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家汇大修道院在
徐汇区政府大院内，先前
正式对外开放整个建筑
的底楼，成为公共文化空
间———因而，徐汇区政府
大院成了首个对市民开
放的政府大院。

徐家汇大修道院距
今已有 !"年历史，共四
层楼高，底楼之前是徐汇
区检察院办公地，目前一
层开放区域为徐汇区展
示厅，二至四楼仍是徐汇
区政协和区人大常委会
的办公用地。作为城市管
理机构办公和市民活动
的公共建筑，徐家汇大修
道院就如同国外许多的
市政厅一样，从政府官员
到普通市民都可以使用
它。在开放大修道院底楼
的同时，楼上机关依然办
公。如此，当老百姓走入
古建筑的同时，也会瞥见
政府机关的办公情形
……
开放徐家汇大修道院，有利

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再利用以及
文化传承。如何让历史建筑成为
城市生活的新名片，早已是当今
世界各地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新
课题。上海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历史建筑资源相当丰
富，但其中不少历史建筑目前都
是政府机关的办公地。这类建筑
如仅作办公使用，并不利于文化
传承，对建筑本身的保护和再利
用也缺乏一定延续性。文化传承

要靠人来讲故事，但讲故
事的前提是要让老百姓进
得来。开放历史建筑空间，
让人们近距离观察和触摸
砖墙石瓦，更能调动全社
会保护历史建筑的热情。
人文之城要靠城市历史文
化的“背景”与市民会心的
默契来共同实现。人，创造
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同时，
城市的历史文化也陶冶着
人的精神。让市民游走在
城市中，置身于历史中，方
能留住城市的文化基因。
历史建筑的利用不能

以简单获取经济利益作为
首要目的，也不能同大众
隔离起来，而应力求功能
的多样化，满足不同的社
会需求。历史建筑再利用
的价值在于既维系城市历
史发展的延续性，又使建
筑遗产再次融入到经济、
社会的发展中，成为具有
活力的、与城市共同发展

的一部分。文化和文物部门在主
导历史建筑再利用的工作中，应
以人为本，突出建筑遗产的公益
属性，支持、鼓励当地民众参与保
护与利用的过程，让成果给社会
分享。
未来的上海，应加大历史建

筑的开放力度，揭开它们的神秘
面纱，将其变身公共文化展示场
所；同时，让市民走进来，了解老
房子背后的故事，感受海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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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陈云同志说过：“新书三分好，
就要给掌声。”近日听了上海评弹团
的原创中篇评弹《林徽因》，感觉它
以崭新的表现手法，融入了德国戏
剧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在展
现林徽因传奇一生的同时，展示了
她的才情、恋情和爱国之情。
故事是在一个绝色才女和三个

真心爱慕她的杰出男人之间展开
的，但却没有写成一个低俗的多角
恋爱。编剧对林徽因和徐志摩、梁思
成、金岳霖之间的感情描写和处理
很正派，很感人，也很有分寸。《林徽
因》告诉人们：对于感情应该十分珍
惜爱护，爱一个人就要一生一世。爱
得慎重，就会爱得恒久。
《林徽因》之所以获得成功，我

以为在艺术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
是演员的表演充分体现了德国戏剧
家布莱希特所提倡的“间离”效果。
黄佐临曾说过：“如果说布氏戏剧与
中国戏曲有相似之处，那么江南评
弹更接近布莱希特。”一个评弹演
员，一会儿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现
在观众面前，一会儿以第三者的身
份发表一些评语、感想，跳进跳出，
若即若离，说法之中现身，现身中说
法；观众也在动情中思考，在欣赏中
共鸣。这就是布莱希特谋求戏剧的
“间离效果”。

第一回《康桥别恋》开场，在极
具华彩的舞台上，一桌两椅改为一
桌四椅。黄海华饰刘海粟和梁思成，

郭玉麟饰演金岳霖和胡适，陆锦花
饰凌叔华，朱琳饰林徽因，坐在“太
太客厅”里高谈阔论。他们用饶有兴
味的说表，叙说了林徽因的感情生
活的经历，重点是对徐志摩的初恋
和告别。四位演员，六个角色，吴语
软糯，夹叙夹评，一会儿叙事，一会
儿化身角色，不断转换身份，不时跳
进跳出。刘海粟转换成梁思成，金岳
霖变成胡适，林徽因开场则端坐在
观众面前，旁若无人，一声不响。原
来，她是在客厅后面房内准备演讲
稿，继而听见大家对徐志摩和她的
议论，忍不住出来说话。四个人物，
忽而喝咖啡，忽而开国语，忽而说英
文，苏州话、英文和普通话的组合，
即是“江南评弹更接近布莱希特”的
有力证明。
评弹演员用英语说书，跳出角

色用普通话朗诵徐志摩的“再别康

桥”诗句，也是“间离效果”的体现。
说到动情处，林徽因转轴拨弦三二
声，已成曲调更有情，得知徐志摩遇
难的消息，一曲“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字清腔软、弹奏
灵动、表演雅逸，表露了林徽因毅然
割断与徐志摩的恋情后内心留存的
隐痛。在第三回《毗邻而居》中，饰演
美国友人费正清的演员毛新琳，用
深沉苍劲的大段唱腔唱出了费正清
对抗战前景的分析和对林徽因病情
的关切，此时，饰金岳霖的高博文冷
不丁地冒出了一句：“迭格外国人，
张调唱得嘎好！”引来全场观众如潮
的笑声和掌声。
《林徽因》突破了原有的评弹艺

术生产模式，不仅第一次有了专门
的舞美设计、服装设计，还开发制作
衍生产品。舞台设计的全新概念，在
保留评弹“一桌两椅”的传统形式下，
加入了诸多与剧情相关的建筑元素，
较好地衬托主要人物建筑专业的背
景，颠覆了传统评弹舞台“大白光”。
《林徽因》还有打磨和提高的空

间。编剧窦福龙的唱词写得极好，既
典雅华美，又顺畅易懂，可惜唱段少
了一点。第一回，说表的时间占去一
半，老听众感觉不过瘾；秦建国、高
博文的演唱浓郁有味，希望他们能
多唱几段，最好能有几段精彩的男
女对唱。此外，像“梁上君子、林下美
人”这样的“肉里噱”，也还可以多放
几个，以增加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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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下午 #$ %&'(（全称为 #)!

*&+,)- $.()*/( %&'(，英国国家剧院现
场）的高清戏剧放映活动又在话剧中
心举行，此次播映的舞台剧《李尔王》
据说是近一批中“最好看”的一部。不
过 0年多，从在大剧院首次亮相的
《弗兰肯斯坦的灵与肉》使得 #$

%&'(这一项目让北上广的粉丝在一
时见不到卷福真人之际，可以从剧院
里顶天立地的高清屏幕上看清偶像
的睫毛。时至今日，该项目的成功引
得维也纳歌剧院也准备把他们的歌
剧和芭蕾舞剧以视频的方式输入中
国———因为找不到剧院愿意承担高
清播映的费用，所以转而成为网络收
费视频。

#$ %&'(诞生之初，并不是为
了挣钱。1223年起，英国国家剧院
为了让更多错失剧场艺术的戏迷弥
补遗憾，以及向身处边远地区，物质
和精神双重贫困的人们普及戏剧，
就借鉴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出歌剧
454的经验，意欲以摄像机面对舞
台，拍摄戏剧。只是，英国人更大胆
地加上“%&'(”的概念，以强调“现场
感”。并且，他们真的是这样做的。举
例说明，假设英国国家剧院在伦敦
自家剧场里上演《李尔王》的时候，
他们确实通过摄像机向苏格兰等地
的其他剧场“现场同步直播”该剧。
坐在苏格兰某剧场的观众，可以与
伦敦观众几乎同步体会到《李尔王》
的演出状况，甚至连中场休息的时
候，也一起静候 67分钟。

毫无疑问，#$ %&'( 项目带到
中国来的一批戏剧，最初都是由欧

美明星领衔的舞台经典，例如抖森
主演的《科利奥兰纳斯》（又译为《寇
流兰大将军》），获得过奥斯卡影帝
提名、耶鲁大学博士詹姆斯·弗兰科
主演的《人鼠之间》———该剧女主角
还是红极一时的美剧《绯闻女孩》中
的女主角之一“布莱尔”、男配角还
有美剧《真爱如血》里的“霍伊特”
……无疑，#$ %&'( 这一项目通过
吸引中国庞大的英剧、美剧粉丝而
一夜燃爆。这就引发了第一个焦
点———在剧院里放映的戏剧电影，
是给影视迷看的，还是给戏剧迷看
的？毫无疑问，影视迷的数量是戏剧
迷的百万甚至千万倍。戏剧迷在剧
场里看 #$ %&'(时被一群更重颜值
的英美剧女粉丝包围———看到男神
一出现就全场尖叫，确实观赏体验
降低到负数。

其次，#$ %&'(项目在业界引发
的焦点，关乎艺术与技术。可能是因
为在艺术层面的差距已经几近无从
探讨的必要———戏剧学院教授们的
感慨是：“看了这一批高清戏剧，几
乎感受到大不列颠是靠戏剧做到
‘日不落’的”，以至于技术反而成为
可以聊聊的话题。在一个多大的剧
场里，需要安置多少个摄像机，才能
自如地在全景、远景、中景、近景、特
写乃至各种所需的景别中切换，以
达成这一类戏剧电影的画面呈现可
以尽可能模仿成现场观众的主观视
角———如此，才能让不在现场看“直
播”的观众，感觉自己也身处现场，甚
至观感更好。把舞台剧拍摄成电影，
需要拍片的导演既懂得剧场奥秘又
深谙镜头语汇———目前看来能符合
这一要求的大约仅有北京人艺的青

年导演徐昂、上海的电影导演郑大圣
以及电视导演滕俊杰———他们都有
作品佐证。徐昂的《十二公民》、郑大
圣的戏曲电影《廉吏于成龙》、滕俊杰
的戏曲电影《霸王别姬》……他们的
作品，让我们看到中国戏剧（曲）电
影能赶超的一丝希望。

再者，#$ %&'( 项目是很难走
通商业道路的。虽然，戏剧搭上电
影，仿佛能让小众艺术“扩充”为大
众艺术，从而得到票房回收，但是，
事实上，#$ %&'(要进入电影院线，
困难重重。目前，该项目也就在剧
院、偶尔在电影博物馆放映，属于文
化交流的非营利项目。而高清播映
设备的屏幕与放映机的租借费用，
每次动辄十几二十万。假设均价与
热门电影票 682元一张看齐，那么
最多容纳千人的剧场全都坐满也就

堪当回收设备租借费。所以，当下剧
场播映这一类高清戏剧、乃至歌剧、
芭蕾舞剧都是赚吆喝。这也就是维
也纳歌剧院信心满满带来几十部高
清舞台剧寻找剧场合作，最终却只
能通过网络收费播映收场的道理。

那么，#$ %&'( 项目全球火爆
到底满足了谁呢？中国戏剧人起初
满怀好奇与热情入场，随后渐渐觉
得痛心疾首。大批粉丝依然怀着热
情乃至激情入场，为看不见自己尖
叫的偶像继续尖叫。从某种意义上
而言，在中国肯播映这些电影的剧
院，其实与英国国家剧院也是同心
同德的———为了各种推广，觉得若
能培养一些最终自己掏钱买票看舞
台剧现场演出的消费者，也终究是
好的。
只是，既然英国确实能以高科

技的方式输出数百年的戏剧精华，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凝聚着优秀
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戏曲拍摄成电
影，走向全世界呢？目前，仅有一部
04戏曲电影《霸王别姬》在美国上
映。而唯一一部戏剧电影《十二公
民》也于 129:年获得罗马电影节金
奖。因而，英国高清戏剧在中国热映
的最大启示，其实是———“师夷长技
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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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评弹中的布莱希特戏剧观

扫
一
扫
请
关
注

#新
民
艺
评
$

" !李尔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