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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聆听了一
场 关 于 文 化 的 演 讲
——故宫博物院原院
长单霁翔主讲宁波文
博会“故宫论坛”第
三 季 之 《故 宫 上 新
了》。 现 场 座 无 虚
席，演讲多次被掌声
打断。我翻看微信朋
友圏，发现无论是在
现场的还是看网络直
播的圈友似乎都一样
激动。当晚，刚刚退
休的单院长还被聘为

“宁波特色文化博览
会 ” 和 “ 创 意 宁 波
2020 建 设 计 划 ” 双
顾问。在春风怡人的
夜晚，这无疑也是甬
城文化记忆中别有韵
味的一笔。

我 们 经 常 在 说
“文化”这个词，但
“ 文 化 ” 究 竟 是 什
么？在很多人的认识
里，这似乎是个抽象
的概念。然而，从地
方戏曲里我们看到了
它的妖娆多姿，从南
北食物里吃出了它的
美味营养，从生活习
俗里看到了它的红袄
绿襟，从诗词歌赋里
读出了它的时代风雅，从英雄故事里感受到它的
民族精神……文化真是奇妙，它有历史，有内
容，有故事，有血有肉。

无疑，对于文化的认识是需要加以深入学习
的。最近，常翻历史书，可谓常翻常新。学生时
代学课本上的历史，朝代、人物、事件都稍嫌枯
燥，老师讲得又不生动，学习的方法是背背背，
而且完全是应付考试，提不起自主学习的兴趣。
长期以来，甚至连累到自己对古装剧都很排斥。
只是某次看到一个情节，是一个宫中妃子用小
帚子在刷茶，觉得很好奇，就去翻历史书查
看，才知那小帚子叫茶筅，是宋代中国茶艺

“点茶”中必备的茶具，以竹做成。宋徽宗还在
《大观茶论》 中专门描述过茶筅：“当如剑背，
则击拂虽过而浮沫不生。”于是感慨，我们的教
材和授课形式是不是也当以问题切入，深入历
史，连接当下，化枯燥为生动，才会有更好的
教育效果？就如阅读钱穆先生的 《中国史学名
著》、英国贡布里希的 《世界小史》 一般所带来
的愉悦和享受。

从“认识”我又想到“激活”，一如本次论
坛主题中“故宫”之于“上新”。我们的故宫，
是世界文化遗产。它建于明代，是我国古代宫廷
建筑之精华，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
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我在历史书上读
过它，也进里面游览过，但似乎并没有产生强烈
的印象。直到 《我在故宫修文物》 纪录片上映，
以及故宫口红、故宫日历等文创产品热销，特别
是故宫角楼咖啡三天两头出现在朋友圈、成为网
红打卡地的时候，才发现故宫好像一下子变得亲
切起来。近 600 岁的故宫竟然打造了如此爆款
IP，不得不令人为之心动。至此，故宫展现了不
一样的文化姿态，就像是你我身边的老朋友，走
进了大家熟悉的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确实，文
化需要持续“上新”，包括影视、文学、建筑、
美术等领域，不应该被圈养在文化界，应该流动
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它们，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
狂欢，而应该得到劳动大众的赞赏，展现全体人
文水平，才会是长久的、优美的、有生命力的。

这次论坛上还了解到，原来故宫内的文渊阁
是模仿宁波天一阁而造，让作为宁波人的自己倍
感骄傲。宁波这座城，有着太悠久的历史文化，
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把宁波文化表达出来，让每一
个宁波人都能如数家珍，在历史的长河里，成为
全国人文地理乃至世界人文地理里闪亮的明珠？
也许这是一个长久的课题。单霁翔顾问上任后，
宁波文化如何“上新”，值得期待。

如果说，知识积累越多，认识往往会越客
观，应用起来就会厚积薄发，得心应手，传播的
方式也会更加通俗易懂，没有距离感。但有能力
去激活文化的，首先需要一颗匠心。即使是写一
篇文章，做一场演讲，上一堂课，只有专业的理
论语言，内容再好怕也难引起广泛的共鸣，但如
果只有实操罗列，没有总结，没有思考，总归达
不到体系的高度，影响发展。我总是觉得，在激
活和传播文化方面，真正的能力是把专业领域的
理论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解构，用多形式的载体承
载，历史文化才能真正普惠大众，也才能得以更
好的传承。特别是对于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如何结合现实，用符合当下社会的传播工具
使年轻人更好地接力？这一颗匠心，必包含着联
系现实的人文关怀与维护民族文化的强烈的使命
感。

聆听演讲过程中，我记录了一组数据。自称
“故宫看门人”的单霁翔上任后，花了 5 个月，
走遍了紫禁城里所有的 9371 间房子，数清了藏
品数量1862690件，光是鞋就磨坏了20多双；做
了512块标识牌，每一个三岔口、十字路口都有
标识；做了2个月的数据对比，把女士洗手间的
厕位数量改造成男性的 2.6 倍的合理比例；7 年
来，故宫开放区域从 30%增加到超过 80%；花了
快2年时间去研究什么样的冷光LED才能最大程
度地保护文物，实现“点亮故宫”；文创产品一
年销售额 15 亿元……透过这些数据，我仿佛看
到了创造者的智慧与汗水，时间的厚度与温度，
匠心出品和良心制作。

我想，我又有一个小目标了：二进故宫，而
且是专程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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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浙东一带农村流行田
头山歌,慢慢发展成两人对唱的形式。

▲乾嘉时期，宁波艺人将唱新闻、
马灯调、苏滩三者结合起来，形成宁波
串客。

▲1880年，宁波奉化西坞民间艺
人邬拾来，带着串客班到上海演出后，
串客改名为宁波滩簧。

▲1935 年，上海禁演“宁波滩
簧”。甬剧艺人邀请文明戏编导担当甬
剧编导，改革甬剧的题材与表演，并将

“宁波滩簧”改称为“四明文戏”。
▲20世纪 30年代末，宁波滩簧从

内容到形式进行全面改革，进入“改良
甬剧”时期。

▲1950 年前后，宁波滩簧正式命
名为“甬剧”。

▲1952年,宁波市甬剧团成立。

▲1962 年，上海堇风甬剧团“三
大悲剧”进京演出，甬剧迎来表演艺术
上的一次飞跃。《半把剪刀》《双玉蝉》
《天要落雨娘要嫁》三大悲剧代表了甬
剧文艺工作者在继承传统、推陈出新方
针指导下，所达到的崭新高度。

▲2002 年，甬剧史上里程碑式的
作品《典妻》首演。这是甬剧艺术由低
迷走向振兴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甬剧
跟上了全国戏曲发展的步伐。

▲2008 年，经国务院批准，甬剧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6 年，宁波历史上第一家专
业性艺术科研机构——宁波市甬剧研究
传习中心成立。首任主任是甬剧领军人
物王锦文。

▲2019 年，甬剧历史上第一部电
影《典妻》首映。 （也喆）

甬剧大事年纪

陈也喆

掉水里了？

电影 《典妻》 是在 2017 年最炎热
的那几天拍摄的，地表温度达到摄氏
50 度。有一天，执行导演李广东去找
导演朱定忠，看见他浑身湿漉漉的，发
梢和脸上，淌着水。

朱定忠吓了一跳：“你掉水里了？”
李广东苦笑：“没有啊，导演，是

汗。”
说着，他把T恤脱了下来，拿手一

拧，满地的汗水。

蹲在木箱子上记录

场记是个小姑娘，她最怕虫子。
“妻”回家路上这一段戏，都在山里的
树丛中拍摄，山里最多的就是虫子，尤
其是夏天。有一次，演职人员正在安静
地拍摄，突然，“哇”的一声，所有人
受到惊吓，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原来是
一只毛毛虫爬到小姑娘的脚背上。后
来，剧组给小姑娘准备了一只木箱子，
让她蹲在木箱子上做记录，才免于她惊
吓连连。

胡子怎么又掉了？

姚剧名家寿建立饰演的老秀才，造
型上需要粘胡子。可是天实在太热了，
一出汗，胡子就掉了。常常戏演到一
半，胡子就掉下来了，他还揣着秀才的
语调：“胡子怎么又掉了？”现场演职人
员大笑。

演员没戏的时候，在空调间歇息，
轮到老秀才上场时，他从兜里掏出眼镜
戴上，拍摄现场特别热，温差导致眼镜
起雾。他戴上眼镜，就像两块白光板，
仍是老秀才的语调，慢悠悠地，带着迂
腐味：“我一点都看不见了。”把大家逗
得人仰马翻。

脸部轮廓怎样更年轻

每天凌晨 4点 10分起床，4点半开
始化妆，一直拍摄到晚上 9点半。这是
王锦文拍片时一天的作息。

“妻”这个人物的年龄是 20多岁的
少妇，为了更好地演绎这个角色，使脸
部轮廓更年轻，王锦文每天要吊发 16
个小时。连续吊发四天后，她的头皮红
肿疼痛，只能通过另一种方法提拉脸部
轮廓：把肤色相近的纱布，用酒精胶粘
到脸部，几天下来，皮肤过敏起泡，只
好再次吊发。为此，她受了很多苦，却
没有怨过一声。

整个人飞了出去

沃幸康扮演的“夫”在最后一场，
握着“妻”省下来的五块铜板，拿着酒
壶，跌跌撞撞地出门，摄影机只拍到这
里为止。

其实之后发生了危险的一幕。沃幸
康走出门，拐了个弯，被崎岖不平的山
路绊了一脚，整个人飞了出去，身体撞
到了石头墙，反弹后，头撞向岩石，幸
亏他及时把身子缩成一团，才免于更大
的危险。第二天，身上都是淤青。

秋宝不哭怎么办？

电影中，“妻”三年期满，要回家
时，在门口与秋宝依依不舍的一幕十分
感人，许多人看哭了。

有谁知道，为了秋宝能哭，导演花
了很多心思。

起初，扮演秋宝的小男孩哭不出
来，假哭又很不自然。怎么办呢？导演
看到男孩的妈妈一直陪着他，就想出一
个办法。

他让剧组的人假装跟他妈妈吵架，
甚至还打架、拉扯，男孩感到害怕，一下
子就哭了，才有了银幕上感人的一幕。

白云庄成了秀才家

为了更好地融入宁波的历史文化与
宁波元素，电影《典妻》摄制组选景时
跑遍了宁波大市范围内的所有古村落，
最后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明代建筑。
比如俞山村是“妻”的家；白云庄是

“妻”被典到秀才家以后，她住的地
方；天一阁是秀才家；鄞州居家博物馆
里的“灶跟间”是“妻”做脏活累活的
地方；鄞江镇的它山堰和晴江岸，是

“妻”的回家路；等等。

电影《典妻》幕后花絮
朱定忠

甬剧电影《典妻》与以往拍摄的电
影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是戏曲演员与电影演员的表演
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戏曲演员常年在大
舞台上表演，离观众比较远，形体动作
与表情都很夸张，否则观众看不清。而
拍电影，是要在镜头面前表演，需要更
贴近人物的内心，更贴近生活本真。

电影演员习惯于在真实的环境中感受
戏剧的真实，而戏曲演员不需要环境真实，
他们可以在空的舞台上演绎人间百态。

实景表演对戏曲演员来说也是一种
挑战，只要戏曲音乐一响起，他们会不
自觉地起范儿，一举一动多多少少带有
程式性。我所做的，就是控制他们的舞
台腔，去掉舞台的表演程式，但又不能
完全舍弃，分寸拿捏很重要。既要体现
戏曲元素，又要贴近日常生活。比如舞
台上那些一招一式，还有小碎步、兰花
指这些元素，电影中都不需要呈现。

戏曲电影的表演节奏，也与一般的
电影不同。拍电影《典妻》时，演员表
演，专门有人在旁边播放唱腔录音，演

员是跟着录音对口型。因为唱腔的节奏
是缓慢的，行动和念白也要与之统一，
不能太快了。

拍摄本片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戏曲
演员真的比有些电影演员敬业得多，也
很能吃苦，尤其是高温天气下，他们还
要戴头套、粘胡须，穿着棉衣棉裤，衣
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衣服干了以后
上面有白色的盐花出来，非常辛苦，令
人感动。

链接：

朱定忠：甬剧电影 《典妻》 导演，
宁波市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
长。曾拍摄和执导的影视剧有《北风那
个吹》《小姨多鹤》《向东是大海》《双
城生活》《解密》《姐妹兄弟》《我和我
的儿女们》等。

导演说

赵淑萍

烈士柔石短暂的一生，经受了血与
火的洗礼，三十年华留下了两部不朽之
作《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这两
部小说都被拍成电影 （《二月》 名为
《早春二月》），改编成戏剧。

10 年前，小说 《为奴隶的母亲》
改编成的新甬剧 《典妻》，如一枝芳
葩，光彩耀目。它被称为甬剧史上一部
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甬剧的三大悲
剧《半把剪刀》《双玉蝉》《天要落雨娘
要嫁》家喻户晓，一些优秀的剧目也在
各个历史阶段发挥了作用。但《典妻》
被认为“一次性完成了地方剧种由乡镇
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质的飞跃。”它博采
众长，大量借鉴京昆程式，甚至运用了
舞蹈、话剧中的肢体语言与表情、造
型。舞台美、文学美、画面美、音乐美
充分融合，是甬剧史上的一次改革，一
次突破。

《典妻》，一个几乎囊括了国内戏剧
艺术重要奖项的舞台剧，以电影的形式
呈现，又是一次尝试和探索。甬剧名家
王锦文说，拍一部甬剧电影，是几代甬
剧人的梦想。宁波电视台先前推出的甬
剧系列情景剧 《药行街》《老爷升堂》
和眼下正热播的《隔壁邻舍》，都有很
好的反响。但是，甬剧走向银幕，还是

第一次。人们在期盼的同时，也有隐隐
的担忧：当年精雕细琢的舞台剧，到了
银幕上，那些精华部分是否会被削弱？

4 月 13 日，甬剧电影 《典妻》 首
映。熟得不能再熟的剧情，演员，除了
秀才老爷的扮演者由杨柳汀换成了姚剧
名家寿建立外，主演王锦文、沃幸康、
陈安俐仍是原班人马。笔者带着舞台记
忆几乎是对比着审视着去观看，仍然有
那种最初的感动和震撼，仍然有一种萦
纡不去的压抑和愤懑，仍然有一种深切
的同情。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
的演员和观众也在成长，那就是对角
色、对原著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
受。一个因为世道不平、年成不好，又
染上恶习的人穷志短的“夫”，一个背
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族压力
的老秀才，一个深受封建宗法压迫反过
来又施虐他人的秀才大娘……当然，所
有的凌辱和痛苦最后落在“妻”头上。
温柔善良、含辛茹苦如她，受着族权、
夫权的欺压和经济、精神的双重摧残。
王锦文的唱腔清丽柔婉，在“妻”的角
色把握上是精准的。一个形神毕肖的浙
东农村劳动妇女，一个柔弱但不缺乏
个人意识的薄命女子，一个无我
牺牲仍然深陷绝望的母亲，清
新地立在银幕上。沃幸康饰演

“夫”，以细腻的动作、表情把

角色的窝囊、猥琐、卑微、无奈刻画得
入骨三分，可恨却也可怜。寿建立是姚
剧名角，这次加盟甬剧，他和王锦文的
对手戏演得自然、默契，微妙的心理从
眼神中传递出来。陈安俐作为“老戏
骨”，她饰演“大娘”驾轻就熟。只
是，窃以为大娘子内心阴鸷，但外表并
非“悍妇”。一心想着利用“妻”来生
子的她，初次见面就掐手背的动作是否
妥当？两个仆妇的戏份很少，但也个性
鲜明：一个，和善、充满人情味；一
个，起初本能地站在“大娘”一边，对

“妻”有所排斥，后来渐渐体恤及至奉
命搜身后回了一句“只剩下一把骨
头”，显现出内心的不平和正义。

电影更有视觉的冲击力。晴江岸、
白云庄、天一阁，画面里的宁波是那么
美。熟悉的地域景象和生活图景，让人
深感亲切。电影和舞台剧不同，舞台上
一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要做减法，比
如“夫”抱着春宝对“妻”的沉沉一
跪，比如大娘子携着“妻”的手时那夸
张的动作、步态，电影里都被删减。虚
拟的舞台和电影实景不同。戏中“妻”

在返家的路上出现幻觉，两柱光束，
代表着她的两个孩子。电影则是

通过“妻”的梦境来实现：秋
宝被硬拽回家，春宝被秀才家
的家仆推到河里。梦的处理很

不错，遗憾的是梦境和现实之间的过渡
衔接不够自然，显得有些突兀。“妻”
在山野中独行这一幕，和戏中“妻”于
大雨将临前疾奔那种扣人心弦的动感和
张力相比，略显拖沓。但是，电影蒙太
奇手法的运用，创造了独特的影视时间
和空间，有些效果是舞台无法达到的。
比如离开原家之前，一边，轿子在霞光
中前行；一边，“妻”在灯下为春宝补
衣。到了秀才家后，一边，“妻”在打
扫庭除；一边，是“夫”在原家嗜酒情
景的回放。这些镜头的组合对比有很强
的感染力。可以说，舞台剧和电影因为
艺术表现手段的不同，各有所长。

无论是舞台剧还是电影的成功，一
剧之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柔石小说的
内涵、深度及阶级和人性双重视角的叙
事使得剧本有开拓的空间。80多年前，左
翼作家通过小说人物的个体命运来揭示
封建陋习和极度贫困对生命及家庭的戕
害，对穷苦农民特别是劳苦妇女寄予了
深切的同情，而今，甬剧《典妻》和电影从
人本主义出发，突出了对女性命运的关
注和母性尊严的追问，从而转向精神文
化和生存、人性等方面的探讨。甬剧《典
妻》走上银幕，必将助推小剧种的传播和
传承。当然，另一种意义是在烈士的家
乡，用宁波人自己的主创团队，改编、演
绎了烈士的作品，通过经典的时代再创
造，对烈士深切缅怀，致以敬意。

经典的时代再创造
——甬剧电影《典妻》观后

甬剧甬剧：：
从舞台到银幕从舞台到银幕

导演朱定忠导演朱定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