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凤飞墨舞—!"#$年清墨礁书画院
书画展”今天在曹杨路 %#&号 &楼上海海派书画
院揭幕，刘振元、王宏喜、刘小晴、张森、许艺城、潘
宝珠、陈燮君等 $"位书画家展出书法、人物、山
水、花卉等近 '"幅作品。 （吴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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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江左风华———乌镇
雅园当代艺术邀请展”近日揭幕。肖谷、李磊、周长
江、桑火尧、张永和、白明等 !(位具有代表性的当
代艺术家参加了此次展览。

展览作品包括水墨、油画、陶艺等艺术形式，
这些艺术作品形式语言虽不同，但都具有深厚底
蕴和人文精神，与乌镇这座古老的小镇气息相通。
此次展览的视角和具有东方气质的艺术品，让观
众深切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意蕴。

昆曲电影#花落梦深处$首映

看上去更像一部MV

!凤飞墨舞"书画展揭幕

“江左风华”邀请展举办

! !双头鹰经典"第 !辑

! ! ! !汤显祖曾说：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深。时至今日，还有多少人相信，
你的他或她仅通过一个转身的对
视，就可以生死与共。曾经，《牡丹
亭》中的杜丽娘可以，如今，《花落梦
深处》中的邬墨夕也可以。近日，导
演吴琴新作《花落梦深处》在上海影
城首映，这部取材于昆曲名剧《牡丹
亭》、糅杂现代电影手法和昆曲艺术
的作品，究竟是何模样？

拍摄很大胆
近年来，国产影片在题材选择

上多为单向，即依据影片类别而编
排情节。《花落梦深处》的大胆之处
在于打破了常规，将情节与中国传
统戏剧昆曲相结合。
导演吴琴的作品一向以女性视

角而闻名，《九号公路》《从哪来，到
哪去》的风格细腻唯美，给人以独特
的视觉感受。《花落梦深处》延续了
这种感染力，整部影片精致、雅致，
糅合了自然山水与传统人文：小桥
流水人家的江南、绚丽古典的牡丹
花海、精致典雅的传统服饰、饮食以
及具有深厚功底的昆曲表演……加
上滤镜的渲染，影片呈现出一种美
轮美奂的中国古典意境。

如表现邬墨夕和上束歉相遇
的桥段，导演用一朵粉色的牡丹花
瓣引出一片花海，着一袭青衣的女
子款款而行。蝴蝶随风飞舞，花瓣
在空中飞扬。天色暗沉，她惊恐地
倦缩着，当那一片粉色的花瓣飘到
眼前时，她口中喃喃地唱起一首昆
曲：“寂寞牡丹，盛开一抹嫣然；孤
独的人，怎令芳心震颤……”镜头
如梦，幻化出一场信守执念的美
好。玉茗小镇扑朔迷离的传说与现
实，在戏里交汇，在现实中寂灭，让
人久久回味。

叙事可加强
昆曲的细腻缠绵非常适合演绎

情感的百转千回，片中人物与昆曲
生旦亦很贴切。导演追求用现代的
视角来解读传统艺术、展现人物的
精神世界，因而所用的呈现手段极
为丰富、细腻。可是，也正因为对于
昆曲的过度依赖，让该片的氛围渲
染占据了主体，连带削弱了剧情，使
得整部电影看上去更像一部 )*。

近年来，随着昆曲艺术的日渐
回暖，不少导演借助电影载体向世
界彰显我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花落梦深处》可以说是戏曲电影
范畴外的一次大胆尝试。中国的戏
曲、建筑、服饰等古典美学，被导
演借助现代的镜头语言呈现在银
幕上，所表达出的对昆曲的情感让

人动容。但在古老的昆曲艺术之
外，如何让作品的剧情更接地气，
让电影更像电影，则是值得进一步
探索的。

本报记者 张艺

! ! ! !“双头鹰”是俄罗斯的国徽图案，它一
头望着东方，一头望着西方，象征着横跨
欧亚大陆的国土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
黄金时代的俄罗斯文学曾经是中国当代
文学的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我们对于普
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
基、契诃夫等俄罗斯文学大师作品的熟悉
程度超过了许多西方作家的作品。浙江文
艺出版社推出的“双头鹰经典”，收入了
!+世纪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时期）一流作
家的作品。近日，“白银时代的伟大作家与
不朽作品———‘双头鹰经典’第 ,辑首发
式”在上海举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孙
甘露，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文学研究院
院长郑体武，翻译家、浙江文艺出版社上
海分社社长曹元勇来到现场，一起回望俄
罗斯的白银时代，向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家
与不朽作品致敬。

非主流作家的非主流作品
“双头鹰经典”第 ,辑收入了布尔加

科夫、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安德列·别雷、
布宁、安德烈耶夫等的作品。其中《逃
亡———布尔加科夫剧作集》，属国内首次
大规模翻译引进。布尔加科夫因《大师和
玛格丽特》等小说而为中国读者所熟知，
他不仅仅是一位小说家，也是 !"世纪最
重要的剧作家之一，是俄国继契诃夫之后
最卓越的戏剧大师。《逃亡》一书收入了布
尔加科夫的七部剧作，除《逃亡》《土尔宾
一家》《莫里哀》之外，还有《卓伊卡的住
宅》《紫红色岛屿》《伊凡·瓦西里耶维奇》
《巴统》四部新译作品。丛书还收入了布尔
加科夫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莫里哀先生
传》《大师和玛格丽特》，后者采用徐昌翰
的译本，译笔灵动活泼，文采斐然。《莫里
哀先生传》是布尔加科夫为自己热爱的大
师写的传记体小说，曾于上世纪 '"年代
出版，绝版多年。

《南十字星共和国———俄国象征派
小说选》集俄国象征派小说之精华，三
位作者分别是被扎米亚京称为“俄罗斯
的乔伊斯”的安德烈·别雷、鲁迅高度推
崇的费·索洛古勃及与普希金比肩的经

典作家瓦·勃留索夫，而勃留索夫的代表作《燃烧的天使》，正如米尔斯
基的《俄国文学史》中所说：或许是俄国最好的外国题材作品，一部十
分优秀、结构出色的历史长篇，著名音乐家普罗科菲耶夫曾将其改编
为同名歌剧。

第 ,辑稍晚推出的有《七个被绞死的人———安德烈耶夫小说选》，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万·布宁唯一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
耶夫的一生》，安德列·别雷的长篇巨著《彼得堡》，该书与普鲁斯特的《追
忆似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卡夫卡的《变形记》一起，被纳博科
夫评为“!"世纪前期西方四大小说名著”。

一个包容和开放的时代
安德烈·别雷、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布尔加科夫、布宁、巴别尔、普拉

东诺夫等 !"世纪俄苏文学大师，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但这些“非主
流”作家们，同样是 !"世纪俄罗斯雄厚、辉煌的文化成就之一环。曹元勇
认为，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下，这些不可忽略的作品，应该进入当下读者
的阅读视野。

这些“非主流”作家们所处的所谓白银时代，指的是 ,&世纪末 !"世
纪初，郑体武提出：“这正是俄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是个文化大包容、文
化大开放的时代，那个时期的文学和艺术普遍具有开放的世界情怀，文
学、艺术也出现了大融合趋势，那时的诗人，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很多诗人
还有高度的音乐修养。”俄罗斯的哲学也很有文学性，文学又包罗着历史
和政治，鲁迅就曾深受白银时代的影响。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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