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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睿

华谊兄弟电影《铁道队》剧创研讨
会暨与山东省电影局合作签约仪式，
10月12日在济南举行。

为讲好山东故事，传承山东红色
基因，山东省电影局联手华谊兄弟电
影有限公司拟推出反映鲁南地区“铁
道队”故事的电影《铁道队》。影片由杨
枫担任编剧、导演，张涵予出演经典角
色大队长“老洪”。影片将于2020年年

底开机，计划2021年上映。
影片根据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鲁

南铁道大队”真实人物原型事迹改编，
主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
道队”及人民群众与敌人斗智斗勇，誓
死捍卫家园的故事，充分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在抗日救亡斗争中的中流砥柱
作用。这支英勇的抗日队伍以临城(今
山东枣庄薛城区)为中心，依靠群众，
开展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
血奋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
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都都市市剧剧““工工具具人人””不不值值得得回回味味

国内首部渔鼓戏电影开拍

传统非遗唱响“枣乡喜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倪自放

渔鼓戏唱当地故事

渔鼓戏电影《枣乡喜事》聚
焦农村现实，通过崔小成与田
枣、孙小柱与郑多多两对农村青
年一波三折、状况百出的喜事，
牵出几十年前两桩上一辈的悲
情婚事。小柱、多多婚礼当天，多
多在临下婚车的时候提出再添
彩礼的要求，公公孙福来无奈找
崔哈哈借钱，好不容易才算把新
媳妇娶回了家，却不知这“东凑
西借”的喜事，为日后“分家风
波”及“逼债上门”埋下隐患。

与此同时，崔小成和父亲崔

哈哈在喜事是否要简办的问题
上产生了矛盾。崔小成与田枣坚
持要摒弃旧风俗，不要彩礼、不
要鼓乐，崔哈哈坚决反对。崔哈
哈一辈子吹喇叭，常常在农村的
婚礼上大放异彩，他颇以此为
傲，他想把儿子的婚事办得风风
光光。

导演杨真介绍，《枣乡喜事》
表现移风易俗，在枣乡、喜事两
大元素上下足了功夫，比较接地
气。一是运用了起源于枣乡沾化
的剧种渔鼓戏，二是画面上多以
冬枣树、冬枣为背景，喜庆的结
婚场景是主场景，整体气氛欢
快，喜气洋洋。

接地气的《枣乡喜事》是山
东新农村电影院线近年来出品

的第六部戏曲电影。之前已经全
国放映的包括《幸福公寓的笑
声》《考丈人》《对门亲家》三部吕
剧戏曲电影，一部山东梆子戏曲
电影《跑旱船》，9月底刚刚拍摄完
成的是吕剧戏曲电影《乡医老
牛》。《枣乡喜事》执行制片人夏
建华介绍，戏曲电影在农村放映
时受到的欢迎超出许多人的想
象，《幸福公寓的笑声》《考丈人》

《对门亲家》《跑旱船》四部戏曲
电影，由山东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面向全国发行，每部影片在农
村公益放映的场次都超过了10
万场，“以每场150名观众计算，上
述每部影片的观影人次都超过
了1500万，这样的观影人次，与城
市影院里票房三四亿的影片的

观影人次是差不多的。”

戏曲电影守正创新

作为一部以渔鼓戏为表现
形式的电影，《枣乡喜事》的主要
演员全部来自中国沾化渔鼓戏
剧团(沾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中心)。该团团长王春贞告
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起
源于1723年(清雍正元年)的沾化
渔鼓戏是沾化区富国镇胡营村
的老艺人们独创的剧种，距今已
有近300年的历史，亦称为“道情
戏”，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渔鼓戏以三
唱一扣为基本板式，并融合当地
船号音乐的“一人唱众人合，领

合呼应”及“帮、打、唱”三位一体
的演唱形式，还把武术融入表
演，形成了粗犷、豪放的独特表
演风格。

如何让渔鼓戏这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电影艺术完
美结合？《枣乡喜事》导演杨真
说，守正创新是一个必然的选
择，首先要保证有足够的戏曲味
道，这也是戏曲电影的看点，“我
们这个团队之前已经拍摄完成
了五部戏曲电影，一直在电影艺
术和戏曲艺术的融合上做着探
索，探索的前提是保证戏曲的魅
力，《枣乡喜事》也坚持这个原
则。”

保持戏曲魅力的前提下，
《枣乡喜事》创新也不少。杨真
说，在影片中大段唱段的间奏，

《枣乡喜事》创造性地通过特效
让乐队演奏进入画面，“这是其
他戏曲电影没有过的。这样做一
是为了缓解大段唱段时场面上
的沉闷，做到视觉上的丰富；二
是强化渔鼓戏的特征，等于是对
渔鼓戏的一种解说、推广，也是
为了让观众更了解这个剧种。”

尽管是非遗文化与电影艺
术的一次结合，但《枣乡喜事》一
点都不沉闷，年轻演员也不少。
为此，杨真尝试着让片中的年轻
角色说普通话，“为此，我专门向
吕剧表演艺术家李岱江老师请
教，李老师说这种尝试非常好，
一是片中人物以及现实中的年
轻演员，本身都是大学生，让这
些年轻角色对白时说普通话符
合人物自身特点；二是让年轻角
色说普通话，也利于曲种的推
广。”

天天娱评

□师文静

10月11日，朱一龙、刘诗诗主
演的电视剧《亲爱的自己》收官，
剧中集家暴、“妈宝”、“凤凰男”、
出轨、大男子主义等标签于一身
的男二号角色刘洋，成为继《三十
而已》中的林有有之后被骂得最
狠的都市剧人物。

单纯“为骂得爽而存在”的角
色和剧情，成为近期都市剧的标
配，这类简单粗暴的角色，支配着
观众的兴奋与愤怒，让观众对电
视剧剧情的评价与认知，也变得
越来越简单粗暴。

《亲爱的自己》中的刘洋不仅
出轨，还集女性观众不能忍受的

家暴、“妈宝男”、大男子主义、虚
伪等致命缺陷于一身。剧中有很
多细节刻画刘洋的自私，他认为
妻子照顾家庭的工作是小学生都
能做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应该的。
刘洋的母亲生病，刘洋看起来孝
顺，但花时间陪伴其母亲的却是
张芝芝。他出轨被妻子识破，反倒
狗急跳墙接连扇了张芝芝两巴
掌。这个角色身上的特质集齐了
当下女性对男性的“痛点”，也引
发了大众的批评欲，被多次骂上
热搜。

《三十而已》中的“第三者”林
有有、《以家人之名》中凌霄的妈
妈陈婷，也是引发巨大争议的负
面性人物。《以家人之名》中的陈
婷是一个奇葩人物，她一出场，温
馨剧情立马陷入“恐怖片”的节
奏。这个噩梦一般的“狂躁症型”
母亲角色凭着自己的“黑化”，尽
可能地给主角制造各种阻碍，以

一己之力推动剧情的发展。她逼
迫儿子凌霄留在自己身边8年，也
将剧情从家庭剧“强扭”为偶像爱
情剧。这个角色也收获了不少骂
声。脸皮厚、段位高的林有有，更
是典型的挑动观众神经的“工具
人”，她和许幻山毫无来由的出轨
恋情，唯一的目的就是造话题、引
众怒，被观众骂、被议论。

这些被人痛骂的角色，要么
是怎么奇葩怎么来，要么就是毫
无行事动机、缺乏行事逻辑，角色
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存在。
这就是当下都市剧流行的“强人
物”“强情节”，这些人物制造剧情
中最大的矛盾，行事、语言、性格
都踩着观众的情绪爆发点，也引
发最大的话题度。但是，这种角色
多了，会让观众的情绪被这类人
物控制、绑架，观众的观剧戾气也
会加重，当大家觉得这种集体喷
角色毫无意义时，也就会对这类

角色和剧作渐渐开始不买账。这
种扁平化的“恶人”虽然能博取一
时热度，但无法给观众带来更多
思考。

《亲爱的自己》这部剧可谓集
各种年轻人的话题于一身，集各
种“恶人”于一体的剧，但不少观
众看完该剧只想喊“真的太累
了”，每个人物都经历各种情感矛
盾，深陷各种冲突和狗血，却看不
到人物真正的收获和成长。没有

值得回味的东西，观众自然觉得
观剧只剩疲惫感。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电
视剧写林有有、陈婷这类角色，不
能只写“可恨”，而让观众体会不
到人物内心深处的“可怜”。如果
能让观众感同身受，觉得这个“恶
人”真心“可怜”，而不是让大家做
键盘侠开骂，才更考验此类角色
的深度和层次感，更考验编剧的
创作功力。

国内首部以渔
鼓戏为表现形式的
戏曲电影《枣乡喜
事》，正在“中国冬
枣之乡”滨州市沾
化区拍摄，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
近日到剧组探班。
影片导演杨真介
绍，《枣乡喜事》是
渔鼓戏这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电影艺术的第一次
结合，“希望在坚持
非遗文化传统基础
上有些创新，讲述
接地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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