》和《银翼
杀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年逾80仍践行每年一部美式
主旋律。但在中国，大多数导演的创作似在中年就已停
滞，鲜见老年有为者。然而，2016年底，66岁的张艺谋
和 58 岁的冯小刚双双拿出新作，并持续发酵为市场热
点。从自我创新的角度来看，两位导演在当下复杂多元的
中国电影市场，依旧坚持突破和超越自我，试图延长艺术
生命，在中国电影界已属难能可贵。不过几乎是注定的命
运，两部电影所获得的市场评价褒贬不一，两位导演也再

次身处商业与艺术的舆论“围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电影

市场陷入低迷之际，张艺谋和冯小刚长期处于中国电影的
风口浪尖之上，与陈凯歌一道演绎着“三国演义”的独特
风景线，并都曾在关键时期引领中国电影的走向。张艺谋
和冯小刚的创作旨趣和影像风格不尽相同，却分别营造了
中国电影的导演品牌和票房神话。纵观二人的创作生涯，
都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其创作路线巨大的美学、思想和价
值差异，是他们一代电影人基于个人的艺术探索在主流电
影市场转型期的直观体现。

张艺谋所代表的是正统艺术电
影体制下的电影人不断“去个人
化”，并向主流商业电影渐进的过
程；冯小刚则恰恰相反，是从作为
大众的通俗创作层面不断地拓展人
文反思界面，进而凸显自我艺术个
性的努力。二人新作均可谓逆水行
舟的极致，因此也导致了观众的不
解乃至“愤怒”：一向有着艺术追求
的张艺谋竟然放弃了个人化表达而

“堕落”为特效大片导演，而向来以市
场优先的冯小刚却在现实主义的外衣
下挑起了美学实验的重担。事实上，
两位导演及其作品都是在一贯的主流
商业电影的框架内进行探索，并拓宽
了中国电影创作的深度和广度。

张艺谋和他的 《长城》 无疑是一
次“去作者化”的创作博弈，这是向
全球输出“中国形象”尝试的必然代
价。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佼佼者，
中国式大片的开启人，奥运会的开幕
式导演，张艺谋多重精英身份的交叠
使其在文化舆论场中的位置备受瞩
目，甚至无形中背负了中国文化代言
人的角色。这种全能印象也招致了观
众对 《长城》 的情绪化批评。事实
上，张艺谋在 《长城》 中被压制的创
作权力使其区别于以往，需要我们重
新建构评价话语及其评价体系。好莱
坞的工业标准大幅限制导演权力，张
艺谋也无法逃脱这种宿命。他本人也
一再强调，《长城》作为一线好莱坞的
重工业产品，在制片过程中自己能够
掌控的东西有限。我们应该注意到，

张艺谋是大陆第一位与好莱坞达成 A
级商业类型片合作的导演，《长城》也
是迄今体量最大的中美合拍电影。这
种工业试水的先驱行为，其重要意义
并非美学旨趣的突破，而是为工业技
术、标准尤其是中国电影工业化升级
换代探路，本身具有前所未有的风险，
可以说是张艺谋“难以承受之重”。

《长城》更像是张艺谋在当前中国
电影产业化转型语境下深入好莱坞体
制的一次探索，而该片中凸显的制片
权力和文化势差的矛盾将成为中美双
方在未来长期合作过程中持续博弈的
焦点。张氏作品的话题性仿似天生就
与国际影响力挂钩，无论是个人化的
艺术创作或是随产业化转型后的商业
探索，从《红高粱》到《英雄》，再到

《金陵十三钗》，都引发了舆论热议。
《长城》是一部有中国电影人和电影资
本介入的“好莱坞电影”，因此基于对
张艺谋过往个人化电影作品的认知而
对影片做出的评断，与喧嚣市场化背
景下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现状形成的错
位，使得 《长城》 在当前中国影坛的
处境颇为尴尬。

现实主义精神在冯小刚电影中有
着强烈一贯性和一致性。从早期的

《甲方乙方》《手机》 到近年的 《集结
号》《唐山大地震》，其作品对现实的
讽喻思考一脉相承。在保持内容写实
的基础上，《我是潘金莲》 将现实主
义表达以实验性的美学形式包装，多
了韵味，也多了寓意。影片画幅所产
生的疏离效果将其故事从纪实风格的
原著文本中抽离，并通过精心的叙事
安排，实现了既指涉现实又疏离现实
的叙事策略，整体上建构了一种“有
意味的形式”。

冯小刚与他的 《我不是潘金莲》
是一次独树一帜的创作博弈。他尝试
在影片中将当代中国浓缩为一个矛盾
的空间体，在美学上打破了主流画幅
标准，题材上摒弃了普法宣传的主旋
律手法，内容表达上则突破了正面宣

教的固有程式，并意图借此
指认自己的导演身份和艺
术思考。

影片的美学探索主要
集中在方圆画幅呈现上。
圆形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古
典绘画暗合，画面透视关
系的改变也使观众聚焦于
对“人”的体察。视听语
言的结构对应并加强了叙
事文本的结构。影片叙事
分别由两组圆方画幅段落
构成，前后相隔十年，两组
时空形成了相反的主被动
人物关系。事实上，无论圆

形或是方形，构图的和谐感与事件本
身的冲突性形成了另一重形式与内容
的反讽。这种精巧的视听语言规划，
弥补了冯氏电影过往通俗化的形式影
像，并重新包装了其经过审慎思考的
现实主义讽喻。

《我不是潘金莲》形式和内容的嫁
接创意虽略显生硬，但仍较恰切地将
形式层面的思考和内容层面的选择性
批判巧妙“缝合”。这是当代中国导演
的另一重艺术梦想。冯小刚巧妙地在
现实区间与创作自由之间寻找到平衡
点，其形式和叙事都是经过多方博弈
努力得来的结果。这种巧妙的题材把
控和形式进取也完成了冯小刚的艺术
梦想，影片在多个国际电影节展上获
得奖项意味着影片艺术风格被认可，
也化解了冯小刚内心深处积压多年的
某种“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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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北京电视台春晚“系住美好”

国产动画片《超能龙骑侠》在京放映

冯小刚

张艺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