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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9文娱

! ! ! !《春之祭》
被视作现代舞
的发端，作曲家
斯特拉文斯基
的颠覆和突破
为后来者提供
了无限可能，百
年来无数的现
代编舞大师都
将其视作传情
达意的试金石。
而如今，杨丽萍
将为其注入民
族元素，以东方
视角来解构这
场“春日祭祀”。

!" 月 !#

日起，由中国上
海国际艺术节、
英国伦敦萨德
勒之井剧院共
同委约舞蹈艺
术家杨丽萍创
作的现代舞剧
《春之祭》将在
上海国际舞蹈
中心全球首演。

《春之祭》
描绘的是春日
里，少女被命运
选中，被送上祭
祀台的故事。作
品中有人类对
自然原始的崇
拜、对死亡的恐
惧和对春天来临的渴望与喜爱。在杨
丽萍看来，绝大多数西方作品表现的
都是少女恐惧、矛盾和彷徨的心情，但
她试图从另一个“自我牺牲、救赎众
生”的思想来解读，杨丽萍版本的《春
之祭》融入了她对于东方生命观的独
特解读：“生命不只是向死而生，而是
从生、到死、再到涅槃重生的过程。”
杨丽萍坚持从自身成长的土地里

面寻根，依赖民族文化的养分创作。
“我要用自己民族的魂融入到这个题材
里面。”在杨丽萍看来，“尊重自己，尊重
自己的文化，运用世界语言与之对话，
是东方美学独特表达‘被看见’的途径。
不论用任何手段和方法，最终，我们要
守望传承的还是自己民族的文化。”

这次的创作是一场长达两年的
“冒险”。杨丽萍在现代舞蹈的基础之
上，融入大量藏文化元素。狮子、女人、
祭司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而杨丽萍
的代表形象———孔雀，也将在剧中涅
槃重生。
《春之祭》的内核是“祭祀”，是一

个仪式感极强的故事。杨丽萍版《春
之祭》也贯穿了她一如既往的形式感
与杨氏舞台美学———舞台被 ###个神
秘的符号堆满，一个存在于平行时空
的修行者，躬身在大地上，好像种麦子
一样播种着祝福，播种着寓言，播种着
觉悟。舞者置身其中，忘我起舞，人世
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被放置在一
个宏大的时空之中，产生出亦真亦幻、
亦虚亦实的舞台效果。人们在大地上
生息、舞蹈，又在大地上苏醒、觉悟。
杨丽萍将《春之祭》的舞台化为一

个抽象的宇宙，时间、空间、生命共存
其中，万物轮回，周而复始。与此同时，
在借鉴传统藏族舞蹈和现代舞蹈的基
础上，注入她独有的孔雀舞蹈语言。
舞蹈中的狮子暗喻权力、旧有的世界、
不可侵犯的规则；女人是受难者、觉醒
者与重生者；祭师则象征着无情、冷漠
的压迫者；而孔雀代表着重生、未来的
希望。爱恨、生死与自由，在她的诠释
之下化为具象。

此次《春之祭》也吸引了一众海
内外知名艺术家，美术总监叶锦添、
文学总监梁戈逻等纷纷加盟，曾创作
过《阿姐鼓》的作曲家何训田也将在
斯特拉文斯基原作的基础上，贡献新
创意。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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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威尼斯当地时间 #月 $日晚
%时，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场地丽
都岛，全球首部“一带一路”纪录电
影《共同命运》在这里举办了一场
充满东方特色的国际推介会，来自
&"多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发行公
司代表，国际制片人、影评人、媒体
和电影主创团队，共同见证了这部
电影首次向世界发声。
时长 &分钟的《共同命运》国

际版预告拉开了推介会的序幕。预

告片让现场观众感受了一次跨越
世界各个角落的探寻之旅，跟随
时间的脚步从人类起源之地东非
跋涉到欧洲，从中国新疆到中亚，
从极地到南美。而《共同命运》的
“丝路”海报则将陆上丝绸之路与
海上丝绸之路，用丝绸与水墨的方
式，进行了意象性的表达。浓浓中
国风，闪耀在威尼斯电影节各处。

英国著名编剧、四届英国学院
奖得主盖·希贝特是推介会的首席
推荐人，他同时也是该片的编剧之
一。他说：“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
希望，好似为现在不平静的世界带

来了一缕光明。”而法国电影发行商
雅克·诺则表示：“这是一部属于全
人类的电影，它的故事走向，它的
情感表达都让我感觉非常亲切。”

推介会上还邀请到一位重量
级的嘉宾———著名导演马丁·坎贝
尔。马丁是“""%”系列中最成功的
导演，他表示：“我的电影是给全世
界人欣赏的，很多是讲述碰撞和冲
突。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同样给世界
欣赏的电影，但讲述的是不同文明
之间的合作。这部电影鼓舞人心'

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将吸引全世
界的观众。”

电影中的两位主人公：西班牙
的造纸老人以及丝绸之路上叛逆
的文艺女青年受邀来到现场与嘉
宾一同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从货
车司机故事中衍生出的一幕歌剧，
则将推介会现场推向了高潮。这幕
歌剧是文艺女青年一直以来的梦
想，当天主办方为这位执着而孤独
的女孩完成了愿望，并将歌剧搬到
了威尼斯推介会现场。
《共同命运》预计于 $"!#年上

半年在海内外电影院线、主流媒体
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媒体
平台同步播映。首席记者 孙佳音

神坛

《共同命运》
亮相威尼斯电影节

汇聚全球影人
感受真实力量

故事不可信
《苏丹》的片名，就是萨尔曼·汗

在片中扮演的印度北方小镇青年
的名字。苏丹原本是小镇中无所事
事的青年，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安
努舒卡·莎玛扮演的阿尔法，并对
她一见钟情。自然，身为摔跤运动
员并且梦想拿下奥运奖牌的阿尔
法，看不上苏丹。苏丹靠着毅力和
过人天赋，迅速成为印度顶级摔跤
运动员。他与阿尔法的爱情也开花
结果。然而，苏丹被胜利冲昏头脑，
导致家庭事业都出现危机。消沉好
些年的他中年发福，却为了找回昔
日的自己以及挽回家庭，重新振
作，接受高强度训练转型为综合格
斗选手，燃烧生命再战擂台。
这样看来，《苏丹》的故事并不

比《摔跤吧，爸爸》差劲。那么同样
是摔跤题材，为何《苏丹》就遭到了
中国市场的冷遇呢？因为，《苏丹》

讲完了故事却还差一些细节，比如
零基础的苏丹只用了 &个月就练
成了印度一个联邦的冠军，甚至吊
打体型比他大将近一倍的职业选
手；再练一两年，他又顺利当上奥
运冠军；而中年崛起阶段多年未受
训练身材走形的他，转战完全不同
风格的综合格斗比赛，只用了 (个
星期训练，就拿下了冠军。如此“天
方夜谭”，与《摔跤吧，爸爸》循序渐
进地讲述一个真实故事全然不同，
降低了运动题材给观众带来的刺
激感和可信度，观众很难投入。

文化有差异
除了对运动规律本身的尊重，

《摔跤吧，爸爸》其实是通过一个励
志的竞技故事，温情地向观众传递
出了父爱，是这份爱打动了中国观
众；同样由阿米尔·汗这位中国观
众最熟的印度男演员领衔主演的
《神秘巨星》讲的是拥抱梦想的勇
气，文化隔阂也相对较小，于是票
房和口碑亦不俗；《小萝莉的猴神
大叔》就因为没有阿米尔·汗的加

持，以及涉及到复杂的地缘政治，
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出
色了……到了《苏丹》，文化上的差
异便进一步凸显出来了。
一则，摔跤在印度的普及和受

关注程度大约堪比乒乓球在中国，
因而不难理解《苏丹》在印度上映
时获得了出色的票房成绩，但简单
的摔跤格斗故事很难叫对这项运
动并无太多热情的中国观众投入
其间。二来，曾有印度电影人自豪
地表示，“生活已经那么苦了，何不
拍点高兴的给人民看看，电影就是
用来麻痹生活中的痛苦的”，这样
的观点正与《苏丹》牺牲合理性而
更在乎传奇性相应和，两国观众在
审美习惯上的巨大差异，让我们很
难消化这样一个开挂的冠军。
再者，《苏丹》故事的女主角阿

尔法基本变成了苏丹的附属品，一
个受过西方教育、独立自主又性格
刚毅的现代女性，一下子把自己的
的喜怒哀乐、职业生涯全部交给婚
姻，尤其当对方始终并不足够尊重
女性和婚姻时，这样的“爱情”显然

无法叫中国观众产生共鸣。不过阿
尔法在印度却是普遍存在的，在今
天的印度，还有超过半数的婚姻是
完全由父母包办的；女方无论接受
过如何好的高等教育，结婚后都会
自觉做全职太太，负责生养孩子和
照顾老人。这显然与中国社会女性
地位不断提高截然不同。
自然，《苏丹》也并不是全无优

点。比如，萨尔曼·汗年逾五十，但
无论是身材和演技，都足够叫人相
信他扮的愣头青；比如片中寥寥几
段歌舞用得恰到好处，很好地展现
了人物情绪与剧情进展；比如传递
了不服输的拼搏精神，拥有正能量
的主题。但这些对于一年内看了六
七部印度大片的中国观众来说，已
经不再新鲜了。
当新鲜感过去，印度电影的味

精鸡汤便很难再让我们下咽了。而
这，也给中国电影人再一次警戒：
不断简单复制自己或者别人成功
的经验，很难在这个更新迭代的市
场里生存得足够长久。

首席记者 孙佳音

《摔跤吧，爸爸》12.99亿，《神
秘巨星》7.47亿，《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2.85亿，《起跑线》2.1亿，《厕所英雄》不到一
亿，《巴霍巴利王2：终结》不足八千万。中国电
影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印度电影却似乎在一年
内快速地消耗掉了中国观众对它们的神秘感和好
奇心，票房节节败退，口碑和话题亦大不如从前。

上周五首映的《苏丹》更是惨淡，五天来仅收获
2400万票房，也就是说2016年印度本土票房冠
军，最终在中国市场或许连五千万票房的门槛都
摸不到。印度电影不再是香饽饽，为何？

印度电影一年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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