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好电影 未必有好票房
《村戏》选择了大象点映作长线放映，

在这个春天，也有与商业大片硬碰硬的文
艺电影。比如《清水里的刀子》，这部电影由
尔冬升、张猛和万玛才旦三位导演监制，改
编自作家石舒清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同名小
说，用极简古典的独特风格讲述了一个发
生在西海固地区的关于死亡的故事，凭借
其考究的构图、细致的布光、风格化和形式
化的摄影，以及具有意蕴的故事，影片在
!"#$ 年釜山国际电影节上夺得最高大奖新
浪潮奖，又在全球二十多个国际电影节上
斩获多项奖项。《清水里的刀子》成色自不
必赘述，但上映三天，仅获得了 !%&' 万元的
票房，多少令人唏嘘。

即便不与同档期好莱坞商业大片《头号
玩家》相比，春节热映至今的《红海行动》仅 (

月 $日一天也有 $#(万元票房进账。而这个
数字可能是去年年底上映的《老兽》全部票房
的三倍有余，该片主演涂们获得台湾金马影
展最佳男主角奖，影片获得最佳原著剧本奖。

搞联盟 多少有些进展
其实，每隔一段时间，电影圈内就会掀起

一场关于文艺片生存窘境的探讨。从王小帅
为《闯入者》怒怼，到方励因《百鸟朝凤》下跪，
中国电影人对建立艺术院线的议题呼吁了多
年，终于全国艺术电影联盟（简称“艺联”）于
!)#$年 #*月成立，最初在全国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共 ('个城市精选了 #**个影厅作
为联盟核心影厅，保证每天安排 +场、每周安
排 #*个黄金场次放映艺术电影。截至 !*#,

年 -!月，艺联已经签约了 .,$块银幕，预计
!*#'年将达到 #***块，最终接纳 +***块动

态放映银幕。
且不说因为奥斯卡得奖而大热的《三块

广告牌》获得了近 $.**万的票房收入，正在
上映的日本电影《第三度嫌疑人》，上映八天
也有 +.!万元的票房进账。此前《海边的曼彻
斯特》通过艺联近三个月的长线放映，共取得
了 '#'万元的累计票房，作为第一部真正意
义上尝试分线发行的模式的电影———只在艺
联加盟影厅中放映，成绩堪称不俗。

论未来 路漫漫道且长
艺联之外，大象点映的成绩也值得一

提，大象点映平台点映过的影片既有国内文
艺片，也有国外 //0等制作精良的纪录片，
包括《我的诗篇》《冬》《千锤百炼》《八月》《地
球：神奇的一天》等，共点映了 #'**多场，大
约 #.万人次。其中纪录电影《摇摇晃晃的人
间》自去年 $月 !'日上线以来，放映超过
$**场，累计观众超过 (万人，票房近 #,*

万。就连视频网站也在去年加入到为艺术电
影鼓与呼的潮流中———爱奇艺试水了“文艺
院线”专栏，此举希望借互联网平台延长艺术
电影的“生命线”。和实体影院为排片率锱铢
必较不同，互联网可承载的内容、数量和范围
远大于院线。在最新上线的片单里，就包括
《罗莎妈妈》《海伦娜之路》《天文馆》《成长之
路》《一念无明》等颇具关注度的文艺佳作，而
且是枝裕和的旧作，柏林、戛纳、威尼斯的获
奖作品也悉数在列。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中国电影评论
学会会长饶曙光一方面认为，中国电影市场
差异化发展的空间已经打开，时机或许业已
到来，但他同时指出，“艺术院线等差异化电
影市场体系的建设，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也
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但的确是中国电影从
粗放型、数量型到精细化、集约化、普惠化方
向转变的关键所在。”

首席记者 孙佳音

对芭蕾，“难说再见” ———上芭首席演员
吴虎生的成长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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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难得清明时分，还在演绎乍暖还
寒、乍寒还暖的戏码。然而，对芭蕾舞
演员吴虎生而言，四季交替或是时间
更迭，远没常人感受得那样鲜明，无
论严冬还是酷暑都在练功房里大汗淋
漓……

作为上海芭蕾舞团当仁不让的一
哥，明星首席吴虎生在去年上芭 !**多
场演出中跳了不下 #$*场，无论是“天
鹅军团”在欧洲留下的惊鸿一瞥，还是
冬季演出季四台风格迥异的芭蕾作品，
部部都有他的身影。而他自编自导自演
的《难说再见》，也将上芭年轻的制作团
队推到了聚光灯下，甚至就连学弟、学
妹们赴南非国际芭蕾舞比赛摘得“一金
二银”，亦有他幕后“陪练”、为他们度身
定制舞段的默默付出。

都说男儿志在四方，可吴虎生却
说：“哪里能跳舞，哪里就是理想的远
方。”他的远方不远，就在这方舞台，
他的理想不犹疑，早在 #*岁跨进舞蹈
大门那一刻，就坚若磐石。

要想逆袭 唯有坚持
吴虎生，#%'$年生，属虎。“虎生”

之名既是应着属相，亦承载了父母希冀
独子虎虎生威的愿望。在那个招生需要
拿着尺子来精准测量身体比例的年代，
吴虎生是老师一眼就能看出的舞蹈苗
子，通俗点说：“根骨不凡。”然而，这样
天赋异禀的他，与舞结缘，却是源于“不
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套路。

当年，成绩中等偏上的小学生吴虎
生，为“搏”格致中学，被父亲灵机一动
塞进了格致中学学前班———业余舞蹈
培训班，手长脚长黄金比例的吴虎生，
很快被识货的老师重点培养，还没等到
小升初，便被“怂恿”着去隔壁上海市舞
蹈学校“碰碰运气”。谁知一碰就灵，命
运的走向从此改变。
“刚入校三年，多少次翻跟斗翻到

吐、练功练到半夜想逃回家”；第二届国
际芭蕾舞比赛，第二轮就被淘汰；继续

“扑”洛桑芭蕾舞比赛，又在关键时刻脚
骨折了……可吴虎生是个“外表含蓄，
内在要强”的孩子，他暗暗咬牙、不懈努
力，终于渐渐崭露头角，#,岁如愿进入
上海芭蕾舞团。

金子本质 难掩光芒
!**,年，吴虎生凭借在现代舞《韦

伯 .号》《天鹅湖》黑天鹅双人舞及《葛
蓓莉亚》婚礼双人舞，获得第九届纽约
国际芭蕾舞比赛男子组第一名（银奖获
得者，金奖空缺）及依戈·尤可科维奇
奖。

伴随荣誉而来的，是世界顶尖的
美国 1/2 芭蕾舞团的客席演员特邀
函，但吴虎生很干脆地拒绝了。“不要
随波逐流，要安静练功”，舞蹈学校班
主任说的话，不仅铸成了他对芭蕾的
坚持，也凝成了他对上海芭蕾舞团的
坚守。他说：“去纽约比赛前，我就想
好了，我哪儿都不去，就留在上海。从
舞校毕业时，我算不上最优秀的，是上
芭培养了我。”

汗水和不服输、忠诚和坚持最终用
一场场完美的演出和奖杯回报吴虎生，
他开始在《白毛女》《胡桃夹子》《花样年
华》等多部上芭大戏里扮演主角，获得
大小几十个奖，吴虎生成为上海芭蕾舞
团顶梁柱般的首席明星演员。

初试编舞 不停探索
明星光环下，很难得有少年如吴虎

生般，始终清醒、从不松懈。大约因命运
的历练来得够早，让他很小就懂得“不进
则退”的道理。无论是在受伤后漫长的康
复期，或是光耀时忙碌的演出季，唯两件
事他从不“缺席”：练功和读书。

在尝试了古典芭蕾、民族芭蕾、时尚
芭蕾，拿下了《天鹅湖》《白毛女》《梁山伯
与祝英台》《花样年华》等诸多作品后，吴
虎生“进入芭蕾世界精益求精的精神，不
满足的精神”自然出现，他开始尝试向创
作者的身份转型。去年 -"月 !+日，吴虎
生首次自编自导自演的芭蕾作品《难说再
见》，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扶青计划”亮相。

对于这部真正自心里生长出来，靠
双手打造的舞蹈作品，吴虎生强调自己
并不急于转型的完成，他更享受在舞者
和编导两种身份的切换中发掘舞蹈的生
命力。为此，他在生活中特别留心观察身
边的人，看春晚都会看舞美、群舞和编
舞，关注更多舞蹈灯光以外的东西，台前
幕后的运作和团队的工作方法。

问吴虎生，除了跳舞，有没有想过
人生还有别的可能？出乎意料，他答得
既快又干脆：“几乎没有！如果人生重走
一遍，我想我应该还是会跳舞。”

本报记者 朱渊

如何走进
大众视野
! ! ! !从艺术电影!村戏"

的市场说开去

哪里可以买到《村戏》（见右图）的票？
一边第 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最佳女配角提名和最佳摄影奖
获得影片，豆瓣8.2高分；一边是每周每个
城市不超过两场的公映，一票难求。

大象点映为《村戏》找到了属于它的观
众，从3月17日百城首映礼至今，场均上座
率超过80%。但三周时间，总计204场点
映、56.3万元票房收入，又多少让这部口碑
甚好的电影显得有些孤寂。但这不是《村戏》
一家的困窘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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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新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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