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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A9汇文 体

“萌娃”版《白蛇传》惹争议
!!!本报独家对话"小戏骨#总导演潘礼平

! ! ! !今年国庆节期间，一个仅 ! 分钟的“萌
娃”版《白蛇传》视频片段意外爆红。在这部
翻拍《新白娘子传奇》的视频中，所有的演员
都是不到 "#岁的幼童，有点赞者称，小娃娃
的演技足以吊打一众“面瘫小鲜肉”。不过也
有质疑声音，认为这是把孩子塞入成人角色
的框架中然后品评，动机和行为里满是成人
的市侩和阴险。低成本如何跑赢市场，又到
底是创新还是恶搞？本报记者独家对话《小
戏骨》总导演，湖南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总监潘礼平。

并非一夜爆红
这其实是一档 !#"$年底已经开播的节

目，所有演员都是年龄 %到 "!岁的孩子，他
们像模像样地表演经典影视作品如《刘三姐》
《焦裕禄》《洪湖赤卫队》等。潘礼平颇有几分
骄傲地说：“‘小戏骨’是多年积累达到的高
度，单凭运气不可能做到。最新一期小演员们
表演的《白蛇传》改编自家喻户晓的《新白娘
子传奇》，两分钟剪辑版在播出后短短几天里
点击量突破 &###万，敏锐的视频网站火速抢
购了版权，将 ''分钟完整版剪辑成五集更
新，以会员制播出。截至发稿，非会员仅能免
费观看一集，累积播放量已高达 "('亿次。

不是一蹴而就
虽然潘礼平没有透露具体的制作经费，

但也坦言“小戏骨”跟时下大多综艺节目动
辄数千万上亿的制作成本“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小米加步枪却也是经历了反复打磨。
首先，由于《白蛇传》是第一个被编拍的商业
题材，最初当执行导演提出这个方案时，潘
礼平是否定的，考虑这是个传统爱情故事，
不适合孩子。而后经过反复琢磨，他们尝试
舍去爱情戏，发现故事依旧成立，还留下了

中华文化传承的东西，比如骨肉团聚、恩情
与亲情、法海的赏罚分明，人要怎么抵消自
己的罪孽，都有很深的教育意味。“改出一个
适合小孩表演的本子，我们很费了一番功
夫。”

!毁专业"的人
潘礼平说自己是个“毁专业”的人。“《小

戏骨》小孩演大片，又有人开玩笑说这次毁
了表演系———小孩演这么好还要什么表演
系呢？”说完这个地道的湖南汉子笑出声来，
他说：“电视不要搞成神秘、搞成专业，它就
是从大千世界人生感悟中发掘趣味，直接面
对大众的，所以要超越节目思维、超越电视
思维。”

争议在所难免
高关注度同时带来争议，欣喜者以为，

剧中孩子的演技不俗，足以让时下当红的
“鲜肉”明星汗颜；与之对应的质疑声则认
为，节目无非是让孩子刻意逢迎成年观众好
恶，消费童真。还有人指出，“网红”的特性是
速红速朽，新鲜感过后，《小戏骨》并不具备
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但潘礼平对此并不在
意，他恳切地答复记者说：“《小戏骨》的模式
是艺术形式，是表演上的创新，没有必要上
纲上线的。只是要注意导向问题，始终坚持
对青少年有正面意义，少儿不宜坚决不能
搞。其他的争议在我看来意义不大。”潘礼平
表示自己和团队会坚持社会导向为先，“我
们不会为了市场而市场，比如眼下网络上呼
声很高的《红楼梦》《梁祝》肯定不会拍，一个
是爱情，一个是消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花木兰》《西游记》《射雕英雄传》，从中选择
大情大义、家国情怀的正能量部分来实现。”

本报记者 孙佳音

! ! !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 '#周年，由新民晚报社和世纪出
版集团携手主办的市民读书会第八
场活动，以“同志们，去长征”为主
题，昨天上午在静安区图书馆冒雨
举行。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主讲嘉
宾为观众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
长征史料，会后还被读者层层围绕
答疑解惑，显示出上海市民对长征
这一伟大壮举的热切关注。

同志是跨越国界的
“同志”，时下从网络到民间，似

乎一提及这个称呼就有些“异化”，
但它却成为昨天热烈的读书会的
“关键词”。主讲嘉宾、解放军南京政
治学院副教授陆旸介绍，中国共产
党早在一大党纲里就明确，所有党
员“成为我们的同志”，“此同志之意
即是拥有共同志向的人，这个共同
志向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称谓
就如同一面神圣的旗帜，鼓舞和激
励着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经受住长
征的生死考验，迎来革命的新局面。
在革命理想的感召下，同志关

系是可以跨越国界的。另一位主讲
人、新民晚报编辑吴健介绍，无论随
红军行进过一段路程的瑞士传教士
薄复礼，还是写就名篇《红星照耀中
国》的美国记者斯诺，他们更准确的
身份是“朋友”，而真实参与长征战
斗的外国同志却鲜少提及，比如毕
士悌就是其中杰出的人物。

长征岂止在战斗
湘江战役、四渡赤水、飞夺泸定

桥……读书会上，许多市民对这些
长征中发生的战斗耳熟能详，但两
位嘉宾却另辟蹊径，和大家交流起
另一个战场的“长征”。陆旸谈到，红
军不光是战斗队，更是一支宣传队，
工作队，长征在斯诺笔下被形容为
“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是有道理

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为了对外
宣传真实的红军，")*$年，党中央
开完遵义会议后不久，陈云秘密返
回上海，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
等候前往苏联的一个多月里，他在
上海撰写了追述红军长征的文稿
《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了便于公开
发表，他使用了笔名“廉臣”，借一位
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
真实记述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经历。

被写满的笔记本
得知当天有市民读书会长征专

场，很多读者为避免雨天路堵，提前
"个多小时抵达会场。读书会气氛热
烈活泼，在互动抢答环节，当嘉宾刚
提出一个与朝鲜烈士毕士悌有关的
问题后，%)岁的胡阿姨第一个抢到
回答权，她不仅准确报出答案，还骄
傲地展示自己在讲座中记录得满满
的笔记。当天上午风雨交加，她到达
图书馆时衣服鞋子都淋湿了，但她觉
得很值得，有收获，像胡阿姨这样认
真听讲记笔记的热心读者不在少数。
已是第三次来参加市民读书会

的汪卫平说，她是市民读书会的铁
粉，此次讲座收益良多，让她深刻感
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
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是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顶风冒雨前来的不少中老年读

者精心着装，显示了对长征精神的尊
重，有的夫妻还结伴而来抢到前排座
位。静安区图书馆书记丰华英和她的
团队为此次读书会做了充分准备，不
仅彭浦新村街道图书馆等都张贴了
读书会预告，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
台还及时发布服务信息。参与活动的静
安区文化局副局长张众告诉记者，来参
加此次读书会的人都有一种对长征的
“真爱”，这场小小的“风雨之约”，倒是
在某种程度上让大家体会到长征精
神的可贵与可敬。本报记者 刘芳

“长征，一种燃烧的生活”
!!!市民读书会活动凸显申城百姓对长征精神"真爱#

! ! ! !本报讯 （记
者 乐梦融）正值
云间美术馆建馆
$周年，时逢著名
书画家、名誉馆长
陈佩秋和著名表
演艺术家秦怡 )$

岁寿辰，日本花
艺大师假屋崎省
吾专程来沪，现
场表演花道，为
两位“九五之尊”
的艺术家献上吉
祥祝福。

两位艺术大
师齐聚一堂、同贺
寿禧。无论是白发
红颜、气质优雅的
秦怡，还是儒雅大
气的陈佩秋，都显
得精气神十足，他
们以“任情知性”
的姿态共话了自
己对艺术抒情性
的认识。现场，日
本花艺大师为两
位大师定制了“九
五之尊”发式作为
生日礼物。陈佩秋
戴上假发后高兴地问周围观
众，“自己是不是显得太年轻了
些呢？”
云间美术馆、秦怡艺术馆

的两位馆长徐迪旻博士、佟瑞
敏与观众一同探讨文艺思想观
念，分别解析了两位大师的学
术与艺术思想及当前与未来的
文创作系统。在仪式上，云间美
术馆宣布与秦怡艺术馆结合成
为姐妹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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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历史副教授陆旸!右"与本报副刊部军事暸

望编辑吴健在与市民读者互动 通讯员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