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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张艺）由青年导演张大磊执导的电
影《八月》获第 !"届金马奖的六项提名。近日，该片导
演张大磊来到上海，为 "月 #$日首映的该片预热。
《八月》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 %&年代一普通人家

中，那时，西部小城刚开始实施国有单位转型，铁饭碗
被打破，每一个家庭的简单生活都受到影响，而少年
小雷就在天真与世故之间、经济变革与家庭改变之间
懵懂成长。
据张大磊透露，影片是他成长的缩影。“我父亲是

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师，我是在电影厂大院里长
大的。（我的）童年有很强的孤独感，但这种孤独感并
不让人痛苦，而是让生活变得很空很大，时间变得很
满。”可以说，《八月》是一部半自传式的作品，张大磊
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在了主角小雷身上。
该片早在去年 '月的西宁 ()*+,影展上便大放异

彩，几场放映一票难求，在专业影评人和媒体中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之
后该片又相继在东京、塔林电影节上亮相。该片摄影吕松野是张大磊留
学俄罗斯时的同班同学，他奇妙地融合了画面、音乐和故事。
谈到该片拍摄缘起时张大磊说，#&&-年的某一天，他从俄罗斯回国，

看到很久未见的家人。“老人间的相互照顾让我感到暖心，空气里弥漫的
仿佛都是回忆，这种情感很奇妙，如果不把它表达出来，我会觉得‘过不
去’”。在他看来，童年就是初心，“那是一段如炊烟般存在的时光.在那个时
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纯粹的。于是，我就想拍一部讲述初心的作品。”

!爱情偶遇游戏"昨在沪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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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晚，中国台北两厅院音乐
厅吹起了一股清新的“中国风”，
上海交响乐团在此演奏了《节日
序曲》《北平胡同》等乐曲，让 #&&&

余名观众耳目一新。
上交以驻团作曲家朱践耳极

具中国味的《节日序曲》拉开整场
演出的序幕，乐曲朝气蓬勃、绚丽
多彩，中国传统节日的热闹情景
跃然眼前。该作品是 /%!'年朱践
耳留学前苏联时创作的，被朱老自
己称为“第一部有成效的乐队作
品”。/%!%年 !月《节日序曲》在莫
斯科音乐学院首演，后被苏联国家
广播电台作为永久性曲目收购保
存。乐曲由当时的上交团长黄贻钧
带回国内，/%!%年，黄贻钧在国庆
十周年献礼音乐会上指挥上海交响
乐团演奏了该曲，并录制成唱片。

上交音乐总监余隆介绍说，
这部诞生于上世纪 !& 年代的作
品，掺杂着肖斯塔科维奇乃至印
象派的音乐风格。
俄国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

夫的交响诗《北平胡同》，仿佛引领
着爱乐者用听觉走街串巷，重温旧
日时光，而这部作品的创作及演绎
也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阿甫夏洛莫夫生于西伯利亚
的尼古拉耶夫斯克。由于特殊的
历史原因，他少年时就成了京剧

迷。/%#%年定居上海后，"$岁的
阿甫夏洛莫夫的多部作品都由上
海交响乐团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
搬上了舞台，他
甚至还亲自指挥过工部局乐队。
《北平胡同》的灵感来自于北

平，却是在上海诞生的。作品用音

乐生动展现了当时北京街头剃头
挑子、叫卖小贩、磨刀工、送葬队
等画面。余隆指出，作曲家不只是
把这些声音生硬地塞到作品中，
而是编织成一个相当复杂的音
流，其烘托出的氛围让人感到就
站在了老北京初夏的街头巷尾。

如今，这类具有中国生活气息的
交响作品并不多见。
生于上海的余隆在北京生活了

#&年，指挥这部作品让他直呼“亲
切”。他称：“这部作品的画面感非常
强，让我想起了很多胡同里的故事，
特别温暖。”/%-!年阿甫夏洛莫夫诞

辰 %&周年时，上交曾演奏过该作品，
如今再次搬上舞台，为适应当下的编
制，余隆对作品进行了局部调整。
昨晚演奏的几首西方古典乐

曲则展现了乐团中西合璧的海派
精神。少年钢琴家王雅伦与乐团
带来了门德尔松的《0小调第一钢
琴协奏曲》。年仅 /#岁的她充满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舞台
之上颇具“大家风范”。出身于台
北、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中提琴
演奏家李捷琦携手乐队演绎了《1
小调中提琴与乐队奏鸣曲》，展现
了中提琴音色温暖醇厚、内敛而
真诚的独特魅力，瞬间引爆下半
场。李捷琦曾在 /%%2年美国音乐
家协会大赛中获奖，是该赛事 !&

年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压台曲目是斯特拉文斯基的

《火鸟》，面对这部演奏技巧要求极
高的作品，余隆与上交演奏家们毫
不怯场，五光十色的器乐表现以及
雷霆万钧的紧张感令人欲罢不能。

昨晚共有近百名乐手登台，
年龄跨度从 !&后到 %&后，“老少
相差 $&岁，不止是薪火相传，其
默契度也展现了乐团极强的包容
性。”余隆表示。本报记者 肖茜颖

!本报台北今日电"

上交3次赴台回顾
! /!!"年初#上交首次应邀

赴台演出##月 $日在台北音乐厅

户外广场举行了一场由 "万观众

参加的新年广场音乐会$

! %&&"年 ##月#陈燮阳率上

交二度抵台$除西方经典作品外#青

年笛子演奏家唐俊乔演奏了颇具民

族特色的笛子协奏曲%愁空山&$

! '&#&年#上交随上海市长韩

正出访台湾#由音乐总监余隆带队并

指挥# 不仅派出了百余人的乐队阵

容#还邀请两岸三地的艺术家加盟$

领着听众“走街串巷”
上海交响乐团四度赴台演出

! ! ! !此次台湾行#上交并不满足

于秀西方古典音乐的演奏实力#

而是别出心裁地带去了充满时

代与地域特征的音乐#从%节日

序曲&%北平胡同&到前团长黄贻

钧改编的%良宵&返场曲#用音符

诠释上海的海纳百川$

演出结束#等候在后台口多

时的台北市民杜国祯#除了想获

得指挥余隆的签名之外#还向乐

团表示#期待听到更多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甚至更早的上海题材

音乐作品#'展现本土特色的作

品要多演#相信随着曝光率的增

加#接受的人也会更多$ (他说$

他的这一愿望与上交不谋而

合#团长周平在演出前称#要展示

上海的海派文化# 乐曲不能单一

化#选择时也要关注背后的故事#

)阿甫夏洛莫夫与同时期的俄罗

斯作曲家相比不算很突出# 但通

过他的%北平胡同&可以感受当时

的风土人情# 也能反映当时上海

的艺术创作氛围$ (上交音乐艺术

总监余隆表示# 用音乐表达时代

的特征# 将给更多乐迷带来新鲜

的听觉享受$ 肖茜颖

用音符讲述中国故事

! ! ! !本报讯（记者 俞亮鑫）中国广
播电影电视社会联合会电视剧编剧
委员会换届大会昨天传出消息，该
会会长、著名编剧刘和平透露，他从

中宣部和总局得到确切消息：以后
对于原创的精品，将实行“一剧四
星”。所谓“一剧四星”，即一部电视
剧可以同时在 $个上星频道播出。

这一消息让电视业人士感到
鼓舞，因为“一剧四星”将有助于提
升电视台对电视剧的购买力，并提
升电视台在与网络视频共同购剧
时的话语权。“一剧两星”规定一部
电视剧最多只能同时在两家上星
频道播出，这是 #&/!年 /月 /日
起开始实施的。如今，对原创精品
恢复“一剧四星”，这对当前原创精
品电视剧来说是个重大利好消息，
可减轻电视台购剧的资金压力。

对原创精品电视剧
将恢复“一剧四星”

! ! ! !“相亲”并非新时代才流
行，早在 /-世纪的法国，为爱
女选婿就是贵族老爸心头的第
一要事。昨晚，带着浓郁法式幽
默感的马里沃经典喜剧《爱情
偶遇游戏》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阴差阳错笑料迭出的剧情结
构，特别“浮夸”又顺理成章的
表演，让人相信真正的爱情经
得起“罗曼蒂克”的游戏。
《爱情偶遇游戏》是 /-世

纪法国古典喜剧泰斗、女权主
义先驱皮埃尔·德·马里沃的名
作，至今在法国盛演不衰。作品
讲述了一个在爱情中“试探”的
故事———肤白貌美的富二代西
尔维娅不满意父亲私自为她订
婚，于是与女仆互换身份，去探
测“未婚夫”德拉特的虚实。无
独有偶，德拉特亦不愿娶素未
谋面的娇小姐，于是他扮作仆
人一探究竟。就这样，一对假冒
的仆人和一对假冒的主人相遇
了。
“马里沃式的风格”，指的

是沙龙式优雅的谈情说爱、细
腻的感情分析。这很“罗曼蒂

克”的谈恋爱的方式，对当今年
轻人而言或许有些“文艺腔”，
却并不妨碍情感的共鸣和爱的
传递。此次，法国当代新锐导演
菲力浦·卡尔沃里奥的自导自
演，让这一“爱的惊喜”来得更
为直接和热烈。菲利浦说：“我
们曾多次带着作品去法国学校
演出，年轻人感觉台词很书面，
但他们依然可以从故事中读出
恋爱的滋味。”
事实上，上海年轻观众的

感受和法国青年如出一辙。%&

后的阿哲告诉记者：“这种很
法国的戏剧表演虽‘浮夸’却
不讨厌，他们的搞笑自然不做
作，浓烈的色彩和英国喜剧的
冷幽默很是不同。在这样的剧
情设定下，爱情游戏变得诙谐
又有趣。”

本报记者 朱渊

法式!相亲"诙谐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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