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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根据老舍同
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二马》，将于4月7日
至 4 月 9 日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与观众
见面。这是该剧继去年在北京、上海两
地火爆上演之后，今年在国内舞台上的
首度亮相。

幽默反映中西文化冲撞

老舍小说《二马》讲述了1926年一
对中国父子在英国伦敦的遭遇和经历。
这部小说以从中国前往英国伦敦的老马
和小马为主要人物，讲述了“二马”与
温都太太和小姐的爱情以及华人在伦敦
的境遇，于“京味儿”和“英伦范儿”的配
搭之间，演绎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异国
故事。

曾有人幽默地比喻 《二马》 是一部
1926年版的“当北平遇上伦敦”和“傲
慢与偏见”的京味串烧版。小说中，老
舍用诙谐的笔墨描绘了老马和小马这两
个标题人物：老马虽然上过洋学堂，还
入 了 洋 教 ， 却 是 一 个 不 折 不 扣 的 官
迷。大哥客死后，老马和儿子小马前往
伦敦接手马家古玩店，官迷老马不情不
愿地变成了小商人。在伦敦，老马和小
马父子分别爱上了房东温都母女，由此
产生了一系列生活冲击和情感关联。

《二马》 是老舍继 《老张的哲学》
《赵子曰》 后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他回
国前在伦敦写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他将
西方文学叙述方式与中文小说相结合的
一次尝试。与人们熟悉的 《骆驼祥子》

《四世同堂》 等作品相比，《二马》 并不
含有太多悲凉的色彩，而是用细腻幽默
的笔触，将中西交错的异国情缘、英国
的风土人情悉数展露，是老舍亲历中西
方文明碰撞后对国民性的深刻反思。

“看完你觉得‘土洋土洋’的，那感觉
就对了。”话剧 《二马》 导演方旭表
示。在他看来，“ 《二马》 里京味儿风
趣与英式的幽默，活脱脱就是两块面对
面的哈哈镜”。

全新方式解读经典作品

话剧 《二马》是这部小说在舞台上
的首度呈现，也是方旭自 《我这一辈
子》《猫城记》《离婚》 之后，与老舍作
品第四次结缘。据方旭介绍，之所以选
择《二马》这部作品是因为这个题材特别
当下，他从老舍的嬉笑怒骂中看出人生
的悲凉，从中西爱情的碰撞中瞥见了人
际情感中永存的傲慢与偏见。

不过相对于老舍其他作品来说，《二
马》的对白更少、心理活动更多，改编难

度很大。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方旭
选择了游戏的方式——从原作中的戏剧
性、幽默性出发，以游戏的态度进行二度
创作。他用硕大的报纸布景作为分幕的
间隔，将所有情节变成了台词。在引人
关注的温都母女的选择上，更是出人意
料地用两名男演员反串出演。

“中国人演外国戏，弄不好就夹
生，因为谁都知道你是中国人。我就想
能不能躲开这个事儿，索性也不是中国
女演员演外国女人，那就走得再远点，
用男人来演女人。”方旭表示。这种反

串不是恶搞，而是用一种写意的方式，
去柔和这种难度，去淡化性别界限。

“如果老舍先生看了，一定会乐出
声儿。”该剧艺术顾问、表演艺术家斯
琴高娃说。该剧文学顾问舒济表示，在
方旭的话剧舞台上，可以看到他是如何
把 《二马》 的中英民族性里的褊狭与浮
浅消解在笑声中的。虽然在当今经济全
球化时代，中国人对西方已经不那么陌
生，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依旧存在，这
正是 《二马》 这部近百年前作品的当下
性意义所在。

一部谭家史，半
部京剧史。今年是
京剧名家、谭派创
始人谭鑫培诞辰170
周年，也是他的孙
辈 谭 富 英 诞 辰 111
周年。为纪念这两
位京剧大师，北京
京剧院将联合天津
谭派艺术基金会共
同举办主题为“历
史辉煌·今日精彩”
的经典精品剧目展
演。

作为京剧界鼻
祖，谭鑫培改变了
原来京剧舞台上直
腔直调的唱法，创
造 了 京 剧 低 回 委
婉、旋律丰富、于
遒 劲 中 见 柔 美 的

“谭派”唱法，为京
剧唱遍全国、升华
为 国 剧 奠 定 了 根
基，至今行业仍有

“无腔不学谭”的说
法。谭富英是北京
京剧院建院的创始
人之一，在其父谭
小培 （谭鑫培之子） 和老师
余叔岩的教导下继承“谭
派”和“余派”风格，发挥
自己的艺术特长，形成了酣
畅淋漓、朴实大方的唱法，
创立了“新谭派”。

据谭门第六代传人、天
津谭派基金会理事长谭孝曾
介绍，经典精品剧目系列展
演 将 于 9 月 6 日 —20 日 举
办，由京津沪三地名家王
平、王立军、张克、奚中路、韩
胜存和谭孝曾、阎桂祥、谭正
岩等领衔，阵容之强为近年
来鲜见。所演剧目都是经典

传统剧目，既有谭
鑫培成名作 《定军
山》，又有谭鑫培在

“同光十三绝”中武
丑 扮 相 的 《恶 虎
村》、当年以六合刀
传 为 舞 台 佳 话 的

《翠屏山》，以及多
年未现舞台的 《朱
砂痣》等等。

提 到 这 次 演
出，北京京剧院院
长李恩杰表示，以
往的纪念演出往往
是向政府申请项目
批钱，而这次展演
完 全 是 商 业 运 作 ，
全 部 面 向 观 众 卖
票。“纪念艺术前辈
重要的是在今天的
历史条件下，探寻
他们曾经创造历史
辉 煌 的 原 因 和 规
律，使我们今天能
够找到传承京剧艺
术，弘扬国粹艺术
的办法。此次我们
全部以商业方式来
运作，这样本身也

是为了遵循艺术规律，因为
京剧艺术本来就是源于市场
才辉煌的。”

除经典精品剧目展演
外，纪念谭鑫培诞辰 170周
年、谭富英诞辰 111周年活
动还包括：京剧电影《定军
山》 将亮相 2017 第七届北
京国际电影节；修缮谭鑫培
故居博物馆；由戏曲理论
家、评论家和宝堂编著出版
书籍；在谭鑫培诞辰日即 4
月 23 日，赴武汉江夏谭鑫
培公园拜祭、演出并举办收
徒仪式。 （郑 娜）

日前，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和
保利文化集团联合推出的公益性展览“十九世纪法国传
教士手绘中国鸟类图谱”展在保利艺术博物馆举行。恰
逢北京第 36 届“爱鸟周”，本次展览展出 746 张鸟类图
谱，涉及鸟类 416 种，将鸟类这一自然界精灵，用传统
艺术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些
鸟类图谱展现出大自然之美，并见证了 19 世纪中法两国
的交流历史。 （赖 睿）

近日，娱乐工场在北京举行主题为
“合乐布围——聚合、娱乐、布局、围猎”3
周年发展论坛。娱乐工场是娱乐文化产
业领域成长速度最快、投资项目数量最
多、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天使投资机构。
成立 3 年以来，投出了米未传媒、昆仑
决、自在影业、七娱乐、淘梦网等近100
个项目，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市场上颇具
影响力，并不乏新三板挂牌、估值翻倍
高达几十倍上百倍的项目。

娱乐工场创始人张巍在论坛上表
示，娱乐工场未来依旧会聚焦在影视、

体育、游戏、演艺、音乐、时尚六大领以及
与此相关的消费升级领域的投资机会，并
开始覆盖从天使到 A轮的投资阶，加大聚
合、娱乐、布局、围猎的力度。文化娱乐产
业将是未来值得看好的繁荣行业，娱乐工
场一定能够会继续“合乐布围”。娱乐工
场有限合伙人徐小平、马东等人出席当天
论坛并发表演讲。华谊兄弟、昆仑决、泥
泞跑、懒熊体育、亦客、界内、米未传媒等
创始人，也在圆桌环节围绕泛娱乐领域未
来发展趋势及资本布局思路、投资及创业
心得等进行了分享和探讨。（文 纳）

由中国文化院、北京三智文化书
院、九江市佛教协会主办的“庐山论
坛——佛教与中国文化峰会”，将于 4
月22至23日在江西九江举办。论坛主
题为：佛教与文化自信。下设 4 个议
题：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佛教与文
化自信；九江佛教的历史传统；中国
佛教的未来发展。论坛将邀请30余位
来自大陆和港台等著名高校与研究机
构的佛教专家学者以及著名寺院的高
僧大德，围绕论坛主题展开对话与演
讲。论坛组委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指出，要大力加
强中国佛教在世界的影响力，让世人
知道中国才是世界佛教的中心。近代
欧美了解佛教、禅宗，都是通过日本
人，而中国佛教一直徘徊在世界文化
圈之外，现在到了中国佛教挺起胸膛
的时候。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永指
出，国家宗教事务局高度关注、大力
支持此次论坛的举办，希望中国佛教
能够与时俱进、总结经验，更好地适
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提升佛教中国化
的新境界。 （尹晓宇）

娱乐工场举办文娱创投发展论坛庐山论坛将聚焦佛教与文化自信庐山论坛将聚焦佛教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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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二马》

演绎京味风趣与英式幽默
□本报记者 郑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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