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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非诚勿扰非诚勿扰》》第一部到第一部到《《非诚勿扰非诚勿扰》》第三部第三部，，
影片中跨越十五年的爱情因时间变得回味悠长影片中跨越十五年的爱情因时间变得回味悠长。。
电影电影《《非诚勿扰非诚勿扰33》》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将当下热议的人工将当下热议的人工
智能自然融入智能自然融入，，AIAI机器人机器人、、无人机快递无人机快递、、健康体健康体
检检、、智能管家一应俱全智能管家一应俱全，，科技感满满科技感满满。。影片使用色影片使用色
彩大胆彩大胆，，道具道具、、服装都有不同色彩服装都有不同色彩，，就连最后给两就连最后给两
个笑笑买的手包也是一红一黄个笑笑买的手包也是一红一黄，，跳跃的颜色充分跳跃的颜色充分
表达着秦奋内心的孤独表达着秦奋内心的孤独，，但又让观众感觉温暖但又让观众感觉温暖。。

影片影片《《非诚勿扰非诚勿扰33》》中穿插了很多第一部中穿插了很多第一部、、第第
二部的画面二部的画面，，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对于空间让观众能够感受到对于空间、、时间以时间以
及对于自己记忆当中过往的怀念及对于自己记忆当中过往的怀念，，北海道的四姐北海道的四姐
妹妹、、李香山的去世李香山的去世、、芒果离八次婚却依然照顾着川芒果离八次婚却依然照顾着川
川的奶奶川的奶奶、、笑笑出去笑笑出去1010年后的回归年后的回归、、秦奋也终于秦奋也终于
盼回了心心念念的爱人盼回了心心念念的爱人，，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了自似乎每一个人都有了自
己圆满的归宿己圆满的归宿，，仿佛一面深邃的镜子仿佛一面深邃的镜子，，折射出人生折射出人生
百态百态，，捕捉着那些马不停蹄的相遇和告别捕捉着那些马不停蹄的相遇和告别。。在这在这
里里，，人生被描绘成一场盛大的舞台剧人生被描绘成一场盛大的舞台剧，，每个人都是主每个人都是主
角角，，我们在舞台上与亲人我们在舞台上与亲人、、老友老友、、爱人相遇爱人相遇，，共同演绎共同演绎
着着悲欢离合悲欢离合。。影片是对十五年来的回忆影片是对十五年来的回忆、、总结与总结与
诠释诠释，，结尾处两人共同剪断风筝线的画面更是冯结尾处两人共同剪断风筝线的画面更是冯
小刚导演对观众十五年来的衷心感谢与告别小刚导演对观众十五年来的衷心感谢与告别。。

第一次看到秦奋落泪第一次看到秦奋落泪，，他回忆着李香山的去他回忆着李香山的去
世世，，害怕再听到跳水的声音害怕再听到跳水的声音，，秦奋人生中的每一次告秦奋人生中的每一次告
别别，，都仿佛一场预谋已久的仪式都仿佛一场预谋已久的仪式。。我们或许无法预我们或许无法预
知何时会再次相遇知何时会再次相遇，，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再见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再见。。但即但即
便如此便如此，，我们依然要勇敢地面对告别我们依然要勇敢地面对告别，，因为那是人生因为那是人生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离别虽然痛苦离别虽然痛苦，，但也让我们更但也让我们更
加珍惜相处的时光加珍惜相处的时光，，更加懂得感恩和珍惜更加懂得感恩和珍惜。。影片带影片带

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更是对更是对
人生的思考和领悟人生的思考和领悟。。影片告诉我们影片告诉我们，，人生虽然充满人生虽然充满
了不确定性和变数了不确定性和变数，，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珍惜每珍惜每
一个瞬间一个瞬间，，那么无论是相遇还是告别那么无论是相遇还是告别，，都将成为我们都将成为我们
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美好记忆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美好记忆。。

““思念是什么思念是什么，，思念就是高山上盖庙还嫌低思念就是高山上盖庙还嫌低，，
面对面坐着还想你面对面坐着还想你，，挂念是什么挂念是什么，，挂念就是怕你过挂念就是怕你过
不好不好，，怕你受委屈怕你受委屈，，怕你不回来怕你不回来。。””这两句经典到假这两句经典到假
笑笑都可以重复出来的台词笑笑都可以重复出来的台词，，带给观众思考和回带给观众思考和回
味味。。明明已经揭晓了真假笑笑的答案明明已经揭晓了真假笑笑的答案，，却有那么却有那么
一瞬间又让人再度怀疑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一瞬间又让人再度怀疑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也许也许
爱情中本身就会有很多真真假假爱情中本身就会有很多真真假假。。老范的公司阿老范的公司阿
卡帕尼卡帕尼（（accompanyaccompany））译音陪伴译音陪伴，，当大幕落下当大幕落下，，彼彼
此各有归宿此各有归宿，，寻觅那些难见的伙伴寻觅那些难见的伙伴，，赫然发现人生赫然发现人生
已过半已过半、、尘埃落定尘埃落定，，只能释然只能释然。。旅途和终点旅途和终点，，什么什么
更重要更重要？？陪伴最重要陪伴最重要，，而需要陪伴的永远是我们而需要陪伴的永远是我们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当繁华落尽当繁华落尽，，你会发现你会发现，，一生中让你记一生中让你记
忆深刻的永远是那个不离不弃忆深刻的永远是那个不离不弃、、无论困境逆境都无论困境逆境都
会陪伴你身边的那个人会陪伴你身边的那个人。。

冯小刚的喜剧总是喜欢在热闹中进行一场悲冯小刚的喜剧总是喜欢在热闹中进行一场悲
剧的讲诉剧的讲诉，，从葬礼从葬礼、、离婚离婚，，人们从悲喜并存的故事人们从悲喜并存的故事
里里，，看到喜剧背后深沉而真挚的情感看到喜剧背后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喜剧的内喜剧的内
核是悲剧核是悲剧，，冯小刚导演的作品一贯蕴含着一种喜冯小刚导演的作品一贯蕴含着一种喜
中带悲中带悲、、笑中含泪的味道笑中含泪的味道，，更能引发人们对生活更能引发人们对生活、、
爱情爱情、、亲情的思考亲情的思考。。正像秦奋说的正像秦奋说的，，我们人类有感我们人类有感
情情，，机器人再智能也理解不了机器人再智能也理解不了，，它是一种治愈人心它是一种治愈人心
的力量的力量，，让我们在欢乐中找到力量让我们在欢乐中找到力量，，面对生活中的面对生活中的
悲伤和困境悲伤和困境。。

徽剧《刘铭传》是1997年安徽省
徽剧团排演的新编历史徽剧，先后获
得多项国家级奖项。2023年11月29
日，由安徽省徽京剧院制作演出的复
排版在长安大戏院上演，拉开了“新时
代、新徽班、新气象”安徽省精品剧目
展演活动的序幕。

徽剧作为发源于皖南山区的戏
曲剧种，是京剧的主要艺术来源。然
而徽剧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观众的流
失和艺术人才的稀缺，逐渐成为濒危
剧种。2006年，徽剧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山市成立
了徽剧艺术传习所，与安徽省徽京剧
院共同肩负起保护和传承徽剧的重
任。安徽省徽京剧院对于徽剧大戏
《刘铭传》的复排，就是一次极佳的传
承实践。

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祖国的特
定历史时刻，当时的安徽省徽剧团举
全团之力编创、排演这样一出剧目，具
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刘铭传》在历史
和现实的互文中弘扬了爱国精神、宣
传了统一思想，宣传意义和文化价值
在彼时十分重要。编剧金芝和导演金
桐两位老先生八易其稿、精益求精，将
刘铭传在台抗法斗争中的雄才伟略、
民族融合携手共进的美好图景和他在
此期间所经历的斗争和坎坷徐徐讲
述、娓娓道来。

本次的复排导演兼主演汪育殊时
年24岁，作为剧团的青年演员，他有
幸参与了1997年版《刘铭传》的创作，
在其中饰演刘铭传的儿子刘云带。他
凭借清秀的扮相、优美的身段和精湛
的武打技术技巧折服了观众，也获得
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全国奖项。当时饰演刘铭传
的演员董成凭主演此剧荣获第十五届中国戏剧

“梅花奖”。20年后，汪育殊凭借着徽剧《惊魂记》
中的精彩演出，再次获得第二十八届中国戏剧“梅
花奖”。

1997年的精彩绽放之后，安徽省徽剧团与京
剧团合并，多位老艺术家相继退休，这出大戏也被
尘封多年。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加大了对传统戏曲的保护力度。中共
安徽省委宣传部也加大了对徽剧保护的投入，决
定于2021年由合并后的安徽省徽京剧院复排该
剧，并由汪育殊担纲复排导演和主演。

徽剧《刘铭传》艺术特色鲜明，保持了传统徽
剧原汁原味的优美唱腔。汪育殊沉郁悲凉的二黄

腔和罗丽萍清脆悠扬的青阳腔十分动
人。在徽剧原有的艺术风格之上，该
剧还根据情节发展合理增加了丰富的
民族元素。在刘铭传抗法保台、镇守
台湾的故事里，台湾本地的高山族土
著居民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鲜艳多
彩的民族服装和活泼灵动的高山族舞
蹈为传统戏曲舞台带来了丰富多样
性，舞蹈编排中还加入了安徽本地的
池州傩舞和具有现代感的动作设计，
翩然灵动，张弛有度，现代舞台技术的
声光电也加入到简洁的戏曲舞台设计
中，更符合当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
美需求。

在剧情设计上，作为一部写典型
人物的历史剧，徽剧《刘铭传》突破了

“说教”的窠臼，生动地讲述了一个英
雄人物的成绩与困境。他是一个肩负
重任的重臣，却遭受误解和非议；他是
一个对得起国家的英雄，但却为了抗
击侵略的理想牺牲了自己的孩子；他
是一个在战场上无畏“明枪”的将领，
但却未能提防身后的“暗箭”。这样一
个人物形象丰满而生动，感染力极
强。作为观众可以仰视他的雄才大
略，也可以共情他的黯然神伤。

汪育殊的表演丝丝入扣，把刘铭
传被误解的挣扎、失去孩子的痛楚，到
最终甲午海战后得知自己苦心耕耘的
台湾被拱手让人的悲凉，演绎得催人
泪下。“十问大海”被唱出的那个瞬间，
全剧推向高潮：“问大海，何日中华得
强盛，月圆人和国土全”，唱出了刘铭
传澎湃而悲壮的内心情感，也激发了
全场观众的爱国情怀，映照了大家期
盼团圆的心愿。

在本轮演出中，有多名徽京剧院的青年演员
参与了演出，其中不乏“00后”演员的身影。看着
他们青春洋溢的脸庞不禁让人想起26年前的汪
育殊。正是在和前辈先生们的合作中，一代代青
年演员成长、成熟，最终担当起了戏曲传承的重
任。而这些年轻人的参与和宣传也会成为吸引
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关注并热爱戏曲艺术的重要
因素。当下对徽剧文化的保护也不应停留在博
物馆和资料库，或者少数学者的论文里。要将这
样优秀的经典剧目在剧场中持续演下去，让青年
演员和青年观众共同成长，让古老艺术绽放新的
光彩。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
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广播剧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没有翅膀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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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中
国电视艺术委员会承办的2022—2023年度
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
天奖”与 2022—2023 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大
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第28届全国电视
文艺“星光奖”）评选工作即将开始。

通知显示，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的评选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
月31日期间，在中央电视台或各地卫视频道
播出的电视剧，以及在全国性重点视频网站
首播的电视剧和网络剧。本届“飞天奖”表彰
名额共20个，其中优秀电视剧奖16个，优秀
导演奖、优秀编剧奖、优秀男演员奖、优秀女
演员奖各1个。

第28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范
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
间，在中央电视台或地方电视台播出的上述
各类电视节目。表彰名额共14个。

具体通知及推荐表均可从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官方网站公告公示栏下载，网址为
www.nrta.gov.cn。

“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美学实践
□王培博

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以3集、90分钟
的体量，讲述了一个立意高远、内涵厚重又极
具烟火气和人间况味、生命意识的故事。一出
生就没有双臂、八个月时父亲就意外离开人世
的陈智勇，在母亲的大爱、老师的鼓励、乡亲的
支持、政府的帮助和土家传统文化的滋养下，
顽强挑战命运、勇敢走出困境，实现了“没有翅
膀的飞翔”。广播剧《没有翅膀的飞翔》将这个
以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中国好人”“湖北省劳动模范”“湖北省自
强模范”“湖北省向上向善好青年”等荣誉称号
的残疾青年陈兹方为原型的故事，讲得充满感
染力。

《没有翅膀的飞翔》生动表现了“没有翅
膀”的苦难，同时用心表现了努力“飞翔”的勇
毅。广播剧没有止步于苦难，更没有消费苦难。
全剧对主人公天生没有双臂所遭遇的超乎常
人想象的苦难进行了艺术表现。穿衣、吃饭、写
字、上厕所、劈柴、做饭、穿针引线缝衣服、操作
手机、拍照……陈智勇通过常人无法想象的努

力、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完成了。除了这些
基于身体缺陷带来的苦难之外，全剧还表现了
主人公心理的、精神的苦难。同学的歧视和嘲
笑，给陈智勇带来巨大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压
力。与身体残疾带来的痛苦相比，这种心理上、
精神上的痛苦更加难以承受。全剧对这两方面
的苦难都进行了充分表现，但又精彩演绎了克
服苦难的不易和超越自我后的成功。从用脚练
习写字、学会自己上厕所获得入学资格，到自
己劈柴、做饭令人叹服，再到学习使用智能手
机、开设网店走在时代前列，陈智勇“智勇双
全”的形象饱满、立体、生动、丰富。他从一个天
生没有“没有翅膀”的人，成为将命运掌握在自
己手中的自信者、自立者、自强者。

在创作者那里，陈智勇是一个奋勇拼搏的
残疾人，但更是一个向上、向善、向美的人。作
品既表现他作为残疾人勇敢面对挑战、不向命
运屈服的自强不息，更表现他作为一个人不断
完善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美好生活、开拓美好
未来的智慧和勇气，特别是作为一个年轻人的
创新创造。陈智勇身残志坚，且志趣健康、精
神蓬勃、情感热烈。更为重要的是，创作者既
表现了陈智勇个人的自我疗愈，还表现了他疗
愈他人的情怀。从小就嘲笑他是“肉疙瘩”的
同学，后来因遭遇车祸瘸了腿，自暴自弃，失去
希望。陈智勇不计前嫌，真情相劝，带领他走
出心理的泥沼和精神的困境。最终，陈智勇通
过直播带货和农业互助商社，成为帮助乡邻脱
贫致富的带头人。这不仅实现了陈智勇一个
人“没有翅膀的飞翔”，更是实现了乡亲们“共
同的飞翔”。

而在陈智勇“起飞”的“跑道”上，他不是
“孤勇者”，而是有着爱的加持。伟大的母爱成
为陈智勇最大的依靠。阿妈内疚地将陈智勇天
生没有双臂归于自己没有“生好”，更是付出自
己所有的爱来为他遮风挡雨、为他加油鼓劲、
为他维护尊严。在一场关于下辈子还愿不愿意

遇见彼此的对话中，伟大的母爱和儿子对母亲
的深爱被推向极致。陈智勇问阿妈：“下辈子还
愿意遇见我吗？”阿妈回答：“下辈子还愿意遇
见你，这辈子阿妈让你受了这么多罪，下辈子
阿妈一定把你生全乎了。”陈智勇说：“可我不
想再遇见阿妈了，这辈子拖累你太多了。”阿妈
则回答：“不怕你拖累，阿妈还想看见你活蹦乱
跳的全乎样儿。”陈智勇说：“那我当阿妈，不让
你那么累了。”阿妈回答：“行，只要咱俩在一起
就行。”在这一问一答的递进中，母爱的伟大和
母子亲情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催人泪下，令
人动容。而值得称许的是，在表现母爱的同时，
也表现了母子二人的观念之争。阿妈反对陈智
勇卖掉羊开网店，认为风险太大，不如手里有
钱有保障，而陈智勇则敏感于时代之变，坚决
直播带货，以求得更大发展。

这种观念冲突非但没有消解母子亲情的
浓度，反而让他们的爱更加真实。另外，老师对
陈智勇的关爱、向荣荣与陈智勇的爱情、政府
对陈智勇的帮扶等，都是陈智勇能够飞起来的
推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翅膀的飞翔》第一集
开头，阿妈批评8岁的陈智勇将他阿爸雕刻的
土家族英雄像挂件甩到了后背，然后帮他将挂
件挂回胸前。阿妈之所以这么郑重，是因为这
个挂件寄托着阿爸阿妈的美好祝愿，也代表着
土家文化的浸润。全剧结束时，陈智勇和向荣
荣的女儿出生，陈智勇让阿妈把挂件取下来给
女儿戴上，这既实现了叙事的闭环和呼应，更
是爱的传递，也体现了土家文化的传承。

广播剧是声音的艺术。作为广播剧，《没有
翅膀的飞翔》以声音艺术展开叙事、塑造人物、
表情达意。人声符合人物性格，环境声生动带
出氛围，音乐强化表现力，使得声音里浮现出
画面感、蔓延出代入感，从而有效增强了艺术
效果。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总编辑）

第34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与第28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评选工作启动

《搜尽奇峰打草稿图》是清代石涛典型的
山水画作品。同时，“搜尽奇峰打草稿”也是
石涛提出的重要的美学观点之一。“搜尽奇
峰打草稿”这一文辞立意深远，我一直有想
把它以篆刻的形式镌刻下来的想法，但是易
稿多次皆不如意，所以这个内容一直盘亘在我
的脑海中。

细思起来，“搜尽奇峰”是指多从山水自然
中收集、体验素材；“打草稿”是指对绘画素材
勤于选择、构思、加工，更好地把握画理。其实，
文人篆刻的创作过程中：首先也是对古印素材
的收集与体验，其次是对篆刻素材的选择、构
思和加工，再次通过篆刻艺术的形式语言展现
出来。“搜尽奇峰打草稿”是对艺术创作过程的
高度概括，深得其理，所以对这一文辞进行创
作的冲动时时涌上心头。

在对“搜尽奇峰打草稿”这方印进行创作
时，最初是以方形印石的形式来设计印稿的。
第一种形式是作两列排布，这是一个常规的设
计；第二种形式是作三列排布。但排列开来后，
从形式上来看这两种样式效果并不理想。因为
内容为七字，无法做到平均分布，很难用相对

较工整的形式表现，也会较为呆板。后来从古
玺圆形印的形式中受到启发，我尝试利用每字
笔画悬殊所产生的自然落差，从而形成了较有
独特个性的效果。

印章创作完成后，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
会。文人篆刻的发展经历了“印内求印”“印从书
出”“印外求印”三个阶段。其实，在篆刻艺术创
作过程中也离不开这三个阶段。在每一方篆刻
作品的创作中，这三个环节也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印内求印”是对古印素材的收集与
整理，也是“搜尽奇峰”的过程。只有真正领略
古印中的风骨与气象，才能奠定篆刻作品的根
基与气象。它是篆刻作品的基调，无论以任何
手法去表现，都不至于坠入流俗，体现了创作
者对篆刻艺术的认知与审美观。所以在我的篆
刻艺术学习过程中始终是以秦汉印为主。同
样，“印宗秦汉”是篆刻创作者学习的必经之
路，也是对篆刻艺术审美最高的定格。

其次，“印从书出”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
展，已经不能局限于邓石如所处时代的书风与
印风相统一的形式来理解了。更多应该是对篆
刻艺术创作中笔意的追求，以及写意精神的表

达。众所周知，隋唐印风与秦汉印风在形制与
制作方式上都有较大不同。但隋唐印风更多是
在朱文印的表达上，展现了线条清雅而有笔意
的书写性，这也是我选择以隋唐印风的样式来
呈现的初衷。在这里，结合“印从书出”的理念，
重在线条笔意的表达。

再次，“印外求印”是丰富创作素材的另一
途径，也是对篆刻艺术形式与精神内涵的外延
与拓展。这个概念包含的内容较多，很难具象表
达。但是无论怎样“印外求印”，都要把印外的素
材“印化”至印内。“印化”作为篆刻艺术概念，是
现当代才被提出的，但却一直隐含在篆刻艺术
发展之中，它是“印外求印”的主要内涵。

当下，如何“印化”才能既没有脱离篆刻本
身，又体现出篆刻的艺术性，对于这一问题的
探讨是至关重要的。笔者认为，“印化”是篆刻
艺术创作在各种风格类型中选择、变通，或者
游离限度的核定，同时也是对篆刻艺术创作的
一种约束性要求。如果“印外求印”跨越了篆刻
艺术的边界，就失去了篆刻艺术的文人属性，
便很难再归属于文人篆刻艺术了。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博士生）

捕捉那些马不停蹄的相遇和告别
——观电影《非诚勿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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