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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用镜头纪录自然，一

直是老牌媒体BBC的招牌。如今，看着国外

自然类纪录片长大的国内观众也能够领略家

门口“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的大

美风光。由五洲传播中心制作的纪录片《家

园 生态多样性的中国》于4月2日在中央电视

台纪录片频道与腾讯视频开播以来，不少观众

拿它同BBC的自然类纪录片作比较。该片总

导演刘娜表示，这种观众自觉或不自觉的比较

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我们的拍摄对象是中国

的本土物种和生活环境，对中国观众来说有天

然的亲近感，这让我们有了和BBC纪录片同

台竞争的可能；另一方面，在创作上我们确实

以BBC的优秀自然类纪录片为标杆，我们相

信这种距离在逐步缩小，中国自然类纪录片也

能够立足国内，推向全球。

纪录片《家园 生态多样性的中国》制作周

期长达4年之久，按照生态系统共划分为《海

洋》《森林》《草原》《湿地》《城市》五集，每集50

分钟。该片拍摄了江豚、黑叶猴、长耳鸮等近

百种物种，而对人类这一因素的表现却是十分

克制的。刘娜告诉记者，现阶段大部分国内电

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中，对于人的表述偏多，其

中一个原因可能在于可用的动植物的素材不

足，需要拿人的部分来充实内容。事实上，该

片呈现出来的近百种物种只是前期调研范围

的冰山一角，例如在前期调研时团队曾试图拍

摄北京雨燕，北京雨燕每年都要飞到非洲越

冬，迁徙距离在同等体型鸟类中最长，一生旅

程相当于从地球到月球。北京古老建筑的斗

拱结构所产生的空隙为它们提供了栖息的地

方。但是随着古老建筑越来越少，有人观察到

雨燕在立交桥的洞孔筑巢的案例。这其实也

是它们适应改变的城市环境的一种表现。雨

燕除了进巢，几乎不落地，一直在天上飞，运动

速度极快，又因为体形娇小，用长焦拍摄非常

困难，基于对镜头的较高要求，我们最终放弃

了对北京雨燕的拍摄。

刘娜对物种的选择，不仅有相对全面、系

统、完整的构想，更在细处着眼，体现出女性导

演独特的细腻洞察。例如在打造第五集《城

市》时，她聚焦于熟悉环境中的陌生故事。刘

娜谈到，在犹豫是否要把《城市》作为单独一集

时，决定先去观察自己身边的各个物种。只要

有心，我们就能发现一个新世界。从此她发

现，每天早上叫醒你的鸟叫声在不同季节是不

一样的；当放慢脚步，饭后健步的运动场瞬间

变成了另外一副可爱的模样，因为有很多小动

物也生活在这里，比如跨越步道想去向另一片

草地的刺猬……“成人在应对生活的过程中容

易丧失本有的敏感与耐心，我们需要放慢脚步

像小朋友们一样去观察我们的‘邻居’，生活中

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城市是

为人类生存而建立的生态系统，但是不管在西

方还是东方，城市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必然

会影响到城市建造的理念与成果。例如中国

园林、微缩盆景等，就是把自然引入到人类生

存环境之中。我想，只有当其他物种也能在城

市中找到自己的生活空间时，城市才能更加适

宜人类居住”。

对于人和物种的关系，刘娜表示自己始终

是站在众生平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

在该片中，人和其他物种一样共同生存在“家

园”里。平等视角之余，她还选择了看见光明

与希望。“破坏总是能看得到的，但我们更愿意

展现光明的方面，在每集当中，人类即便是在

生态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出现，我们也是看到

他们努力修复自然的举措，帮助自然焕发出强

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是人在逐步探索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过程”。

《家园 生态多样性的中国》不仅集中反映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

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也体现了国

家综合实力的显著增强。刘娜介绍到，“在《海

洋》这一集中，我们去了南海和东海的冲绳海

槽，我们没有在近海徘徊，而是突破了海岸线，

真正进入到海洋的中心区域去拍摄故事。在

该片中观众会发现我们是跟随中科院的相关

研究项目行进的。片中像张浴阳等一批有海

外求学经历的科学家愿意回到祖国做研究，一

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

方面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实力去支持这些科研

项目，现在我国的珊瑚修复水平已然排在了世

界前列。我们能够顺利地拍摄到深海中的宝

贵素材，得益于有了深潜器这样探索深海的设

备，它有灵活操作的机械臂、高清摄像机等装

备，这背后都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纪录片《家园 生态多样性的中国》现在正

在英国做国际版。刘娜透露，现阶段国内音乐

公司的音乐版权基本都在中国大陆地区，如果

纪录片在全球发行，音乐版权方面是很大一块

短板，因此，该片所有的音乐都是从国外音乐

公司拿到了全球版权再请专业音乐编辑进行

编排的。我们期待这部纪录片的国际版能够

向世界亮出新时代“美丽中国”的名片，为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许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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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四年前，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因

为列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

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继而轰动全国。这

个戏的成功，除了得益于剧本、表演，还得

益于导演。

起初，在全团上下鼓足干劲准备向着

“十大精品”的高峰冲刺的节点上，聘请谁

来执导这部戏还是一件十分纠结的事情，

因为面临三个“难”。《董生与李氏》剧本已

经相当成熟，与梨园戏另一部力作《节妇

吟》同等规格，同属王仁杰代表性剧作。剧

目重新打造，其质量的“新增长点”更多的

要指望二度创造，此为一“难”。梨园戏作

为享有“宋元南戏活化石”、“宋元南戏遗

响”之称的古老剧种，自身积累相当深厚，

“十八步科母”等传统表演程式丰富而规

范，剧种个性独特性强，为导演创作又添一

“难”。王仁杰剧作文脉气息直接宋元，近

乎“复古”，风格颇具“排他性”，其“返本开

新”、“以不变应万变”等艺术思想主张近乎

“顽固”，给导演创作再添一“难”。实事求

是地说，与梨园戏合拍，与王仁杰、曾静萍

有“共同语言”且能胜任《董生与李氏》二度

创作的导演，一时特别难找，而卢昂就是福

建戏剧界专家公认匹配合槽、一致推举的

不二人选。

透过卢昂的导演创作手记，可以让人

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导演思维和艺术识见。

卢昂以敬畏之心对梨园戏作过精深的研

究，他花大量时间阅读、探究梨园戏的历

史、文献，跟随剧团到乡村演出感知风情，

游走闽南各地古迹、建筑寻找梨园根脉。

因此，卢昂能够更为深刻、准确地理解梨园

戏的剧种文化、剧种深处的丰厚和微妙，能

够对王仁杰的剧本解读深邃、独到而不乏

见地。他在尊重剧本的前提下，进一步开

掘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依托心理情感逻

辑，梳理舞台行动线索，适度张扬了此剧细

腻、灵动之挚情与机趣、诙谐之个性，实现

了演剧样式上的“风格化”。

对于《董生与李氏》二度创作，卢昂提

出需遵循四项“基本原则”，精辟、深刻、经

典、耐人寻味，今天不妨再次重温：“重拾古

典戏曲之古风遗制，回归古典戏曲之自由

精神，彰显梨园古戏之本体特色，弘扬古典

艺术之时尚品格。”在卢昂的统帅下，《董生

与李氏》为梨园戏“返璞归真”和“返本开

新”作了全新地诠释，实现了戏剧性和文

学性的妥善对接，创造了古典神韵与时代

审美的有机融合，回归了古典戏曲舞台的

剧场性、扮演性及游戏精神。譬如“监守

自盗”一场，当董生脱下李氏的红绣鞋，搀

扶她共入罗帷，两情欢洽之时，舞台两侧

乐队鼓师当众以第三者身份议论剧中人

物行为，与观众直接交流。这种自由跳

进、跳出的“大胆”交流方法，出人意料而

又自然有机地参与到舞台动作的行进和

创造。这种灵感乍现式的“假定性”舞台处理，在

表演语汇上闪现出鲜活的间离性，体现了民族戏

曲艺术自由、灵动之游戏精神，收到极佳的喜剧效

果及“留白”意蕴。

卢昂非常尊重梨园戏的传统表演，认为是一

种“微雕艺术”，需要特别放大，让观众一目了然，

过目不忘。因而坚持要求将7米见方的表演平台

跨越乐池之上，最大距离接近观众。同时，还要求

稍微前倾以利于观众看到梨园戏演员脚上的表

演。正是这样的追求和创造，从而将该剧演员细

腻、优美的表演、动作淋漓尽致地凸显给观众，无

论手势、碎步，还是身段、眼神，都被展现得毫发纤

细、楚楚动人。曾静萍依凭此剧一举获得“二度

梅”榜首。

卢昂导戏注重综合性、样式感。他善于运用

戏曲综合手段提升艺术表现力。就舞美来说，他

与舞美设计师一道，为《董生与李氏》构建了一个

极具古典神韵的空间——闽南古厝院落式古戏

台。既还原梨园戏的古风遗制，又以隐喻式符号

结构，暗喻剧中主人公的“心囚抉微与灵魂展

演”。戏至结尾，一束火红的刺桐花出现在舞台天

幕，用以衬托“风流古艳未曾迟”的戏剧诗意，充满

了心灵之悟和现代物语。舞台时空自由灵动且富

诗意表达，简约的舞台辅以时代“意笔”的灯光，一

同在更高的层次回归激活了“一桌二

椅”的戏曲美学精神，在更高的层次上

回归“古典”，激活了“传统”，熔炼了

“现代”。

有些话剧导演执导的戏曲作品，

为戏曲带来了新的舞台面貌和新的人

物塑造方法，但有时外在的形式、样式

的力量也无形中或多或少、或轻或重

地造成了对作为戏曲表演艺术的主

体——演员的生存空间的挤压。对戏

曲剧种个性的无视，对戏曲本体意义

上的审美特性的削弱，都可能带来对

戏曲传承发展的伤害。如何把民族戏

曲的精髓转化成艺术力量；如何进一

步熟悉、领悟、拓展戏曲“假定性”魅

力，开掘传统戏曲舞台处理原则；如何

创造出既符合导演思路，又能发挥戏

曲演员优势的舞台表现语汇等等，这

几乎也是全国所有话剧导演介入戏曲

都会遇到的共同难题。但在卢昂手

里，尤其在他导演的《董生与李氏》戏

里，这些问题几乎不存在。

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带来的影响

是强悍而深远的。为福建戏剧从“剧

本建设”向“剧目建设”的合理过渡和

必要调节起到推波助澜作用，许多剧

目不同程度受到《董生与李氏》的影

响。从近年来福建出现的梨园戏《御

碑亭》、越剧《潇潇春雨》等戏曲作品中

可以看出，福建戏曲二度创作至今仍

受卢昂的导演思维直接或间接影响。

梨园戏《董生与李氏》颇具借鉴意义的导演经

验，尤其对于戏曲“假定性”的利用、探索与突破，

对舞台“诗意”和“风格化”的追求，对现代戏曲舞

台审美空间的拓展与建构，连同他那舞台处理所

倡导的“四项基本原则”，伴随着这部精品剧目的

不断搬演、传播、流传，不断地被读解和认可，从而

产生种种可能的价值，不断影响当代中国戏曲的

舞台呈现、创造与演进。

卢昂于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导演创作中所体

现的文化思考，也同样给人以启示。他主张并身

体力行，立足本土文化、经验，放眼世界艺术潮流，

以“我”为本，兼收并蓄，辩证地吸收西方戏剧的某

些优长和艺术观念，让自身的戏曲舞台实践接续

传统文脉，同时又不忘与时代接轨，不断创造性地

拓宽戏曲美学探索之路。他以卓越的艺术实践，

为戏曲艺术“古典”而“现代”注入了新内涵。 该

剧近些年一直受到海外诸多国家戏剧者及观众的

青睐和热捧，正是其“古典”与“现代”、“本土”与

“世界”相互交融与渗透的成功例证。

卢昂继《董生与李氏》之后，又与王仁杰、曾静

萍再度合作，创作演出了《节妇吟》。该剧同样精

彩纷呈、本体突显。他们相约而定，将三度携手共

同完成他们三人的“梨园三部曲”。

放慢脚步观摩我们的“邻居”
——访《家园 生态多样性的中国》总导演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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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称“相亲相爱”，电影名“相爱相亲”，读

之别扭。非故意为也，乃有所指。爱，是现代

性的发明，五四之际，尤被强调，今为广泛接

受，目为婚姻基础。亲，古可形容夫妻，譬如成

亲、结亲、亲家、迎亲之类。今之婚姻重爱，古

之婚姻重亲，此古今之变，不可不察。

电影名称兼顾二者：先言相爱，示取今

也；次言相亲，示不废古也。顾名思义，这部

电影涉及相爱与相亲之争，即新道德与旧道

德之争。

《相爱相亲》中，慧英的父亲有两位妻子。

阿祖是乡下的妻子，乡人认可，符合礼俗，族谱

赫然写着“岳曾氏”。慧英的母亲是城里的妻

子，符合法律程序，结婚证可证。在电影中，慧

英父亲写给阿祖的是“家书”，言柴米油盐，所

谓相亲；写给慧英母亲的是“情书”，道风花雪

月，所谓相爱。法律与礼俗，孰轻孰重？难言

矣。今之婚姻，亦得兼顾二者：法律，领证之

谓；婚礼，礼俗之谓。二者不可偏废。电影中

的争坟事件，实际上是正统之争，是合法合理

性之争，辨孰妻孰妾。二人皆有正当理由，阿

祖执礼俗，慧英执法律，故皆振振有词。于古，

阿祖为正统；于今，慧英母亲为正统。

以“旧道德”视角看，慧英的父亲破坏了人

伦之大者，厌旧喜新，弃乡下妻子，择城里妻

子，或被视为“陈世美”，包龙图未必饶恕。从

“新道德”视角看，慧英的父亲是自由恋爱，追

求个人自由与幸福，或被誉为“反封建的斗

士”，成为时代英雄。

婚姻的古今之争，似乎五四时期已然解

决。彼时思路，重视爱情，故“三从四德”、贞

操、贞节、守寡云云，被视为旧道德，扫入历史

垃圾箱。故践行旧道德者，被视为冥顽不灵，

成为反面人物。既然似乎已有定论，电影《相

爱相亲》何必旧事重提，是要继续“反封建”，还

是另有他意。稍思导演态度，即觉其暧昧。作

者固然站在“相爱”一边，支持新道德，所以与

慧英父母相关的镜头是光明的，甚至圣洁的；

但对于“相亲”似乎也不排斥，而是抱同情之态

度、欣赏之眼光，感叹其坚贞。

导演的态度集中体现于阿祖形象中。若

按五四精神与笔法，阿祖是被启蒙的对象，她

应该是顽固的、愚昧的、麻木的。情感的不和

谐，生活的压迫，她当“只有那眼睛间或一轮，

还可以表明她是一个活物”。而电影中的阿

祖，容貌娴静，衣着整洁，神情波澜不惊；虽足

不出户，没有新文化，但性情平和，通情达理；

丈夫另有新欢，离乡不归，唯死后尸骨运回，她

不怨天、不尤人。慧英父母相爱固然为人羡

慕，但阿祖的坚贞更引人尊重，观众看毕得未

从有，是电影的两点与泪点。

综言之，阿祖形象一扫被五四时期赋予

的负面信息，成为正面形象。昔为负面人物，

今成正面典型，或是时代精神变化之征兆，所

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但电影《相爱相亲》表现

新旧道德之争，并不激烈，不是必定要压倒对

方，而是主张和解。阿祖与慧英，虽一度剑拔

弩张，但最后双方均放弃执著。阿祖允迁坟，

让有名无实的丈夫尸骨进城；慧英则愿将母

亲骨灰安置于乡下。电影至此戛然而止，虽

似和解，其实新旧道德之争依然悬而未决，如

何评价慧英的父亲，两个妻子孰为正统，还没

有答案。

电影《相爱相亲》：

温和的新旧道德之争温和的新旧道德之争
□杨 肖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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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散文奖”是以浙江定海籍当代女作家三毛命名的
散文类文学奖项，面向各地汉语作家。第二届“三毛散文奖”
自今日起向各地作家征集作品。

一、主办单位：浙江省作家协会、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员
会、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

二、评奖范围：
1、“三毛散文奖”的评选范围为散文作品集、单篇散文作

品。第二届参评作品须是2016—2017年期间，公开出版的
汉语散文作品集和公开发表的单篇散文作品（单篇散文作品
原则上须4000字以上）。

2、已获过全国或省级文学奖项的作品不得参评。
三、作品要求：
观照精神家园，抒写时代变迁，鼓励浪漫诗意的美文写

作，传承优雅汉语，展现中文魅力。
注重作品的文学品位，鼓励想象力丰富、叙事灵动飞扬、

呈现锐气与才情的丰美润泽之作，重视在大时代背景冲击下
发出的个人内心之声。

四、奖项设置：
第二届“三毛散文奖”设立散文集奖5部，每部奖金5万

元；散文集新秀奖8部，每部奖金2万元。单篇作品奖5篇，

每篇奖金1万元；单篇作品新秀奖8篇，每篇奖金5000元。
五、报送方式：
1、报送作品须附作者简介，包括真实姓名、性别、年龄、

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
2、散文集奖参评者需寄9部作品集；单篇散文奖参评者

需寄发表作品报刊复印件9份（含杂志封面、目录）。
3、每人限报1部（篇）作品（邮包上请注明第二届“三毛

散文奖”征集字样），如用化名报送多件作品，将被取消参评
资格。

4、参评作品除个人自行报送外，也可由出版社、文学杂
志社、各地作家协会推荐。

六、征集时间：
2018年4月20日至2018年10月31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七、作品寄送地址及联系人：
邮编：316000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文联(昌国路61号)
联系人：方云，电话:0580—2036268，13868213442，

2022969。
浙江省作家协会

中共舟山市定海区委、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政府
2018年4月20日

第二届“三毛散文奖”征集作品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