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2 2013年8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牛蕊 美编/组版：孙雪娇

今日烟台

星空

梁森在比赛
中。 通讯员供图

美美国国青青春春校校园园剧剧怪怪物物版版

本报影评人 于涛

也不知道是不是前段时间
国内流行的“致青春”热潮波及
到了皮克斯公司，从未给公司
里的任何动画电影拍摄前传的
皮克斯，居然给当年拥有天马
行空般想象力的《怪物公司》拍

了一部前传性质的动画。它讲
述的是有关毛怪苏利文和大眼
仔麦克的青春记忆，那段令人
难忘的青涩大学生活。没错，既
然人类可以上大学，那么怪兽
为啥不能？

虽然《怪物大学》可以看做
是一部全年龄段的动画电影，
但和之前大人孩子都可以看得
很欢乐的《疯狂原始人》相比，

《怪物大学》的情节表现明显过
于单薄，人物的性格塑造也是
简单粗暴。因为珠玉在先，所以
紧跟《怪物公司》设定的《怪物
大学》，连前作最引以为豪的想

象力都变得中规中矩，没有给
人带来太多惊喜。苏利文和麦
克的大学生活就是美国青春校
园剧的翻版，我们都知道，美国
青春校园剧一般都坚定不移的
走着“屌丝逆袭”的道路，《怪物
大 学 》也 同 样 如 此 ，里 面 有屌

丝，有二代，有派对，有比赛，有
兄弟会，有你从《美国派》甚至

《 蜘 蛛 侠 》里 都 可 以 看 到 的 东
西，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涉及到
校园故事，美国佬总喜欢按照
一个套路来。这两年只要看到
校园元素在外国片里头出现，
我都会会心一笑，表示接下来

的剧情已经尽在掌握之中。
当然，《怪物大学》唯独缺

少 的 青 春 期 元 素 就 是 爱 情 与
性，但考虑到怪物们谈恋爱会
显得很怪，所以这一点我也就
不强求了。从缺少爱情元素可
以看出，这部片子就不是拍给
大人们看的，一条道走下来的
剧情让五岁以下的孩子们可以
很 轻 松 的 看 懂 这 个 有 趣 的 故
事，但同时也会让一个试图分
析剧情深度的成年人感到智商
被侮辱。当然，在说故事的同时
不漏声色地讲述道理是外国动
画片的拿手好戏，在孩子们看

了《怪物公司》之后，他们或许
会明白想要达成梦想，努力不
可或缺，但同时也要认清自己
的优势，了解自己的天赋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部
少有的我觉得国内配音非常棒
的动画电影，里面不但出现了
许多当下流行词汇，而且从怪
物嘴里说出来还毫无违和感，
让人备感亲切。总体来说，虽然
这部前传可能会让看过《怪物
公司》的大人感到失望，但这还
是一部可以给没看过的大人，
以及孩子们带来欢乐与启发的
好电影。

本报8月26日讯(记者 赵金
阳 通讯员 李庆盛 孙英) 日
前，在德国举行的世界体育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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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高手脱颖而出摘得铜牌。
据悉，这是近二十多年来

我国16岁以下体育舞蹈选手
在国际顶级赛事中取得最好

成绩，此前最好成绩是12

名，梁森开创了中国体
育舞蹈在国际大赛

的先河，荣膺中
国体育舞蹈第

一人。
说

起当年学习拉丁舞的动机，梁森
坦言，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接
触到了拉丁舞。5岁那年，他参加
了所在幼儿园的春晚演出，同台
演出的一位小女孩的妈妈找到梁
森的妈妈，邀请梁森一起去学习
拉丁舞，相互做舞伴。于是，梁森
来到了莱阳金鹏体育舞蹈学校报
名学习舞蹈。在那里，梁森认识了
他的启蒙老师——— 孙英。

2008年夏天，梁森参加了在
烟台举办的体育舞蹈大赛，取得
了第一名的好成绩，他的舞蹈天
赋也充分展现了出来。也就在这
时，孙英老师找到梁森的妈妈，提
出了他的建议——— 让梁森走专
业。

2009年冬天，梁森在父母的
陪伴下来到北京参加舞蹈专业学
校的招生考试。“在北舞附中的广
场上，参加考试的考生人山人海，
而学校只招20个男生，当时感觉
自己的希望很渺茫。”但不得不承
认，梁森是一个幸运儿。经过面
试、身材骨骼比例、舞蹈水平三
试，他从两万多个考生中胜出，以
二榜第8名的成绩，如愿考入北舞

附中。
“刚到北舞时，我的身高只有

1 4 5厘米，在班里既是年龄最小
的，又是身高最矮的。”梁森说，对
于好胜的他是一个不算小的打
击。胡耀老师在当时已经是业内
知名的舞蹈老师，与胡耀老师的
相识，及时帮助他树立了信心。

2010年下半年，可以说是梁
森 舞 蹈 生 涯 的 一 个 重 要 转 折
期。他所崇拜的胡耀教练从北
舞附中转到了北京辅仁音乐舞
蹈学院授课，梁森执意要跟随
胡老师学习，但却遭到了妈妈
的反对。“毕竟北舞附中是一所
公立学校，让孩子从公立学校
转到私立学校，就担心给孩子
选错目标。”梁森的妈妈说，最
终还是孩子的一句“要名师不
要名校”让他们顶着压力下定
决心。

2013年年初，梁森参加了在
上海举行的WDSF少年A组比
赛，他从全国1 0 0多队选手中胜
出，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6月14

日，他又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
“桃李杯”拉丁舞大赛中，再将

少年A组第一名收入囊中。8月
份，他又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第
2 7届德意志国际公开赛”，首次
参加国际顶级大赛，便力压来
自世界各国的二百余对舞蹈高
手摘得少年组铜牌，这也是目
前我国少年组别舞选手在国际
顶级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

“我最感谢的是胡耀老师，如
果没有他，我根本不可能走到今
天。”梁森说。他还在第一时间打
电话给莱阳金鹏体育舞蹈学校的
孙英老师。“孙英老师是我学习舞
蹈的启蒙老师，正是他极具感染
力的教学，才使我产生了坚持学
习舞蹈的信念。”

虽然年纪轻轻便取得骄人成
绩，但梁森并没有骄傲自满，他将
目光再次瞄向明年的“德意志”公
开赛。“通过参加国际大赛，也发
现了自己与国际高水平选手的差
距，回国之后要更加努力，争取拿
下明年‘德意志’金牌。”他告诉记
者，明年他还准备参加北京舞蹈
大学的考试，争取在这所国内舞
蹈最高学府在“舞”出自己的一片
天地。

1166岁岁莱莱阳阳少少年年成成中中国国少少年年体体育育舞舞蹈蹈第第一一人人
日前，在德国举办的世界体育舞蹈界顶级赛事上，梁森摘铜牌

大师真迹

亮相烟台

烟台市老博物馆(福建会馆
旧址)内的展厅是一个分东西两
厅的小院子。踏进小院往左边一
走，迎面就是一副130厘米高的徐
悲鸿代表作《奔马》，梁秋生说，徐
悲鸿的马画得好是一个方面，让
他的马无人超越的真正原因是他
借马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徐悲鸿
认为用马来形容中国将士的其实
最为恰当，他总是将马画得很精神
来鼓励将士们。以这幅《奔马》为
例，这幅画的背景是长沙会战时
期，远在新加坡的徐悲鸿听闻后立
刻画了这只奔马以激励中国人民
英勇抗战。梁秋生目前最希望见到
的参观者，是烟台的青少年学生群
体，他认为这个群体来参观徐悲鸿
的画展是很有意义的，一来因为徐
悲鸿是一个国画大师，二来他又
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据了解，这次的画展共带来

了徐悲鸿的15幅真迹，全部是从
徐悲鸿博物馆中借出来的。虽然
张数少，但分量绝对够。在这15幅
作品中，有4张国家一级文物，人
们通常将一级文物统称为“国
宝”。剩下的十一幅作品也都属于
二级和三级文物之列。虽然这些
画作看似是随随便便的摆在一间
小室里，但其实徐悲鸿的画展对
博物馆的设施条件要求较高。

“之前我们也曾考察过烟台
其他地方的展馆，很多都不符合
要求。”梁秋生表示，徐悲鸿的画
展要求不能被裸展，即只能放在
展示柜中展示，必须有一个安全
的、恒温恒湿的展示环境才能考
虑举办画展。“为了保护文物，国
家对在册的书画文物有一个规
定，就是不能展开超过40天。”所
以这次的徐悲鸿画展将从8月20

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持续一
个月。

这次徐悲鸿画展来烟台，可
以说是一个机缘巧合。由于梁秋
生来此消夏，又觉得烟台的文化

底蕴非常足，所以就起了来这里
办个展览的念头。这时候，正好赶
上了“创城”，又临近徐悲鸿逝世
60周年纪念日，这让梁秋生也觉
得徐悲鸿的作品和烟台特别有
缘。

这次画展

展出了四幅一级文物

徐悲鸿的画是中西结合的典
范，他的国画里总是能看出明暗
关系和素描等西方技法。但除了
高超的技巧之外，徐悲鸿的画后
往往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这次展出的4幅一级文物中
的《壮烈之回忆》，就是一幅有故
事的画。这幅画是徐悲鸿另一幅
大作《风雨鸡鸣》的姊妹作品，《壮
烈之回忆》在前，两幅作品完成时
间前后不超过一年。在第一次淞
沪战役之后，徐悲鸿画了一幅大
公鸡在石上昂首鸣叫的《壮烈之
回忆》以纪念阵亡将士，鼓励中国
人民的抗战热情。

“没想到，在下半年就爆发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时值蒋介石奉
行‘不抵抗政策’，全国上下都笼
罩在一片消极的阴霾之中。”梁秋
生说，徐悲鸿于是又画了《风雨鸡
鸣》，画得是一只大公鸡站在大雨
中挺立鸣叫，呼吁中国人精神起
来，不能让侵略者为所欲为。

而围绕另一幅一级文物《灵
鹫》引发的故事也非常有趣。用梁
秋生的话说，他在《百家讲坛》讲
徐悲鸿的其他作品时一般只用一
节，而《灵鹫》却讲了两节。

1945年春天，在徐悲鸿举办
的画展上，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

德看中了这幅《灵鹫》，认为它是
美国飞虎队的象征。当时蒋介石
许诺给将要离开中国的陈纳德任
何东西，于是陈纳德就提出想要
这幅《灵鹫》。蒋介石满口答应，却
不料徐悲鸿不知是陈纳德想要，
以为是蒋介石自己想将画留下，
于是回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后来陈纳德再次来到中国，
面见徐悲鸿时说起了这件事情，
徐悲鸿才知道是陈纳德想要这幅

《灵鹫》。歉疚之下，他就给陈纳德
画了一幅《八骏图》作为补偿，这
幅巨作目前仍在美国，被美国费
尔博物馆当做镇馆之宝收藏。

徐徐悲悲鸿鸿真真迹迹低低调调来来烟烟
每一幅画都有一个故事

本报记者 于涛 实习生 曲晓芳

8月20日，徐悲鸿书画展在烟台市老博物馆低调的开幕，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剪彩仪式，也
没有大篇幅的宣传造势；本次展出负责人梁秋生只在博物馆的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用他的大
梁字库的字写着“弘扬徐悲鸿精神，踏着徐悲鸿足迹”。即使这样，大师的真迹依然吸引了来自省
内外的各路爱好者前来参观。

新辣影评

博物馆门前关于此次徐悲鸿艺术展的介绍。 实习生 曲晓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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