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看上去明明是假的，动起来却像是真的———将一个由藤条、
铝、牛皮做出来的马偶唤出生命力的“魔法”，就是戏剧艺术。昨
晚，诞生于英国国家话剧院的《战马》，首次踏上亚洲土地，在北京
国家话剧院剧场首演中文版，充满想象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组
合，呈现出人马合一的深情厚谊。该剧 !!月 !"日将作为今年上
海国际艺术节的参演剧目，登上文化广场的舞台。

会呼吸 有灵魂的假马
英国国家剧院 #$$%年上演的舞台剧《战马》，曾经感动过

著名美国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因而他导演了 &$'&年获得奥
斯卡最佳影片等多个奖项的同名电影。如今，这部首次在亚洲
上演的《战马》有了中文版，由国家话剧院与英国国家剧院联手
制作的这一版本，在一开场，与真马大小一比一的小马驹上场
的一刹那，就向中国观众证明了戏剧的魔法。

一人牵着头，一人控制身，一人掌握后腿———由三位穿着
西装马甲和西裤的演员操控的这匹“马”，耳朵会动、马蹄能刨
地，还能呼哧呼哧地喘气、高高兴兴地嘶鸣，就仿佛被注入了血
肉，有了生命和灵魂。当这匹名叫乔伊的马驹长大后从瀑布般
的光幕中“破光”而出时，简直令人晕眩了几秒，然后全场观众
异口同声地发出感叹：“哇哦！”

背高约 !()米的乔伊，肚子里有两位等高的男演员，每人
都把手撑在马的大腿根部以控制行走。控制前肢的那位还要负
责掌握马的呼吸节奏，控制后肢的那位则顺带掌控甩尾的动
作。而第三位操控师就像舞龙头那样，要以一根杆子控制马头。
彼此看不见对方脸面的三位操控师，凭着长期训练形成的呼
吸、感觉和本能联动，赋予乔伊以感染观众的能量。
由南非“掌上乾坤”制偶专家研发 "年的这套藤条马，重

"*公斤，由 +*个人手工制成，除了脊柱由铝制成之外，骨架都
由藤条制作，外围包裹皮革便于骑乘。它长 ,米，高 &(*米，由
自行车刹车线连接两个杠杆控制皮质耳朵。这样的马，剧中出
现了 *大 +小共 "匹。

当布景 能投影的!纸条"

舞台艺术与影视艺术的最大区别在于，舞台以“假象”求真
情，而影视则以实景换真情。
例如，表现战争场面时，剧场里不可能真的实施一场爆炸，

而必须以灯光、声效来再造情境。而影视剧就可以真的实施一
场爆炸并拍摄下来。所以，舞台艺术的局限性更大，因而对创造
力、想象力要求也更高。判断一台戏艺术水准高低最重要的标
准就是———“假作真时假亦真”，明明看透了它的假，却感觉到
它的真切存在。马偶看起来像真马，就是《战马》在戏剧艺术上
的最大亮点之一。另一亮点，就是以一张从速写本上撕下来的
“纸条”，作为悬在空中的“投影”白屏。

剧中牺牲的尼克尔斯上校热爱铅笔绘画，给乔伊画过素
描。这一灵感被舞美设计师芮·史密斯伸展到舞台布景。这块长
+)米的不规则白屏，从舞台一头伸到另一头，根据不同时间地
点、背景会呈现出铅笔素描绘制的街景、马匹、农舍等，颇有欧
洲 +-世纪插画风。它唯一一次出现色彩，是在军人牺牲时———
红色血迹逐渐满屏，很快又幻化成一朵朵红花。这样的布景不
仅利于时空转换，也给马和人腾出了足够闪展腾挪的空间。

流热泪 被感动的观众
该剧其实从 )月 &%日起已经面向观众举行了 %场无须门

票的内部预演，一方面是为了磨合，一方面也是为了听取意见。
观看首演的有不少表演艺术家，包括濮存昕、刘威、袁泉、陶虹
等。热爱马的濮存昕表示：“舞台剧《战马》是一个奇观！在一个
假定的空间里，人运用智慧、技术，展现出比真实还要美妙的世
界，这是戏剧最奇妙和重要的元素！”北京电视台段嵘表示：
“《战马》像教科书一样展示了舞台空间的无限艺术潜能，略微
借用声光投影，戏剧就能不输给电影。”观众尚晓蕾说：“这部戏
里有坦克车、机关枪、铁丝网，有烟雾和强光，有战争和死亡，但
是它最动人的却是悲伤、温暖、安静的时刻———那些马偶明明
是假的，但是我们忍不住流露自己的真感情。”

首席记者 朱光 !本报今日北京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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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汇文 体

! ! ! !七八十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
的关头，广大文艺工作者投身于火热的民族
救亡运动，担负起了文艺抗战的使命。上海
作为近代中国文化艺术的中心，当时汇聚于
此的大批文化名人和爱国人士亦纷纷投身
抗日救亡运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之际.上
海历史博物馆和民间藏家分别整理出一批
文献史料，展现了抗战中一个特殊战场的
“战绩”。

!文艺抗战"史料充足
“文铸刀剑艺述历史———上海文艺抗战

史料展”-月 +日起在上海朵云轩艺术中心
展出。展览分为抗战戏剧、抗战电影、抗战
美术、抗战音乐、抗战文学、新闻出版六大板
块，展出展品 ++$组件，其中大多数展品为
首次展出。上海文艺工作者在沦陷区坚持
战斗，把文艺化作刀剑，与全国人民一起抵
抗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血与火之歌，感动
了近日到场的所有参观者。

++$组件展品包括：+-,%年中国剧作家
协会《保卫卢沟桥》剧本、《风云儿女》主角陆
露明剧照、《保卫大上海》音像视频及歌谱、
上海剧艺社贴报簿、贺绿汀《嘉陵江上》唱
片、+-,%年《非常时期漫画》、+-,%年《救亡
漫画》创刊号等，立体、全面地展示了上海在
全国抗战文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展览不
仅展出了《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还展出

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歌的救亡电影
《风云儿女》的罕见海报。中英文电影简介、
设计成游戏棋的电影剧照等，足见当时文艺
工作者为夯实全民抗战基础所作出的努力。

据上海历史博物馆副研究员胡宝芳介
绍，+-,%年 %月 +"日，中国剧作家协会在上
海成立，很快创作并演出了话剧《保卫卢沟
桥》，并在当月出版，推动了上海抗战戏剧的
蓬勃发展。当时，上海话剧界组织了 +,个救
亡演剧队，两个留上海，其余 ++个去内地，
《保卫卢沟桥》作为救亡演剧队的保留剧目到
各地演出，影响波及全国。后来田汉在南京为
前方抗日战士创作了四幕话剧《卢沟桥》。展
览特意将两本“卢沟桥”剧本放在一起展出。
展览还展出了《风云儿女》演员袁牧之、

陆露明等人的珍贵原版照片，更难得的是，
有些照片上还带有吴印咸的签名。吴印咸是
《风云儿女》的摄影师，他与剧组成员袁牧
之、徐肖冰等人后来去延安创办了电影团，
在抗日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漫画是抗战宣传主力军，展览展出了
+-,%年《非常时期漫画》、+-,%年《救亡漫
画》创刊号等。《救亡漫画》编委后来组成漫
画宣传队内迁，到武汉又成立全国漫画宣传
队，继续出版刊物。
在抗日歌曲创作史上，上海音乐家也作

出了重要贡献。展厅中循环播放的《保卫大
上海》音像视频由刘雪庵作曲，刘雪庵 +-,+

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与贺绿汀等被称为黄

自“四大弟子”。很多抗战歌曲都由上海国立
音专的师生创作，他们还创办杂志《战歌》刊
登这些歌曲，包括刘雪庵的《长城谣》，夏之
秋的《歌八百壮士》《思乡曲》等。上海历史博
物馆馆长张岚说，上海抗战文艺的发展对全
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文艺发展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有必要予以更多的研究关注。
该展览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上

海市历史博物馆主办，上海朵云轩文化实业
有限公司协办。展览将持续至 -月 +"日。

民间藏家办展呼应
回味历史，触摸年轮，“‘那时上海’·沈

国平藏品展”近日在陕西北路 /$$号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展示咨询中心举办。
民间收藏家沈国平先生 ,$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老上海题材的系列收藏和研究。与上
海历史博物馆的展品相呼应，沈国平收藏有
参演《保卫卢沟桥》明星的签名照，还原了
%$ 多年前上海文艺界明星投身抗战的史
实。其藏品证明，+-,%年 )月 %日，《保卫卢
沟桥》在南市区蓬莱大戏院公演，直至 )月
+,日淞沪抗战爆发。

沈国平还珍藏着一本蓝色布面的 +-,)

年出版的《上海一日》，记录了上海淞沪抗战
的全过程，其中收录有上海千名各界人士纪
念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文章，反映了当时上
海人民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文铸刀剑 艺述历史
上海文艺抗战史料展呈现特殊战场!战绩"

英国舞台剧#战马$中文版昨在京首演

台上跑假马 观众动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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