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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十余载

济济南南本本土土话话剧剧渐渐入入佳佳境境

本报讯（记者 邱祎） 2日播
出的第二季《中国好歌曲》首期节目
中，学员杨宇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哥哥——— 知名歌
手杨坤。“我特别自豪有这么一个
哥，但说心里话我不太喜欢别人把
我和他做比较。”

在节目录制现场，杨宇曾开玩
笑感谢羽泉挤走了杨坤担任《好歌
曲》导师。事实上，杨坤不来第二季

《好歌曲》做导师，作为弟弟兼助手
的杨宇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我一直
以为他要来《好歌曲》，后来因为他
有巡演，而且他做完《好声音》再做

《好歌曲》太累了。他当时跟我商量
不做《好歌曲》导师，我还假装跟他
说‘要是太累了，可以不来’，心里想
的是‘不来最好’。”

尽管这次没有导师推杆，杨宇
仍然不后悔来到节目：“这么多老
师，不管你的作品好坏，他们都尽心
尽力地帮你编配，既然音乐是我最
大的爱好，哪怕不从事这个，我也要
一点点地去做。”

弟弟瞒着杨坤

参加《好歌曲》

本报讯（记者 师文静） 由山
东电视艺术家协会、山东广播电视
台齐鲁频道、山东17城市电视台和
白象食品集团联合举办的《乡音对
对碰》是一档老百姓参与的以乡音
为载体的娱乐节目，旨在让老百姓
展示、交流不同的乡音，体现山东的
风土人情，抒发人们对家乡的情感，
用传统文化吸引大众。

据悉，节目于 2日起每周五在
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播出，由
齐鲁频道名嘴“小么哥”和当家花旦
刘爽主持，节目通过比赛的形式、娱
乐化的包装，让普通百姓走上荧屏，
展示乡音的魅力。通过乡音题目闯
关，最终夺得“山东乡音大王”，将获
得10万大奖。

“小么哥”

寻找“乡音大王”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姜文近日在上海携王志文

出席《一步之遥》映后见面会，
北洋冒险家重回魔都，引发沪
上观影狂潮。对于影片上映之
初的负评，很多观众抱以不
平，盛赞《一步之遥》“绝对是
佳作”。与此同时，著名电影学
者焦雄屏在京接受访问，称

《一步之遥》引发的争议恰恰
说明姜文没有低估他的观众。

被称为“台湾电影教母”
的焦雄屏，此前曾监制过王小

帅、蔡明亮等华语大导演的作
品，焦雄屏称《一步之遥》是自
己心目中的2014年度华语最
佳电影。影片上映之初产生的
很多负评，在焦雄屏看来是

“不经深思的批评言论”，她认
为这些言论在不经意间失掉
了对较为复杂的影片及其创
作者的尊重。

姜文作品文本一向丰富，
《一步之遥》也不例外，焦雄屏
认为，影片引发的争议恰恰说
明姜文对观众的尊重，“姜文

没有低估他的观众，他反而觉
得观众应该有足够的思考能
力。如果仅仅是去喂观众东
西，或是让观众简单地得到情
感宣泄，这对于高智慧的创作
者是索然无味的。”对于姜文
此次的遭遇，焦雄屏表示遗
憾，“中国这么大，为什么容不
下一个艺术创作者呢？难道我
们的每一部电影都要像工厂
流水线出来的标准件一样吗？
这样的电影大家不会看腻
吗？”

尴尬：

尚无一部话剧盈利

所谓本土话剧，不只是地
域上的概念，它还具有商业化
的意义。山东省艺术研究院院
长张积强对此做出了界定：

“十艺节上山东有15台剧目获
得了大奖，但它们都是纯粹的
艺术作品，是演给专家看的，
不掺杂市场化运作。而本土话
剧则是从观众的角度对艺术
形态提出要求，更多地植入了
市场化的概念。”

其实，从2000年开始济南
就有了对本土话剧的探索，但
直到2010年才出现了首部本
土商业话剧《画皮》。虽然进行
了一些市场化的探索，但是本
土话剧还是做不到完全商业
化。据了解，本土话剧的前期
创作由政府专项资金来支持，
进入剧场公演后才开始靠票
房维持后续运行。但每年支持
几部本土话剧创作的专项资
金，还比不上专业院团请一个
导演花的钱。

刨除前期投入和运营成
本，目前济南的本土话剧还没
有一部实现盈利。据长期从事
戏剧制作运营的世博演艺总
经理吕彬透露：“有的戏亏损
百分之七八十，有的戏亏损百
分之二三十，少赔点就是胜
利。”本土话剧票房最高的《神
马都是水浒》持续演了5年，累
计票房大约也只有20万元，平
均一场才五六千块钱。

曙光：

小剧场话剧渐成气候

2011年，本土话剧《神马
都是水浒》实现了从编、导、演
到制作包装全部本土原创的
突破。近年来，不论是引进剧
本、本土制作的《钱多多嫁人
记》，还是完全本土打造的《古
宅幽幽》、《刁司的爱情》等剧
作，都受到了观众的追捧，济
南的小剧场话剧渐成气候。

吕彬说：“2014年本土话
剧最大的突破是《把日子提前
过》，以前都是拷贝李伯男导
演在北京、上海的戏，这次是
请他来济南导原创的戏。”山
东省艺术研究院院长张积强
透露：“《把日子提前过》圈内
人估计要二三百万才能做下
来，而我们只花了几十万而

已，《进击的萝卜》才投入了几
万块钱。”

如此低成本从何而来？吕
彬表示，主要是靠主创团队自
降身价省出来的：“大家都知
道济南的小剧场话剧不挣钱，
很多人都是低价甚至是无报
酬参与到创作中来的。比如李
伯男导演为了支持济南话剧
发展拿的都是友情价，一些演
员在济南只拿100块钱，热爱
戏剧的人来这里就像扶贫一
样。”著名青年作家、《神马都
是水浒》的编剧魏新说：“我写
话剧是觉得好玩，一开始就没
有考虑报酬，如果算计报酬，
编剧这个活的性价比肯定是
不合适的。话剧编剧的报酬普
遍较低，花费的精力却比较
多，所以好多编剧都转战电
影、电视剧领域了。”

吕彬认为，宣传不足是制
约话剧票房的最大因素，而每
次宣传都是一项开支，电影可
以拿出比制作成本还高的费
用来进行宣传营销，但这对于
清贫的话剧来说显然不可能。

尽管本土话剧没有盈利，
但一批热爱话剧的人们却一
直没有停止探索和前进的步
伐。除了本土主创们的热情和
奉献外，2014年11月有着“话
剧界冯小刚”之称的李伯男把
工作室落户济南，“这个工作
室的意义在于我们筑了一个
巢来引金凤凰，通过它带动山
东编剧力量的整合，同时让更
多的话剧名导愿意落户济南。
希望像电视剧的‘鲁剧’一样，
话 剧 也 能 有 更 多‘ 山 东 制
造’。”

创新：

“3X模式”优势互补

为了规避制作经费上的
短板，济南本土话剧在制作方
式上进行了诸多创新。由山东
省戏剧创作室和山东省艺术
研究院联合出品，济南市话剧
院和山东世博演艺经纪有限
公司共同制作的《把日子提前
过》，就采取了政府职能机构
出品、专业院团演出、商业公
司制作运营的“3X模式”。张积
强表示：“这是我们一开始的
无奈之举，用3X模式来整合社
会资源。但现在看来专业出品
方保障资金，专业院团保障演
出，专业运营团队保障运作，
风险减小了，三家相加大于

三，这符合演艺作品走入市场
的规律，各方都能更好地发挥
作用。”

山东省戏剧创作室、山东
省艺术研究院还与运作省会
大剧院的山东中演公司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突破了演出
方和剧场简单的租赁关系，张
积强表示：“我们提供产品内
容，他们提供产品的销售和项
目引导，双方互不计成本用市
场来检验作品，这种合作模式
在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没有观众基础，任何盈
利都是空谈”，即便是在资金
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出品制作

方也一直没有放弃培养观众。
省艺术研究院联合中演公司
开展了“你看戏，我跑腿”活
动，不但给予大学生低票价，
还提供车接车送看剧服务。由
世博演艺参与的大学生戏剧
节已举行了三届，在高校掀起
了一股戏剧风潮，现在会有不
少学生组团看话剧。吕彬相信
今天的电影市场，很可能就是
明天的话剧市场：“现在老百
姓已经把看电影当成休闲文
化，话剧将是下一个休闲文
化。北京、上海已经养成了去
剧场看话剧的休闲习惯，相信
济南也会慢慢形成的。”

焦雄屏为《一步之遥》鸣不平：

姜姜文文没没低低估估他他的的观观众众

2014年济南的话剧舞台格外繁忙，《把日子提前过》、《进击的萝卜2 . 0》等本土剧目可
圈可点。有着“话剧界冯小刚”之称的李伯男把工作室落户济南，又为本土话剧注入了一
支强心剂。“开心麻花”和孟京辉话剧也来演出了，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来和尚”带起了
观众对本土话剧的热情。虽然现在本土话剧面临着尚无盈利的窘境，但业内人士相信，
今日电影市场的火热景象将是明日话剧市场的写照。

见习记者 刘雨涵

本报讯（记者 倪自放） 电影
《钟馗伏魔：雪妖魔灵》片方1月2日
奉上门神系列海报，海报涵盖了欧
美风、Q萌风、高冷风、中国风，意为
钟馗将帮助大家实现不同风格的新
年愿望。其中中国风年画海报中钟
馗三头六臂，送上各种礼物，寓意民
间传说中钟馗送财运、带来爱情、除
小人的神仙能力。

电影《钟馗伏魔：雪妖魔灵》片
方借“贴钟馗，镇宅赐福保平安”这
一中国的传统民俗，把心想事成的
美好寓意送给家家户户。由陈坤、李
冰冰领衔主演的《钟馗伏魔：雪妖魔
灵》，将于2月19日羊年大年初一公
映。

《钟馗伏魔》

发门神海报

李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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