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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战争年代硝烟弥漫，
也留存温情。电影《大山
的女儿》就在讲述了一个
中国人民以德报怨，把日
本战争遗孤抚养成人的
温暖故事。

与一般的战争题材
电影不同，战争的残酷只
是这部片子的背景，而
人性的爱与包容才是影
片的灵魂。中国姑娘山
菊的一生令人动容，她
在沦为慰安妇之后，却
依然救起一名日本女
婴，并用尽心血将其抚
养长大。日本遗孤妞妞
从小对二胡情有独钟，
“母亲”山菊便带她拜师
学艺，终于学有所成。

无论是坠崖沉塘的
宗族刑罚，还是面对爱情
时的怯懦惶恐，中国妇女
的苦难在战争年代显得
更为悲切，但小人物又有
小人物的信仰与力量。影
片中多次提到“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中国人
民和日本人民在战争中
都是受害者，所以山菊救
了日军遗孤妞妞，柳队长
救了日军遗孀秀子。这种
大爱，是人性的光辉，是
劳动人民最朴实的信仰。
电影主人公山菊身形瘦
小，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悲怆
的一生。年轻时她驮着妞妞回村
子，年老时仍然驮起受伤的妞妞
进城考试，山间长长的吊桥，见
证了她对妞妞的爱，也掂量出平
凡的劳动妇女，有如大山般的力
量和伟岸。

电影大部分在贵州山区取

景，高山流水给人悲壮之
感，而本片最大的震撼莫
过于二胡的引入。二胡是
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主
要的弓弦乐器之一，让日
本遗孤与二胡结缘，不妨
理解为在某种程度上中
日文化可以同声共振。影
片中大量使用二胡曲，与
高山流水之景交相辉印，
尤其是最后《命运交响
曲》的演奏，悲怆而极富
感染力，既是泪点，也是
亮点。

主人公山菊的扮演
者孙清，作为上影演员
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
在此次影片中的表现可
谓不俗，细腻温婉，柔中
带刚。从十七八岁的姑
娘到头发花白的老太，
将人物悲惨而刚强的一
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
妞妞的扮演者，再次触
电的二胡演奏家马晓
晖，以其精湛的艺术演
绎，给观众带来了一场
听觉盛宴。

令人遗憾的是，影
片在剧情编排和表现手
法上略有欠缺，例如太
多的巧合使得故事虚构
性较明显，影片结尾有
些唐突，情绪酝酿到高

潮便戛然而止。但影片所体现
的伟大情怀，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却依然清晰而深
刻。历史不应该被忘记，和平也
更应该被珍惜。《大山的女儿》
这样一部影片，没有多少商业
元素，但带给了人们更多的思
考与启迪。

! ! ! !意大利著名画家莫迪里亚尼
非常喜欢画人物的肖像，有人问
他：为什么你的自画像常常是一
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莫
迪里亚尼答道，“我用一只眼睛
观察世界，另一只眼凝视自己的
内心。”
杰出的艺术家，有生命力的艺

术作品和文艺评论，应该也是如
此，一方面是认识世界与时代，一
方面也是关注自我与内心。
我们常常用全媒体，全球化来

命名我们的时代，的确互联网、全
球化、全媒体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和
存在的方式，拓宽了文学发展空间
和传播途径，也改变了以往的文学
生态和审美方式。网络文学、数字

杂志和报纸、微博和微信等的流
行，使得文学的传播、交流和互动
更为便捷，文学的价值观念、审美
形态更为自由多元。

生活细节、故事叙述、时尚风
潮早已不是文学的专利，影视剧、
微博微信上的各种段子、视频等都
充满细节和画面，并争相完成叙事
和时尚普及。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
里，随处都可以看见揣着手机，投
入信息和资讯之海的低头族，现代
人在过度的信息包围中，常常处于
无所适从的状态，犹如眼见流水处
处，到底哪里是可以放心饮用的清
泉呢？

在一个正被天量信息产能深
刻变革的文化生态里，特别需要有

专业深度、思想力度和人文温度的
文艺批评，专业分析，入心阐释，真
诚表达的文艺评论犹如清新的空
气，帮助现代读者修复心灵的倦
怠，提高自我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文艺批评应该成为文化生活新的
精神前沿，人文精神新的增长点。

有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应该关
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现实，介
入当代人的文化生活和内心世界，
以思想的力量认识现实，以现代的
语言呈现中华美学精神，以人文的
立场体现襟怀，以真诚的情感温暖
人心。
文艺评论家协会的成立，有助

于凝聚人才，搭建平台，形成良好
的文化生态和批评场域，加强对重

大题材和优秀文艺作品的推介与
评论，对受众广泛的文学、影视、戏
剧等艺术领域的重要作品组织文
艺评论家进行专题研讨；对当下的
热点话题和文化现象，组织笔谈，
让各有专长的评论家发表见解；让
不同年龄层次的批评家对不同形
式的文艺作品充分发声。为有思想
创见，分析深度，语言生动的文艺
评论提供发表的平台，让敏锐、专
业、理性、真诚、鲜活的批评话语，
形成一种思想的力量，理想的光
芒，批评的魅力，形成文艺评论的
新常态，影响和提升大众的审美素
养，促进文艺创作和评论的双赢，
塑造上海文化大都市富有人文魅
力的精神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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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毋庸置疑田沁鑫是中国当今最具

实力的女导演之一! 她擅于改编经典

小说来做戏"这一次"她选择的是李敖

的那部最不像小说的小说 #北京法源

寺$% 李敖曾经说过"这部小说是他有

意为之的&破格'之作"小说中抛弃情

节的写作手法" 抛弃清宫秘史的书写

思路" 以及论说大于叙事的写作风格

都让人觉得将它立于舞台上是件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可没想到"在北京的戏

剧舞台上田沁鑫的(北京法源寺$因为

格外引人注目而让整体低迷的中国原

创戏剧多了一个话题% 李敖的)破格'

通过田沁鑫对小说的重构" 对戏剧时

空的打破"一一呈现"并神奇发酵"理

性思辨与戏剧性共生共融%

从(北京法源寺$的舞台上能够

强烈地感受到导演田沁鑫自信地游

走于中西戏剧观念之间%如果大家想

问" 当西方的戏剧观念与东方戏剧"

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戏曲观念相遇时

会是何种样貌"看这部作品大约就知

道了% 戏曲理论家洛地先生曾用&说

破*虚假*团圆'来精简概括中国传统

戏曲的出发点与归宿"而这三个词作

为戏剧(北京法源寺$的创作理念竟

也完全贴切+

&说破'"是叙述体戏剧的特质"

也是中国戏曲的出发点! 在(北京法

源寺$中"&庙堂高耸"人间戏场'是通

过 !"#!年的法源寺主持普净向观众

娓娓道出的"而剧中惊心动魄的&戊

戌变法'也并非顺序铺排"而是一开

场就被&说破'了结局"这就是中国戏

曲的奇妙之处! 结局都说破了"那还

要看什么,传统戏曲当然看的是演员

如何表现"那么田沁鑫让观众看的则

是剧中人究竟是怎样逼近事件终点

的% 开场"谭嗣同等 $人以自报家门

的方式登场% 他们告诉了观众大结

局-&我们四个砍头的时间一致"%&"&

年 "月 #&日'% 传统戏曲中的&自报

家门'&自我表白'&人物说破'&现场

展示'等手法被田沁鑫不拘一格地拿

来用在对谭嗣同.康有为.袁世凯.慈

禧等人物的心理探索中%我们看到了

谭嗣同选择&殉'的心理逻辑"我们也

看到了康有为对批评的自我辩驳"我

们看到了袁世凯是如何由一个维新

变革的拥护者走向告密者"我们还看

到了杨锐.刘光第.林旭这些同样的

变法死难者在死亡面前真实的恐惧

感% &说破'"让舞台上的每一个人时

而体验时而间离"人物肉身.亡魂.内

心"甚至是演员都附着于一体来回切

换% 舞台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戏剧时

空" 也打破了活着与死去人物的界

限"于是"思辨.论说与表现杂糅"但

又丝毫不削弱戏剧的魅力%

&虚假'"所谓以假当真的&做戏'

原则是我们戏曲中最无需回避的"而

在(北京法源寺$中这个原则竟无处不

在%&虚假'就是对现实时空的打破%剧

中有两个时间点-%"#%年的法源寺和

%&"&年&戊戌变法'前后十天% 而空间

则更为复杂-作为讲述者"普净和异禀

的法源寺/光绪康有为面见的紫禁城/

谭嗣同与梁启超结拜的法源寺/ 谭嗣

同与袁世凯密会的法华寺/ 以及南海

会馆.菜市口等% 剧中"与戏中人自由

穿梭的灵魂一样"时空自由跳跃%我们

看到了逃亡中的康有为可以和被囚禁

的光绪隔空对话" 死去的荣禄为维新

派们再做总结评判"谭嗣同的亡魂回

到自己的故乡"静静地看着溪边的妻

子% 回忆与现实.天堂与人间.历史与

当下"纷繁的时空或交叉或并行或介

入"甚至讲述者活着的普净与异禀也

可以搬张椅子跨进历史现场参与讨

论%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屏障% 法无定

法是田沁鑫的创作原则%

至于中国戏曲的&团圆'归宿在

(北京法源寺$的剧中也能找到对应%

&团圆'一般意义上被理解为&五四'

时屡被诟病的&大团圆'结局"但是实

际上它也可视为戏曲结构 &起承转

合'中的&合'字"也就是中国戏曲中

所说的&大收煞'% 剧末"导演田沁鑫

让活着的" 死去的历史人物再次出

场% 而那被慈禧宣布即行正法的&戊

戌六君子'"已没有了惊慌.恐惧"他

们春风化雨地为自己的一生做着最

后的点评% 此刻他们是在天之灵"也

是盖棺定论"他们用自己肉身的消亡

成就了自己&名节上的生'"背景处打

出的&翠'.&竹'像极了戏曲中的下场

诗% &团圆'的舞台上"(春歌$响起"舞

台的空间又回到法源寺的大殿前"那

些活着的.死去的人们邂逅.相遇在

这里"在这个千年古刹前"他们都是

过客%

自 %'年前话剧(生死场$横空出

世"家国情怀和舞台上的时空自由就

是田沁鑫剧场的内在魂魄与艺术特

点%此次(北京法源寺$不仅浓墨重彩

地凸显了这两大特质"而且因其对历

史题材.对传统文人风骨的现实观照

与思考"再次体现出了宝贵的文化自

觉与担当%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全媒体时代的文艺批评
!王雪瑛

电
影
︽
大
山
的
女
儿
︾
得
失
谈

话剧《北京法源寺》
在“破格”中重塑

文艺评论与创作，是“鸟之双
翼”、“车之双轮”。随着上海文艺
评论家协会的成立，本报全方位
助推文艺评论的“新民艺评”应运
而生。在文化时评版、文体新闻
版、艺术评论版，都将推出这一专
栏。与此同时，还将开设“新民艺
评”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传播方
式，举办“新民艺评”导赏会、研讨
会等互动活动，旨在成为艺术家
与老百姓之间的“摆渡人”。

此外，还将挖掘青年文艺评
论家，以更新颖的视角、更独到
的观点、更明晰的文风、更丰富
的语汇，展现文艺评论本身也具
有的文学品格，艺术能量。最终，
让艺术家的作品更深入人心，让
老百姓更能感受文艺魅力、抚慰
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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