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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
期，至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是
我国侗族地区一种多声部、无指
挥、无伴奏、自然合声的民间合唱
形式。1986 年，在法国巴黎金秋艺
术节上，贵州从江县小黄村侗族大
歌一经亮相，技惊四座，被赞誉为

“清泉般闪光的音乐，掠过古梦边缘
的旋律”。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欧丑丑，这位土生土长的侗族
女儿，自任编剧、导演和出品人，
历经多年打磨，将一部以“侗族大
歌”为名的电影搬上银幕。

影片由王嘉主演，讲述了3位侗
族歌师对爱情生死相守、不离不弃
的感人故事。为了制作电影，主创
走遍了黔东南几乎所有的侗寨，并
在电影中使用了 24 首侗族歌曲，这
些歌曲全部依由侗族民间歌曲素材

创作整理而成。影片艺术顾问黄式
宪赞扬了导演对于电影艺术和自己
民族文化的热情：“欧丑丑为这部电
影的制作付出了相当多的心血，从
2010 年立项到 2015 年拍摄完成，中
间有很多次影片的制作进程受阻，

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真的非常不
容易。”

评论家向云驹说：“侗族大歌是
最早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
术形式之一，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文
化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类型。这

个题材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不应该被
放弃被忽视。《侗族大歌》是一部经历
长期打磨的作品，实属难得。”

作为一名青年导演，丑丑已经
用 10 年时间打磨出了 3 部少数民族
题材的电影，其艺术坚持和独立创
作的精神令人敬佩。中国电影家协
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饶曙光指出：“丑丑的电影一直在展
现少数民族文化中阳光的、有价值
的一面，这种艺术观值得赞扬。”他
希望反映少数民族文化的电影作品
能够进一步形成具有其文化特点的
形式。

据悉，为了让电影回归大山，
去年10月起，《侗族大歌》就开展了
从影片拍摄地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
县正式启动的乡村免费放映活动。
该活动已经进行了近8个月，放映场
次超过190场。

由王伟民执导，张强编剧，印
小天、瑛子、巫刚、陈瑾、徐小
明、刘之冰、高可儿等联袂演绎的
电视剧 《我的 1997》 目前正在中央
电视台一套播出。

电视剧《我的 1997》讲述了 1976
年至 1997 年香港回归期间，内地与
香港 20多年的岁月变迁以及以高建
国和安慧为代表的来自不同成长环
境的年轻人的奋斗历程，折射出一代
人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生活与情感
的起伏沉淀，以及他们为改变命运
而不懈奋斗的励志情怀。大时代影

响着小人物生活的轨迹，小人物的
生活也体现了大时代的精彩。

在这部电视剧中，既有赴港创
业几经波折的商海周旋，能看到两
地相互融汇的商战图景，更有两地
之间割舍不断的骨肉亲情，同时还
反映了改革开放对香港经济的提振
和带动以及“一国两制”为香港社
会带来的蓬勃气象。

为了更好地展现改革开放初期
内地、香港两地的发展变化与人情
悲欢，摄制组分别在北京、广东、
深圳、香港四地取景拍摄，精心打

造生动、真挚的时代画卷。王伟民
坦承，接拍《我的 1997》的初衷是源
于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特殊情怀，改
革开放、深圳特区建设等重大历史
事件都沉淀在他的记忆中，并最终
在剧中以特别的形式予以呈现。

王伟民导演强调：“在小人物
的爱恨情仇中再现历史的变迁，别
有一番味道。”而作为国人为之自
豪、骄傲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见证，
诸如年夜饭、流行歌曲、影视经典
等文化元素也在剧中悉数呈现，希
望能引发观众的共鸣。

1987 年 5 月 2 日晚，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开播，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红
楼热潮。一群酷似曹雪芹书中角色
的青葱演员，用本真质朴的表演生动
诠释了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人物，
成为中国观众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时光荏苒。30 年过去了，87 版
电视剧 《红楼梦》 仍然一再被提及
并重温。它已经成为影视作品的经
典。今年 6 月 17 日，87 版 《红楼
梦》 剧组台前幕后的创作者重新聚
首，并用一台纪念音乐会回馈观众。

“红楼梦中人”30年
后再聚首

最先发起这次“30 年大聚会”
的是 87版 《红楼梦》 中薛蟠的饰演
者陈洪海，活动的主要组织和策划
工作负责人是“宝玉”扮演者欧阳
奋强。30 年岁月洗礼，当年那个

“面若粉团，唇若施朱”的怡红公子
已经成长为一位成熟老道的影视剧
导演。谈到这次聚会活动的缘起，
欧阳奋强说，原本最近他的新书

《1987 我们的红楼梦》要出版，书
中写的是 87版 《红楼梦》 台前幕后
的故事。“就着这本书的首发式，我
想干脆就办一个像样的聚会和纪念
音乐会。最后得到了一些单位和公
司的支持，共同促成了这件事。”

“大聚首”的意义和时间紧迫性
不言而喻。林妹妹扮演者陈晓旭、
板儿扮演者李玥已先后辞世，“红楼
梦中人”也都不复曾经的青春容
颜，当年那个大师云集的庞大顾问
团已有若干人的名字划上了黑框，
一些前辈艺术家已年届九旬，就连
当年那些小年轻如今也已两鬓染
霜。陈洪海说：“《红楼梦》播出20
周年时，我们在央视的 《艺术人
生》 栏目团聚了一次；2014 年，我
们又在北京百望山森林公园组织了
一场小规模的聚会，大家还重游了
大观园。这次的聚会应该说是 30年
来阵容最齐整的一次。除了主要演
员，我们还把服化道等默默无闻的
幕后功臣们也请到了现场。”

在 30周年大聚首之际，这些暌
违荧屏几十载的“红楼儿女们”齐
聚一堂。王熙凤扮演者邓婕，忙前

忙后为活动出谋划策；阔别舞台 30
年的 《红楼梦》 歌曲原演唱者陈力
从海外回国，在 《红楼梦》 音乐会
上一展歌喉；探春的扮演者东方闻
樱早已转战幕后，做起了影视制作
人，她用当年海棠诗社般的文采为
聚会发来贺词：“一朝入红楼，终生
梦不醒。一群人、一部剧，书写一
个时代的记忆……三十年后聚首，
让我们再结海棠，给时间涂上香料，
让梦永不腐朽。”

敬畏之心成就87
版《红楼梦》

作为中国第一部古装电视连续
剧，87版《红楼梦》从开始酝酿到拍摄
完成、播出，前后共花费了 5 年多的
时间，还史无前例地成立了红学顾问
团，第一次以 36集电视剧的形式相
对完整地展现了曹雪芹原著的全
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谓鸿篇
巨制。剧组上下怀着一颗敬畏之
心，慢工出细活，兢兢业业创作精
品。电视剧对曹雪芹的 《红楼梦》
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及，已故著名
红学家周汝昌评价它是“首尾全龙
第一功”。

回想当年，导演王扶林说：“对
我而言，拍这部经典连续剧当时就
好比是一次从零开始的创业。我心
想：只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认
认真真去拍，拍出来一定有人看。”

王扶林不仅慧眼识珠地从全国
海选演员，还英明地选择了一个好
搭档王立平。虽然当时的王立平并
没有创作古典音乐的经验，但当他
果敢地说“我愿意把我创作的黄金
时间贡献给红楼梦”时，王扶林就
信任地把创作 《红楼梦》 组曲的重
担交给了他。王立平感慨地说：“王
扶林导演不仅能容忍我一年一个音
符也没写，还在剧组给陈力安排演
了一个柳嫂的角色，帮助她了解剧
情，深入理解红楼梦。为一部电视
剧的歌曲专门定向培养一位业余歌
手，不遗余力地调教一群生瓜蛋
子，这样的创作集体是空前的，或
许也将是绝后的。”

尽管 87 版《红楼梦》问世之初，
也有部分专家对剧本结构和剧中人

物的性格处理、命运走向略有微词，
但经过 30 年的岁月沉淀，仍然没有
哪部同题材作品能够超越并消蚀它
在观众心目中的分量。欧阳奋强说，
87版《红楼梦》的成功折射出一种“红
楼精神”，“归纳起来就是 8 个字：团
结、友爱、奉献、责任。”

不断探索经典文化再传播

1962 年，由王文娟、徐玉兰主
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风靡全国，一
时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经典唱
段广为传唱、家喻户晓；1987年，电视
连续剧 《红楼梦》 第一次呈现了原
著的全貌，使这部文学经典从阳春
白雪变成了视听化的大众文化产
品，有利于文学经典的传播，也扩
大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谢铁骊执
导的电影版 《红楼梦》 也是一部精
雕细琢的改编力作，影片云集了当
年北影厂的戏骨们和花容月貌的女
演员，可谓大投资、大师手笔、大
明星，且导演手法细腻、艺术质量
上乘，但由于影片长达6部8集，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该片整体的放映传
播。2010 年，李少红执导的新版

《红楼梦》无论在服装造型、影像科
技还是表现手法上都有许多突破和
创新，作品华美时尚，颇具贵胄之
家风范，但是由于大众认知和审美
差异等原因，标新立异的创作风格
和表现形态也引来不少争议。

北京市曹雪芹学会曾做过相关
统计，有近七成国民接触过 《红楼
梦》及相关作品，有32.8%的人看过

《红楼梦》 作品原著，有 49.6%的人
看过电影、电视、曲艺及舞台形式
的《红楼梦》。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张庆善说：“87版《红楼梦》的这份
绵长是与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密不可分的。在如今这个多
媒体网络时代，怎样阅读经典、创
作经典和传播经典，以便今后有更
多的经典产生，这是 87 版 《红楼
梦》 给社会释放的信号和带来的思
考。”从这个意义上说，87版《红楼
梦》 开播 30周年大聚首既是对经典
影视作品的记忆和重温，也为经典
文化如何在当代更好地弘扬和传播
提供了新的注脚。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
病逝，我们都感到十分惋惜。唐
杰忠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
默默地甘当绿叶，精神可嘉，行
为可赞，境界可佩，人格可学。

有人说，相声找搭档比找个
媳妇还难，两个人业务上要有默
契，相互之间要能容忍。我觉得，
难找，主要是找合适的捧哏难。
捧哏，“赞、疑、吐、惊”，核心是个

“捧”字，就是配合，跟逗哏要有良
性互动，最好是能达到“心有灵犀
一点通”的程度。如果说逗哏是
枝头红花，而捧哏呢，就是款款的
绿叶，绿叶无言，不争不抢，放低
姿态，乐当衬托。

目下，有的相声演员，无论
逗哏、捧哏，一上台都像打了鸡
血一般，互不相让，瞪着眼抢
词，整个段子被破坏了，没了整
体美，没了和谐。抢的毛病，往
往出在捧哏身上，捧哏不甘寂
寞，唯恐被逗哏掩盖了自己的光
芒。而唐杰忠则不然。

唐杰忠和马季从 1959 年开
始 合 作 ， 一 直 到 上 世 纪 80 年
代。唐杰忠心甘情愿地站在捧哏
位置上，自己心里从没有觉得不
舒服。他曾说，“因为刘宝瑞老
师教我们的时候就说，捧逗是一
家，捧逗就是‘一棵菜’，没有
捧就没有逗，就不可能成为一个
节目。”马季获得了中国曲艺终
身成就奖，唐杰忠就和自己得了
奖一样激动，夜不能寐，半夜起
来写了一首“唐诗”——唐杰忠
的诗，恭贺马季获奖。

总是盼望搭档好，搭档好就
是自己好，推心置腹，一心一
意，不掺杂质，这是真正捧哏的
态度，一种大度；总是盼着自己
参与的相声好，逗哏、捧哏是一
个整体，为了这个整体，可以奉
献自己的所有，毫无保留。这才
是绿叶精神。

唐杰忠与姜昆合作，继续当
绿叶。唐杰忠年长，姜昆年轻，脾
气不同，一静一动，一缓一急，但
多年磨合，熬成了一块清爽可口、
醒脑提神的“姜糖”，唐变“糖”，

“糖”黏“姜”，“姜”黏“糖”。《虎口
遐想》《电梯风波》《学唱歌》《着

急》《重大新闻》等脍炙人口的相
声，就是在唐杰忠这个绿叶的衬
托下，成为了老百姓上好的精神
食粮。

后来年纪大了，唐杰忠主动
提出跟姜昆“分手”。说起两人分
开，姜昆曾言：“唐杰忠老师跟我
说，姜昆，我觉得你得找一个新的
搭档了，我跟不上你了，你节奏太
快，一个月得跑 10 好几个地方，
一会儿奔西藏，一会儿又出国了，
一会儿又去‘老少边穷’地区了，
事也很多。我要是老这么跟着你
的话，估计得拖你的后腿，找个年
轻人吧。”唐杰忠还主动把戴志诚
举荐给姜昆做搭档。主动让贤、
让路、让位，从艺术发展考虑，从
大处着眼，退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上。一“让”而境界出。

一般人选择，可能都愿意当
红花，红花耀眼，红花醒目，红花
惹人喜爱，红花曝光率高。但是
都当红花，如果没有绿叶衬托，红
花也就没有了美丽。正是枝头的
一片片绿叶，摇曳在风中，献上那
一抹绿色，那一点红，才更红艳。

甘当绿叶，不争不抢，不急不
躁，一时一地，可能容易做到，但
是一生一世都保持这样的姿态，
就很不容易。唐杰忠做到了。他
自己说，他的成长，得益于自己老
师刘宝瑞的言传身教，“刘老师教
我，除了传艺以外，我没有付任何
报酬，也不交学费，也没有什么回
报。他的心胸非常宽广，可以说
是海纳百川。”刘宝瑞为了推自己
的徒弟，还给唐杰忠当过捧哏。
师父的身教，化作徒弟的成长养
料，而当徒弟成了师父，也开始
教徒弟的时候，这个“绿叶师
父”，就把绿叶精神传下去。比
如，对徒弟巩汉林，唐杰忠千方
百计帮他找朋友到北京发展，还
帮他在北京借了房子。后来看巩
汉林演小品演得好，就从心眼儿
里为他高兴，对他特别宽厚。绿
叶精神就是这样悄悄传递着。

角色无大小，境界有高下，
把自己的角色做到家，横到边竖
到沿，不偷懒、不懈怠、不摇
摆，绿叶款款衬红花，这种绿叶
精神就永远不会凋谢。

舒适区，被认为是一个人能够最
大程度发挥自己实力的区域，而走出
这片区域，或许会露拙，但那种突破
的畅意和真实的反馈却是在舒适区里
无法体验的。

日前，由东方娱乐、元纯传媒合力
打造的国内首档艺人演艺竞技节目

《挑战的法则》正式播出。节目首次聚
焦“全能综艺人”，塑造户外竞技加棚
内竞演“1+1”新模式，邀请嘉宾通过
层层考验来追寻自我，为综艺人打造
崭新舞台。除了定位新颖，更令人瞩
目的则是节目对“突破自我”的注重。

首期户外竞技单元中，节目就将
6 位嘉宾打回到培训生的从头开始、
从艺经验全部归零的状态。面对这样
的定位，嘉宾们个个认真对待。潘玮
柏、戚薇、刘维向老年合唱团讨教演
唱技巧，被指出错误时微笑接受，然
后反复练习。他们能随时调整心态学
习知识的态度，也可以视为一种突破，
而且让观众看到了明星面对考验、面
对梦想，同样全力以赴的态度。

第二期的棚内竞演中，为了能使
演出达到最好效果，6位嘉宾都没有

保守，而是主动挑战自我：潘玮柏放
弃拿手曲目，更改曲风；大张伟尝试
现场演奏，串烧音乐；戚薇挑战独幕
献唱；刘维挑战自我音域；乔杉不演
喜剧选择跨领域去唱歌；于小彤更干
脆，选择了几乎没有在舞台上演出过
的黑光剧。虽然从效果来看，这样的
演绎多少是有瑕疵的，但他们的态度
却让观众感受到了嘉宾的诚意。

节目也坚持了对“真实”的呈现。
节目全程真实记录舞台竞演环节，将
嘉宾打磨和修炼的过程完整呈现，没
有重录，没有选择最完美的画面。于
是才有了乔杉中途忘词，被大幕挡住
全身依然坚持表演的画面。正是这样
的“真”，让观众有了新鲜感。

好的作品是入心的。综艺节目也
一样，需要以真实、诚恳的态度制作
内容、传递情感。成功不可能一帆风
顺，哪怕前一秒掌声环绕，下一秒也
有可能遭遇挫折。嘉宾们也一致信
奉：哪怕露了拙，没关系，重新再来
就行。这样的历练和成长所引发的共
鸣，属于每一个热血奋斗者，所以节
目播出后才能引发广泛共鸣和讨论。

东方卫视播出《挑战的法则》

颠覆或许露拙 真实难能可贵
□谢燕南

◎墙内看花

角色无大小，境界有高下
□逄春阶

让艺术之梦永不腐朽
□赵凤兰 文并摄影

小人物折射大时代

《我的1997》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谢 伟

印小天扮演的男主角高建国

传递民族精神 留存民族瑰宝
□文 依

《
侗
族
大
歌
》
剧
照

导演王扶林

宝玉扮演者欧阳奋强（左）和贾
蓉扮演者杨俊勇

作曲王立平（左）和歌曲演唱者陈力

贾迎春扮演者牟一（左）和邢夫人
扮演者夏明辉

贾探春扮演者东方闻樱

从
左
至
右
：
戚
薇
、
潘
玮
柏
和
刘
维

在
节
目
中

87 版《红楼梦》中的宝黛（欧阳奋
强、陈晓旭饰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