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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得寂寞 自有芳华
——从电影《决胜时刻》看何冀平的编剧艺术 □路海波

这几天北京的银幕和舞台非常热闹，且都和一位编

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她就是何冀平。由她编剧的电影

《决胜时刻》已于9月20日在全国上映，同样由她编剧的

舞台经典名剧《德龄与慈禧》在保利剧院盛大献演，都获

得了强烈的反响。其中，《决胜时刻》是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而由博纳影业主投的弘扬主旋律献礼大片。

作为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重大革命历史电影题材，《决胜

时刻》有与以往不一样的银幕表达。特别是注重刻画老

一辈革命家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扭转乾坤伟大形象的同

时，也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陈有富、田二桥、孟予那样的普

通青年人作为历史推动者的动人形象。放映的影片中不

仅有唐国强、刘劲、王伍福等老牌明星所扮演的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还有黄景瑜、王丽坤、聂

远、张涵予等年轻的流量明星扮演的年轻革命战士或是

其他重要角色。这自然有何冀平为吸引作为当下主流电

影观众的年轻人观影兴趣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何冀

平经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认为当年的那场革命本身就

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众多年轻的革命者共同奋斗才能

取得最终胜利的。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合二为一是这

部影片着力表现的主题。在当今世界风起云涌、面临多

事之秋，我国改革又正在深入发展、需要全国上下团结一

心、共同砥砺前行的重要历史关头，《决胜时刻》成功塑造

了新老两代革命者的形象，能够更好地吸引不分男女老

幼的几代中国观众了解这段重大历史。观众不仅了解到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的丰功伟绩，也了解到当年

我们的胜利，同样离不开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依靠人

民群众，依靠像《决胜时刻》中的陈有富、田二桥、孟予、田

二桥父亲那样的普通人参与革命、牺牲生命的壮举，离不

开像影片中陈有富、田二桥和孟予那样的年轻革命者的

努力和奉献精神。该片激励广大观众为了完成我们在当

今新时代正在承担的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不管前路有

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共同奋斗到底！

何冀平创作《决胜时刻》经历了诸多艰辛。联想到何

冀平几十年创作经历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戏比天大、耐得

寂寞、自有芳华的创作精神，的确是年轻同行们学习的榜

样。当初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和影片监制黄建新曾为找不

到合适的编剧而发愁。幸喜由张和平钦点了何冀平，而

且张和平特地补充说，已定于2019年9月公映的《决胜

时刻》的编剧非何冀平莫属。何冀平虽早就移居香港，但

她与张和平曾任院长且作为她娘家的

北京人艺素有合作。所以尽管她手头

“文债”很多，但对于张和平力荐她担

任《决胜时刻》的编剧，她自觉不仅无

可推脱，还应该勇敢承担。而张和平

之所以力荐何冀平，也是因为他太了

解何冀平了。他知道何冀平从30多

年前入行以来，就以耐得寂寞、潜心创

作、诚信守诺而为人所敬重。

何冀平从小就是学霸，尤喜文

学。因为“文革”的原因，她自北师大女附中毕业后，在工

厂当过工人。1978年她入读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编剧

专业之前，在编剧方面，她就以一名工人编剧的身份在行

内崭露头角。1982年自中戏毕业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副院长赵起扬慧眼识珠，她由此成为北京人艺的一名专

业编剧。1988年，何冀平为北京人艺创作了《天下第一

楼》，那也是她的舞台大戏成名作。上世纪90年代初她

因家庭原因移居香港后，电影导演徐克约见她说，我看过

你的《天下第一楼》。你能把一个大酒楼写得那么精彩，

那你一定能写好一个小客栈。于是就有了何冀平编剧、

徐克导演的新武侠经典电影、至今盛名不衰的《新龙门客

栈》。那是何冀平第一次写电影。写《天下第一楼》的时

候，何冀平在北京和平门烤鸭店体验了两个多月的生

活。从开始时师傅们怀疑她是卫生局检查食品卫生的干

部而对她敬而远之不理不睬，到手把手教她烤鸭技艺，直

到她考取了烤鸭专业的二级厨师证。在北京人艺排演

《天下第一楼》的剧本围读阶段，不少人怀疑年纪轻轻的

她怎么能写出这么一部含义隽永的老北京大酒楼的戏。

然而当一些老艺术家在现场向她提了许多有关烤鸭专业

的技术难题时，何冀平竟然没有一个答不上来的。写武

侠电影剧本《新龙门客栈》的时候，她坚持在原故事框架

中增添了张曼玉和林青霞扮演的两个人物的对手戏，也

使整个电影的情节色系和情感色系更加绚丽多彩。

2016年创作由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时，她采访了

许多人物原型，并为此悟到了这部抗战电影的主题，就是

普通人创造了历史。她塑造的周迅扮演的女儿和母亲之

间，虽然道不相同，理念各异，但母女情深，最终在抗日这

条道路上殊途同归，人物形象感人至深。而有意思的是，

那部电影的片名《明月几时有》，竟是她将30年前为原名

叫《夜上樊楼》，后来叫《天下第一楼》的剧本重新改名的

时候，偶然在一本叫《对联大全》的书中看到的一副对联

而触发的灵感。那副对联是：“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

是客。只三间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风”。这对联大有来

历，据说是康熙皇帝出的上联，纪晓岚对的下联。纪晓岚

30岁考中进士，他享有文名之时，起码与康熙帝隔了30

多年。何冀平因看到这副对联触发灵感而将《夜上樊楼》

改为《天下第一楼》。用她借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苏民的话

说，《夜上樊楼》这个剧名不太响亮，不够有力。改成《天

下第一楼》后，果然格局和气势就不同凡响了。而2016

年创作的电影剧本《明月几时有》，其剧名还是得益于30

年前看到的这副对联，真是奇妙至极。

今年已近70岁的何冀平于2018年9月底答应接受

《决胜时刻》的创作任务。当时，这部为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献礼的大片尽管还没有剧本，却已经定档在2019年的

9月下旬于全国公映。时间如此紧迫。何冀平一如既

往，闭门潜心创作。在接下来的4个月时间里，她搜集、

研读了几百万字的资料，琢磨创作思路，打磨故事大纲和

剧本细节。大纲第一稿出来后，就博得了出品方和监制、

导演等主创团队领导的击节赞赏与一致通过。剧本出来

后也同样如此。成片出来，到了在北京路演点映，又收获

了一路赞叹。从何冀平作为工人业余戏剧作者到专业剧

作家近40年的创作历程中，她始终秉承戏比天大、人物

是剧本中心的信念。为了创造出坚实的人物形象，她总

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深入生活、采访亲历者上面。功夫

在诗外和功夫在戏外，指的是诗人和剧作家首先要认识

生活、理解生活、参透生活，耐得寂寞，潜心创作。要摆正

自己和国家、民族、社会、大众的关系。为时代、为国家、

为民众而写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冀平说她接下

来还有好几部作品要写。我们祝愿她不断为观众奉献出

精品力作。

电视剧《国家孩子》定档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月26号起每晚黄金档开播。该剧将观众视线带回到

上世纪60年代初，据主创介绍，当时一场自然灾害席

卷大半个中国，江南地区出现大批弃婴，无力抚养孩子

的父母把他们送到上海的保育院，整个上海都面临巨

大的救助压力。时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

席的康克清大姐把这个情况如实告知了周恩来总理，

希望国家给予帮助。周恩来总理和内蒙古自治区乌兰

夫主席达成共识，把江南的部分孤儿送到内蒙古交给

牧民抚养，内蒙古自治区做了周密安排，调集了丰富的

物资，牧民们向孩子们伸出了温暖的双手，而这些来到

内蒙古的孩子被称作“国家孩子”。

《国家孩子》从4个由同一趟火车运到草原的上

海孤儿讲起，展现了他们半生的命运，傅程鹏、杨舒、

徐洪浩、王梓桐四位实力演员分别诠释了剧中人物从

1960年八九岁到达内蒙古开始，一直到他们扎根于

此、子孙满堂的故事。剧中，他们半生的命运跟国家

发展息息相关，这是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也是一首

家国命运的史诗。 （央 讯）

由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办公

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共同主办的中国吕家河民歌文化座谈会、“武当大明

峰杯”《山歌越唱越快活》——中国·吕家河民歌会分

别于9月21日、22日在湖北十堰官山镇举行。座谈

会上，与会专家深入分析了民歌在当下存在的危机，

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就民歌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研

讨。专家认为，有民歌在当下出现与时代水土不服、

受众流失、人才断层以及民歌本身在传承发展过程

中走形变样的危机。传承保护民歌，一方面要让民

歌进入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内容中，另一方面需

要通过创新发展，为乡村振兴和群众文化生活服务。

次日举行的民歌会上，来自内蒙古准格尔旗的漫瀚

调，陕西的镇巴民歌，甘肃的白马人山歌酒歌，宁夏

的花儿，新疆的塔吉克族民歌，青海的土族叙事民

歌，藏族情歌，西藏那曲的藏族民歌，门巴族酒歌，珞

巴族民歌，广西的京族民歌女子弹唱，贵州的“布衣

十八调”，云南、四川的彝族民歌，重庆的原生态民歌

组合，以及湖北的十堰民歌、吕家河民歌等15支优秀

民歌表演队，将展演活动不断推向高潮。（许 莹）

《决胜时刻》表现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在

开国大典前夕，驻扎北京郊区香山的半年时间

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表现中共从革命政党转变

为执政党所经历的抉择和部署，不仅揭秘了许

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史实，而且也是对中共执政

为民的政治初心的一种追忆和致敬。在共和国

70华诞前夕公映，其政治意义和价值不言而

喻。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的赞美诗。当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

泽东在其《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一文中，曾经充

满憧憬地描述过未来的新中国，“它是站在海岸

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

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了

的一个婴儿。”而在《决胜时刻》中，这个新中国

已成为一种即将实现的既定事实。无数仁人志

士所梦寐以求、所浴血奋战的人民当家作主、民

族独立自强的愿望即将实现。这注定了这部影

片的基调是昂扬、辉煌、生机勃勃的，它呈现的

是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

电影不是历史教科书，记载已经发生的事

往往不是艺术的主要使命。如果说历史结果已

凝固，艺术则是对已经远去的历史的激活。而

艺术与历史最大的差异在于，历史更关注事，关

注发生了什么和怎样发生；而艺术则更关注人，

关注人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在这方面，《决胜

时刻》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文献的影像再现，更展

开了对历史中形形色色人物的艺术想象。在这

方面，本片的艺术探索弥足珍贵。

影片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故事圆心，但它却同时展开了多条叙

事线索。中央书记处工作，国共合谈进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垂死挣

扎，军事前线的战斗，毛人凤、戴鹏程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毛泽东与毛岸

英、李讷、李敏以及若隐若现的江青的家庭生活，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

议的筹备，再加上虚构的警卫队长陈有富和播音员孟予的爱情，小警卫员

田二桥的故事……显然，这么多的线索和界面，注定了这部影片的“非故

事性”和“非戏剧性”，与其说它是具有完整戏剧冲突的故事，不如说是一

部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电影，与其说它是靠故事的一波三折不如说它是靠

人物的栩栩如生将观众带入历史观看的视角中。而这个形散神不散的

“神”，就是影片对各种人物性格的塑造。电影像一幅动态的历史大画卷，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在银幕上谈笑风生，从而也让历史片段变得鲜活生动。

在众多表现毛泽东的电影中，这部影片的毛主席形象颇为丰满。在

决定重大事件时的坚定、睿智，帮助捕捉麻雀时对待孩子的那份童心和慈

祥，对待同志和战友时休戚与共的诚恳，对待张治中和民主党派人士的虚

怀若谷，用锦囊妙计促成身边警卫员的恋爱所体现的风趣，对梅兰芳先生

的尊重所体现的艺术修养，在街边吃完北京小吃的“赖账”……许多细节

都从不同维度塑造了一个更加立体的毛泽东形象，也与毛泽东当时的精

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高度契合。虚虚实实、自成整体。虽然扮演者唐国强

与当时56岁的毛泽东有不小的年龄差距，但正是人物形象所具有的生动

性，才使得演员能够超越年龄局限，抓住其人物内在特征，也成为他自认

为塑造最成功的毛泽东形象之一。

与此相似，影片中许多历史人物的塑造都有新的突破。刘劲饰演的

周恩来在这部作品中，改变了过去相对固化的温良恭俭的形象，他两次与

老对手、老朋友张治中的唇枪舌剑，都合情合理、有礼有节，表现了在当时

处境下更准确的人物本色。而马晓伟所扮演的蒋介石形象，在本片中既

没有个别作品过度人性还原的矫枉过正，也没有回到过去的政治漫画，而

是写出了他在大厦将倾时困兽犹斗和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而最后一刻

放弃在开国大典当天轰炸天安门的计划，更是为观众留下了丰富的性格

想象空间；而广受赞誉的任弼时拉小提琴的段落，将无数先驱为理想献身

的精神表现得充满诗情画意。即便是影片中着墨不多的一些次要人物，

如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最后自杀谢罪的潜伏特务戴鹏程等等，也都写

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典型命运。历史云卷云舒的画卷，因为有

了这些人物的点染，才有了艺术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而没有仅仅停留在对

历史事实的文献展示层面。

当然，影片最重要的艺术创新之一，是虚构的毛泽东身边的几个普通

人。陈有富、孟予这一对情侣形象，为多维度展示毛泽东性格提供了一面

不同的镜子，展示了伟人“普通”的生活侧面和性格侧面。如毛泽东给陈

有富提供“诗经”的锦囊妙计去讨取孟予的欢心；毛泽东让孟予为参会者

朗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段落都是影片中的神来之笔。

当然，相对而言，这两个虚构人物由于缺乏性格假定的统一性和自身行为

的主动性，与那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相比，反而更多地停留于功能设计的状

态，自身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反而并不出彩。不过，在文学和电影史上，用

虚构的普通人来带动大历史的叙述，虚构人物的功能性价值往往大于艺

术价值，例如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著名的《战争与回忆》中的维克多·亨

利，也更多的是串联二战大历史的功能性角色。

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警卫员田二桥的塑造，应该说是影片中意外

的亮点。从不认识双清别墅的细节开始，这个天真、勇敢、忠诚的青年人

性格就让他立在了观众面前。因为一个梦境，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同意他

回乡探亲并让他收集从基层得到的信息；小战士申请到前线并悄悄给主

席写信汇报；最后在渡江战役中英勇牺牲，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泪流满

面……领袖形象的立体，正是有了这些虚构人物的镜子才能更加充分地

体现出来。这也是本片创作的一大收获。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在1980年代以前，革命历

史题材电影大多采用传统的戏剧性叙事方式，从《南征北战》到《西安事

变》，出现了许多代表性作品；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从《小花》到《今夜星光

灿烂》，则受苏联电影和当时人道主义思潮影响，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从戏

剧化走向了诗意化，更着重于写人情人性，甚至发展为反战主题；而1989

年《开国大典》和《大决战》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出现，则创

造了一种全景式、立体化的叙述方式，确立了文献电影的创作模式；进入

新世纪以后，以《建国大业》为代表的影片，则用一种片段化、细节化的叙

述，开拓了一种场景化创作形态……这些影片共同推动了革命历史题材

电影的创新发展。

《决胜时刻》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些创作模式的集大成者。反特线索的

戏剧性，任弼时拉小提琴和田二桥护旗牺牲的诗意化，国共两党高层的片

段化，政治、军事、反特、家庭、亲情、爱情多线的立体感，可以说都是对过

去不同阶段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模式的继承。但在本片中，这所有不同的

创作手段又都共同汇聚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创作者努力在造型上、心理

上、性格上、语言表达、行为动作，甚至面部微表情上，找到每个人物可识

别的“惟一性”。无论是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人物，还是创作出来的虚构

人物，这种形形色色人物的“惟一性”，使得影片中的历史场面有了人的鲜

活性和生动性。对历史人物的想象，使得本片在继承过往革命历史题材

经验的同时，获得了艺术上新的突破。

当然，也正是因为影片集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经验之大成，所以

出现了一些风格不统一的痕迹。例如，反特的戏剧性线索不够完整；两位

年轻人的爱情故事缺乏新意带来人物形象的单薄；领袖人物的性格特征

还是留于表层性，客观上使得人物缺乏更结实的时代力量，也缺乏心理和

行为的深刻动机。如何将戏剧性、诗意化、文献性、以人为本有机、完整地

融为一体，或者在某个向度上更加单纯，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是一个需要

继续探索的创作难题。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未来的突破，更在于如何用美

学的方式真正去理解和表达历史人物的深刻性、复杂性以及时代的制约

性和个人命运感。而这种史诗性创作的出现，需要的既是创作者的坚持

和才能，更是时事所营造的整体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创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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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有在剧场这样开怀大笑了。”这

是9月21日晚从北京东城区文化馆看完刘

俊杰相声专场演出后很多观众的直接感受。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由中国文联

曲艺艺术中心、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

员会、北京市曲艺家协会、天津市曲艺家协会

及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共同主办的刘俊杰相

声新作品专场演出暨艺术研讨会9月21至

22日在京举行，国家一级演员、相声作家刘

俊杰先后与李立山、陈惠增、许建、张尧合作

表演了《躲不开》《证明的证明》《这是怎么了》

《老有理》四段自己近年创作的相声新作，引

发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加上相声表演艺术家

李金斗惟妙惟肖的主持，当晚现场笑声、掌声

此起彼伏。

这四段相声是近几年刘俊杰不断深入生活，挖掘百姓

身边故事，用百姓视角、百姓语言勾勒时代发展变迁的杰出

作品，寓意深刻，故事精彩，包袱新颖，耐人寻味，获得了广

泛好评，多次登上中国曲艺节、全国非遗周展演、各大卫视

春晚的舞台。为了能在国庆期间为首都观众奉上精彩的相

声大餐，刘俊杰在对作品进行再次加工整理的同时，大胆尝

试自己与不同搭档合作的演出，这在相声演出历史上是一

次突破，也彰显了刘俊杰深厚的艺术功底和超强的舞台驾

驭能力。

演出中，刘俊杰的多位曲坛挚友登台助阵。单弦表演艺

术家张蕴华、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洪胜等纷纷回忆了几

十年来与刘俊杰的深厚情谊和艺术渊源，并助兴上演了拿

手节目。特别是李金斗与刘俊杰的儿子刘芃即兴合作的相

声小段博得了满堂喝彩。李金斗向北京观众介绍了自己的

这位新徒弟。“相声要与时俱进，人才更要代际传承，新时

代就要有新面孔，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这门艺术，为广大观

众带去欢乐。”李金斗说。

22日上午，刘俊杰相声新作品艺术研讨会在东城区第

一文化馆召开。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李治邦，中国曲协

相声艺委会秘书长甄奇，相声名家李金斗、李立山、宋德全、

崔琦以及陈连生、王大胜、张海涛、张浩等曲艺理论专家出

席。大家结合刘俊杰的艺术经历对四段新作品的艺术特色

进行了深入研讨。

刘俊杰师承相声大家苏文茂，近40年的创作历程充分

体现了他“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艺术追求，他善于发现积

累生活中的幽默素材，也练就了一双敏锐捕捉生活焦点的眼

睛。四段新作品展示了他对当代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观察和思

考，总结提炼出了生活的智慧。同时，刘俊杰的相声创作注重

塑造人物性格，不跟风、不浮躁、不空洞，让相声再一次回归

其市民属性本质，创造了多个“刘俊杰式”的艺术形象。

与会专家认为，刘俊杰的相声体现了守正创新，守的是

相声艺术的本体、相声艺术的审美特质，尊重了相声艺术规

律，为相声界树立起了楷模和标杆。刘俊杰的艺术实践是在

文化观念、理性思维观念上产生的，是对过去传统的突破，

在相声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专家们表示，讽刺与幽默是相声艺术的功能，刘俊杰和

百姓打成一片，深入体验百姓情感、关注百姓生活，以艺术

家的担当和责任，以相声作为讽刺艺术的功能对社会中的

不和谐因素，对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观念，对沾染恶习的人

物，进行善意的批评，开拓了相声的“新讽刺”风格，也提升

了相声的说表技巧，引领了相声创作的潮流。

据了解，刘俊杰的新作品专场演出还将在京津冀三地陆

续上演，为广大观众送去欢乐，同时也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

断加工完善，力争把更好的相声节目搬上舞台。（艺 文）

电视剧电视剧《《国家孩子国家孩子》》重现草原真情重现草原真情

张礼敏张礼敏 摄摄

9月11日，由中国影协指导，《电影艺术》编辑部主

办的沪剧电影《雷雨》观摩研讨会在京召开。该片作为

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梅花奖数字电影工程”项

目、促进上海电影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由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性传承人茅善玉、陈瑜，沪

剧演员朱俭、王明达、洪豆豆等倾情演绎。

电影改编自曹禺最为称道的改编版本沪剧《雷

雨》，片中不仅保留了舞台版本中“盘凤”“吃药”“花园

会”“撕支票”“四凤独叹”“五重唱”等经典唱段，还通过

实景拍摄再现了一个真实的周公馆，展现了许多在舞

台上未充分展示的原著中的经典场面，例如繁漪雨夜

尾随周萍，四凤、周冲双双触电而亡的场景。电影将原

作的精华通过画面和声音的传达，为观众带来前所未

有的沪剧“新体验”。

《雷雨》曾被多种艺术形式改编，与会专家认为，

该片忠于原著，不仅保留了《雷雨》原作的戏剧结构、

人物塑造和美学风格，更延续了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

取向。影片选择以繁漪的视角展现，更体现出《雷雨》

的灵魂，表达了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专制家庭压迫的反

抗。该片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出，观众通过该片

看到封建专制对人性的残害，而这恰恰是推翻旧社

会、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原因。有专家谈到，戏曲电影对

传播戏曲文化、传扬经典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推出的大量戏曲电影无疑是电影史上

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力度

的加大，戏曲电影秉持守正创新，在艺术上不断突破、

向前发展。该片选用的沪剧唱腔委婉柔和，非常适合

表现《雷雨》中错综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加上沪剧名

家茅善玉及一众优秀沪剧演员的演绎，使得影片保持

节奏流畅的同时，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戏曲与电影这两

种艺术形式的平衡。也有专家指出，戏曲电影《雷雨》

拍得过实，留白部分不够，观赏过程中悬念感、压抑感

有所削减，繁漪的人物刻画还可以更丰富一些。

（慧 妍）

专家观摩研讨沪剧电影《雷雨》

专家学者为民歌发展问诊把脉专家学者为民歌发展问诊把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