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之所以突发“建议展开‘烂片标准’的讨
论”之奇想，乃因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电
影《绝世高手》的商榷文章。这篇商榷文章提
出了“烂片也是一种重要的电影类型”以及
“最流行的影片永远都是烂片”，“要捍卫烂片
的存在权”，“如果不得不去看烂片，应该要调
整好看烂片的心态”等观点。想必，这是具有相
当的代表性。这挺好，见智见仁，各抒己见，通
过讨论和辩论，将“国产烂片”的问题放在更大
的范围内引起关注，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
于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具有启示作用。

先要说说《绝世高手》是怎样一部影片。
根据剧情介绍，还是蛮有看点的：一个先天没
有知觉、挨揍不疼却冒充高手的小混混，一个
人称女张飞的暴力少女，一个醉心于织毛衣
的过气大师，一个只会做黑暗料理的美食大
亨，一个可以用汤操纵情绪的当代孟婆，一个
身患强迫症的日本武士，为了一本失传的秘
笈，引发了一场绝世高手的爆笑对决……
对于这部电影，我破天荒地一改“宽容度

较大”的评分立场，首次给这部电影打了 !

分。我的评语是———本年度最差电影，没有之
一。 如果是“卢正雨致敬周星驰”，那么这个
致敬是在侮辱周星驰。最遗憾的是陈冲和范
伟的加盟，虽然其演技可以驾驭任何正剧喜
剧闹剧，但再怎么卖力表演，由于全剧的核心
建立在荒唐无稽和低级趣味之上，只能无辜
地被视为笑柄。

其实我的“耐烂”本事是很大的，只要稍
具“看点”，我就能生出很多原谅，说服自己
“开开心心打发娱乐时光”。我之所以没有彻

底逃离，一多半是因为陈冲和范伟，一多半是
因为个别镜头中数码特技还不错。但就影片
的内涵、笑料的编排、表演的技巧、台词的编
撰等角度看，几乎无一是处。影片一直在用很
低级的方式搔观众痒痒，就像澡堂子的黄色
段子，总能引来几声猥琐的笑声。

有些烂片，没啥营养，口感还不错，譬如
稍具幽默感，我就有所满足。可是《绝世高手》
在我看来不光没有营养，而且口感也差，甚至
有沾染地沟油的嫌疑。所以当有人这样“挺烂
片”时，我觉得不太具有针对性———“电影工
业是由‘烂片’堆积而成，支撑起来的，如果只
有艺术电影，电影早就灭亡了。最流行的影片
永远都是‘烂片’，而绝不可能是艺术电影。好
莱坞‘烂片’在全世界所向披靡，欧陆艺术电
影永远只能望洋兴叹。”———理是这个理，但
是“烂片”与“烂片”也是不一样的，假如《绝世
高手》勉强可以比肩“好莱坞烂片”，咱也就不
苛求了，但它的“烂”，是毫无价值的烂，如果
放手对这样的烂片大开绿灯，国产电影的质
地只能是雪上加霜。
在我看来，《绝世高手》式的电影，应当杜

绝。允许烂片存在，给观众一点价值观、审美
观的引导，还是很有必要的。“烂片不能无底
线”能否成为争论双方的共识？这是我所关心
的。当然怎么认定“烂片”也是一个见仁见智
的难题，但是假如说，因为是难题就不必“破
解”，似乎也有失职守，价值观、审美观除了形
而上的意义，它们也是可以适度操作和量化
的。至少，专家和观众的口碑与评价，可以窥
视其品质。

! ! ! !今年举办第三届上海（浦东）沪剧
艺术节，提议纪念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
王雅琴诞辰 "!!周年，著名沪剧表演艺
术家、沪剧“王派”创始人王盘声逝世一
周年。深情的缅怀，大得人心。

沪剧，原名“申曲”，起源于浦江两
岸的田头山歌和民间俚曲。王雅琴曾被
选为“申曲皇后”，是第一个把“申曲”定
名为沪剧的艺术家，成立了上海第一家
沪剧团。上世纪 #!年代初，她邀请话剧
电影艺术家参与沪剧创作，实行剧本制
和导演制，并把立体布景和灯光、油彩
化妆引入沪剧舞台，使沪剧成为严格意
义上的现代戏剧艺术。王盘声的小生王
派唱腔，潇洒动情，影响了沪剧的几代
人，有“十生九王”之说。一段“志超读
信”，传唱了半个多世纪。
“申曲”，乃是上海的声音，上海的

曲调；沪剧，则是上海百花园中的市花，
是上海的歌剧，是上海文化的名片。一
曲甜美软糯、优雅婉转的“紫竹调”，唤
起几多乡愁？一位旅居纽约的上海人在
“喜来登”酒店，突然听见大厅里响起
“紫竹调”。他深情地写道：“好久不曾听
过如此悠扬而又灵动的竹笛声，宛如一
片蓝天白云，又如一线飞瀑直下。全身
气脉顿时洞开，脚底腾云驾雾，身边青
枝绿叶。有道是，新春三月草青青，百花开放鸟
啼鸣。一时间痴痴然的，不知置身何地。”这就
是“上海的声音”的艺术魅力。
沪剧是典型的海派艺术，显现了浓浓的海

派风情。沪剧是上海土生土长的剧种$是喝黄
浦水长大的，又面向大海。海纳百川，兼收并
蓄，有容乃大，因而它在题材和形式上的艺术
包容性更强，海派味道更足。它可以演西装旗
袍戏，可以演革命传统戏，更可以演直接反映
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历史剧这个领域，沪剧照
样可以一显身手，《邓世昌》登上了上海大剧
院、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进了顶级名牌大学，也
好评如潮。它可以登楼台，也可以下田头；豪华

剧院可以进，打谷场也上可以演。这次
闭幕式上把江南民歌小调、沪剧唱段
和普契尼歌剧融合而成的《茉莉花》，
贯通中西，传承创新，给沪剧爱好者带
来了新的惊喜。

台上台下一起唱，沪剧艺术节已
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的一个盛大的节
日。"%&' 年，丁是娥发起“沪剧回娘
家”活动，连续 "!多年，将沪剧好戏集
中送到基层，送到百姓身边。在这个好
传统的基础上，自 '!"(年以来，又拓
展成为沪剧艺术节，活动规模越办越
大，参与者越来越多。首届有 )家沪剧
团参加，去年第二届集结了 "*家沪剧
团，大约 +!!位演职人员参加；今年则
有 +!!!人参演，还包括江苏省的许多
沪剧社团。“深扎传统、深扎基层、深扎
百姓”是贯穿本届沪剧节的主题。

上海的声音之所以受欢迎，就在
于其“接地气”。“接地气”，即扎根于群
众。地上的气息在变，地上的人事在不
断地变，台上的沪剧也善于应时而变、
应事而变。沪剧诞生一百多年来，一直
保持着生命力，是因为它从来不脱离
时代，不脱离老百姓的生活和关心的
话题，不断创作新戏，从而创造了普惠
的艺术价值，也为沪剧艺术的繁茂提

供了巨大的空间。
参加沪剧节的演员响应中央“文化惠民，

艺术家到群众中去”的号召，沪剧名家新人纷
纷下基层进社区，在村头、公园、敬老院、社区
文化馆，给普通百姓送去接连不断的精彩。上
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说：“我们希望能将沪剧
带到更多人身边，让更多新上海人和年轻人了
解沪剧、爱上沪剧，甚至都会唱上一两句沪
剧。”这是一个极好的动议。
三届沪剧节，另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艺术现

象：打破了上海沪剧界国有与民营、市级与区县
院团的壁垒，民营沪剧团占了大半边天。我们欣
喜地看到了沪剧界同仁的抱团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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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文版音乐剧，观众想看些什么？

“烂片”有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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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专注于高端音乐剧引进和原创音乐剧扶
持的上汽·文化广场，连年来始终在刷新观众
对海外音乐剧的期望。以为展现茜茜公主悲
喜交集的一生的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似乎
是目之所及的音乐剧高峰了，又来了一部摇
滚音乐剧《莫扎特》。莫扎特后来被住在他心
里的小莫扎特杀死，寓言其死于孩子气的设
置，令人再次感叹编剧、导演的巧思还能融化
于非凡的音乐！正感叹德语音乐剧的思辨，这
边又引进了英国百老汇商业音乐剧的典范
《保镖》。'!"'年 '月巨星惠特妮·休斯顿意外
去世，'!"'年 "'月这部改编自 "%%'年这位
歌星唯一主演过的电影《保镖》的同名音乐剧
首演……电影里只有 ( 首已故歌星的代表
作，音乐剧里有 "'首热卖单曲融入，怎么会
没有票房呢？看海外音乐剧，毫无疑问看的是
艺术。那么，看目前涌现的中文版音乐剧，到
底是看什么呢？

&月 &日，文化广场的“分部”———白玉兰
剧场将上演中文版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
了！与此同时，大剧院从 )月底至 &月初，接
连上演三部中文版音乐剧，从《音乐之声》这
样脍炙人口的剧目，到百老汇的先锋制作《谋
杀歌谣》，以及正在上演的《变身怪医》……中
文版音乐剧正在上海崛起。

英国伦敦西区、美国纽约百老汇这两个
音乐剧重镇的制作人、导演，已经是上海滩的
常客。他们提及的最多话题就是，最近经常有

人来问他们是否愿意到上海来制作中文版音
乐剧。事实上，专注于音乐剧的剧场已经不仅
限于文化广场“一家独大”。在徐汇滨江西岸
的蓝图上，将打造六个大小不等的剧场，专门
用于音乐剧的驻场演出，预计在明年至后年
间逐步完工并投入使用———轮番上演各种类
型的音乐剧。上实集团与早就在上海设立分
公司的倪德伦环球娱乐公司携手，将于 %月
为上实剧院破土。“预计，上实剧院将于 '!"'

年竣工。届时，上海将有第 )家专业音乐剧剧
场。

以上统计，还不包括平日里就能上演音
乐剧的综合型大剧场，或可以上演外百老汇
或者外外百老汇的先锋实验音乐剧的小剧
场。正在造音乐剧专业剧场的团队没闲着。剧
场在建造，不妨碍剧目的制作与引进。此番，
大剧院连番上演的三部中文版音乐剧中，《谋

杀歌谣》其实是徐汇滨江音乐剧团队，在制作
上“练个手”。而倪德伦则借机引进曾获 "'项
托尼奖的音乐剧《金牌制作人》……

依托于海外原版音乐剧的盛名，中文版
音乐剧还卖得不错。《音乐之声》一票难求，
《谋杀歌谣》也接近满座。前者成为暑期家庭
聚会的首选，后者成为热衷摇滚的年轻人的
热议。《我的意愿清单》票房略微差些，因为知
道由好莱坞著名表演艺术家杰克·尼克尔森
和摩根·弗里曼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人，肯定远
远不如《音乐之声》多。而这部探讨人生倒计
时之际，应该如何度过的思考之作，是否适合
音乐剧尽量单线推进的模式？

目前看来，中文版音乐剧要有票房，“翻
译”之作是首选。隐隐的，已有问题显现。我们
看中文版音乐剧，到底是去看什么呢？就目前
情形看来，解决的一大问题，其实是语言障

碍。大部分观众总算无障碍地看懂了剧情，知
道了《哆来咪》是“音阶教学歌曲”，也明了了
这部电影的主题是反对纳粹法西斯。其次，是
在理解剧情的基础上，不出国门了解多元文
化。《谋杀歌谣》和《变身怪医》基于的文化背
景，虽然与中国完全脱节，但是中文版的呈
现，也能让人领略到一些海外风情。

虽然，按业内人士的看法，音乐剧用中文
唱出来啊真是怪，因为中文的语言构成，与英
语、德语、法语等其他拼读得出的语言完全是
两个体系。所以，保守的业内人士根本反对音
乐剧出中文版。而立足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则
倡议：戏曲，才是中国本土根深叶茂的音乐剧
嘛！戏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民族音乐歌舞表
演史。中国人做音乐剧为什么不向内看，回望
历史，传承创新？至于目前市场上较为罕见的
中国原创音乐剧，多半跟着作曲风格走，通常
很难在音乐、舞蹈、表演以及剧情推进之中达
到有机融合与美妙和谐。投身这一原创领域
的多为上戏、上音等艺术院校的音乐剧系，以
及三宝、安栋等音乐人……他们基本是在摸
着石头过河。

音乐剧剧场的建造，是为中文版音乐剧
“筑巢”。中文版音乐剧在圈内面临争议这种
境况下，先卷起袖子建剧场也不失为一种推
动，势必加速音乐剧在中国的发展。音乐剧是
相对商业的舞台剧。好看、好听是让大家掏钱
买票的基本。目前，全球最受欢迎的音乐剧都
可以轮番在上海首演三五年，保持票房飙升。
随后呢？这个局
面，会不会像是
动漫？我们拥有
全球最高欣赏口
味的观众，但原
创作品崛起前的
蛰伏期，会有一
点漫长……

———从有关《绝世高手》的争论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