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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速递

作为北京人艺 2014 年度第一部原创小剧场话
剧，傅玲编剧的《枪声》正在进行紧张排练。久未在
人艺舞台上露面的演员史兰芽和人艺实力派演员
仇晓光将加盟该剧，再加上青年演员李劲峰、孙晓
鹏、杨懿、冷纪元，该剧组阵容堪称实力加青春。

《枪声》从一个充满悬疑的枪声开始，揭示背后
的隐情。剧情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爱和宽恕
的故事。该剧的主创表示：“我们并不是在讲战争，
而是在讲人心的救赎，如何去爱，去面对自己，是我
们想探讨的问题。”

《枪声》从创意到排练，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筹
备，编剧五易其稿完成剧本创作。《枪声》的排练场
延续北京人艺一贯严谨的风格。不仅导演亲自上场
做示范，演员们也下足了功夫。由于剧中有大量戏
都需要演员在地上完成，护膝成了排练过程中必备
品。导演直言，演员真的不容易，有的从始至终的戏
份都没有站起来过，摔倒、再爬起来，真摔真打，“每
天排练完身上有淤青，衣服上有土，真的像从战场
上下来一般”。

《枪声》
时间：2014.04.17~2014.05.18

地点：北京人艺小剧场

话剧

舞台剧《黄粱梦》改编自成语典故“黄粱美梦”，
讲述了唐代青年考生卢生，因求取功名心切，在进
京赶考途中被神仙吕翁点化，享受了一出美梦成真
的故事。作为一出集戏剧、魔术、杂技、舞蹈等艺术
门类于一体的新型舞台剧，该剧自 2009 年 4 月首
演以来，先后在全国各地演出 200 余场，场场爆满，
好评如潮。

该剧用当代人的视角，洞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
千年梦幻，揭示了人生的大生大死大福大祸大彻大
悟，深化了反腐倡廉主题，启迪人们重新审视自己
的人生态度。大胆创新、兼容并蓄，以滑稽、荒诞的
艺术手法，对古老的传说进行了全新演绎，真实再
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轨迹，不仅嘲讽了他们为
功名和欲望所诱惑的扭曲人性，也嘲讽了造成他们
灵魂扭曲的封建文化。全剧把魔术、杂技、音乐、舞
蹈等艺术形式与戏曲有机结合起来，丰富了表现形
式，增强了观赏性，对当代戏剧表演手法的改革进
行了探索。

《黄粱梦》
时间：2014.04.15
地点：重庆大剧院

舞台剧

中国的童帽，从很早以前一直到近代都是家庭
妇女手工制作，后来虽有了帽店，但真正买帽的仍
然是少数。尤其在北方农村，为了御寒，妇女在农闲
时都喜欢为孩子缝制帽子。每一顶童帽，蕴涵着女
性的智慧与灵气、审美与品位；飞针走线间，流淌着
女性对孩子的关爱，承载着母亲最温馨的祝福。

此次展览共展出芭蕾舞蹈艺术家王艳平收藏的
晚清、民国时期刺绣童帽 168 件，童帽的刺绣技艺以
山西的晋绣为主。展品既有形象生动的虎头帽、狮子
帽、兔帽、狗帽，又有男孩儿戴的儒帽、公子帽、瓜皮
帽，女孩儿戴的月亮帽、石榴帽、鱼尾帽等。

在绣女的手下，童帽上的鸟、鱼、虫、兽、花、叶、
草、茎等都生灵活现。刺绣的图案有精致也有夸张，
色调或和谐或者热烈。漫步于展览，你既能感受到
女性的温婉，又能体味幼童的天趣。王艳平希望通
过这样的展览唤醒当代人们对中国女红艺术的回
味，激励我们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栏目主持：伦诺克

温馨的爱———刺绣童帽艺术展
时间：2014.03.21~2014.04.18

地点：北京艺术博物馆

展览

绿水摇波 廊桥有爱
姻本报记者 王俊宁

提起廊桥，很多人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廊
桥遗梦》这部浪漫的爱情电影当中。

什么是廊桥？《中国土木建筑百科词典桥梁
工程》是这样定义的：“在桥面以上立柱构顶，桥
面形成长廊式的走道的桥梁。”简单来说，廊桥
即有顶的桥。

公元 1287 年前后，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
意大利人在推开窗户时，一座长龙一样的廊桥
游荡在 800 米宽的锦江上，褐红色的廊屋瓦顶
在霞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一派富丽堂皇，桥上是
熙熙攘攘的人流，桥下是穿梭往来的船只……

面对如此气势恢弘、造型别致的桥梁，这
位意大利人在他的回忆录 《马可·波罗游记》
中，用“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记录下自
己的心情。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遍布着 3000 余座大大
小小的各色廊桥，它们或横跨绝壁险滩之上，或
高悬于深山峡谷之中，或浮于江河溪流之上，或
静卧村落市井之中，历经千百年风雨洗礼……

14年，16万余公里，260 余座

“根据我的探访，我国的廊桥分布主要形成
了六个带状区域，即六条‘廊桥带’，它们分别
是：浙南—闽北廊桥带、江南地区廊桥带、大武
陵地区廊桥带、客家地区廊桥带、西南地区廊桥
带和华北地区廊桥带。”吴卫平告诉记者。

今年 59 岁的吴卫平是中国交通报社的一
名摄影师，如今他更多地被称为“中国廊桥摄影
第一人”。

2001 年，一次出差的机会让吴卫平在湖南
凤凰城见到了第一座廊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为了寻找中国古代廊桥的踪迹，吴卫平先后 14
年，行程 16 万余公里，足迹遍布二十余省市，拍
摄古代廊桥 260 余座。

“我在十几年前就想过，如果说摄影的本
质是记录的话，我要通过摄影想记录点什么？”
说起与廊桥的结缘，吴卫平告诉记者，“想着这
个问题使得我在摄影当中总想找到能够触动
自己的特别的事物，并且这个事物必须具备几
个条件，第一有文明社会共认的社会价值，第
二有比较深厚的历史积淀，第三没有被比较深
入和全面地挖掘过。廊桥就是我对于这种想法
的实践。”

“廊桥在中国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打开
今日中国版图，廊桥的分布范围和丰富程度超
乎很多人的想象。”吴卫平说，“从华北平原到武
陵山区，从渭河之源到东海之滨，从江南水乡到

青藏高原，我们可以欣赏到状如飞虹、巧夺天工
的浙闽廊桥，古色古香、粉墙黛瓦的徽州廊桥，
精雕细琢、亭桥一体的侗族廊桥，结构严谨、造
型古朴的客家廊桥，清秀文雅、造型精致的江南
亭桥，跨越大川、气势雄浑的西南廊桥，据守名
山、坐拥古刹的寺庙廊桥……”

廊桥真正的内涵是爱

“刚开始拍摄廊桥的时候，只是喜欢，但是
我并不了解廊桥，后来不断地拍摄过程当中逐
渐了解了廊桥，才知道廊桥真正的内涵是什
么。”吴卫平认为，“廊桥最大的内在其实就是一
个字‘爱’。我觉得廊桥的建造者也有一个仁者
爱人的心愿，因为桥其实做一个普通的桥梁只
要过河就可以，为什么还要盖一个屋子呢？还是
对人的一种爱。”

“我现在拍摄廊桥也有一个跟廊桥对话的
过程。”吴卫平说，“我们知道至今也没有看到一
张廊桥设计的图纸，那些设计者和工匠也没有
留下名字，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座美丽的廊桥。
我在拍摄廊桥时，在 200 多座廊桥上流连，也在
享受那种古人带给我们的爱。”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的廊桥被桥梁界公认
是最美的廊桥。然而，吴卫平对那里的记忆却不

仅仅是拍摄到最美的廊桥。
“泰顺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座名叫

文兴桥的廊桥。文兴桥两端是一端高一端低，形
制比较特别，最重要的是它是全国唯一一座有
守桥人的廊桥。”吴卫平向记者说起这个故事，

“守桥人名叫蓝玉，已经快 90 岁了，在当地被称
为‘守桥女神’。老太太身高不到一米五，慈祥的
脸上布满皱纹，粗糙的双手结满厚茧，是一位操
劳了一生的农村妇女。”

60 多年前，蓝玉老人出嫁到坑边村。出于对
文兴桥的特别关爱，她在闲暇时常常到桥上打扫
卫生；如果遇到哪块木板坏了，哪片瓦断了，她马
上就招呼乡邻们进行修缮；如果廊桥出现了大毛
病，她会马上跑到文物部门那里报修。随着年老体
衰，干不动庄稼活儿了，蓝玉老太干脆就在桥北头
的小屋居住下来，日夜看护着廊桥，白天清扫卫
生，轰赶牲畜家禽；晚上掐灭神案前的香头烛火，
以防止火灾出现；雨季涨水时，她要召集乡亲们将
重物抬上桥屋，预防山洪冲毁廊桥……

交通建筑之外的精神家园

如今，廊桥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桥梁本身的
意义。

风雨来临时，廊桥是行人避风躲雨的保护

伞；天气炎热时，廊桥是行人避暑乘凉的好地
方。此外，廊桥还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社交场合
和娱乐空间。地处交通要道的桥梁常常被人们
自发地用来摆摊设点做买卖，形成了“桥市”，比
如广东潮安县的湘子桥，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
商业区之一，有“一里长桥一里市”之称。

村落附近的廊桥，则常常成为人们聚会郊
游的场所，平时老人在这里谈古论今，孩子们在
这里嬉戏玩耍，青年男女在这里谈情说爱，到了
节假日更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比如，宾客来
临，侗家男女老少便盛装而出，会聚在廊桥之
上，唱拦路歌、饮拦路酒，盛情款待客人；春节期
间，福建连城的村民们云集在廊桥前，走古事、
舞长龙，场面十分壮观。

“它们是休憩场所、是祭祀宗庙，是交易市
场、是娱乐平台，是地标建筑、是精神家园，是团结
乡民的纽带，是传播文化的长廊。”吴卫平说道，

“在老百姓心中，廊桥绝不仅仅是公共建筑。”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交通工具的廊桥被

赋予多样化的功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
将建筑、宗教、彩绘、雕刻、书法等中国文化元素
和谐地融为一体的艺术品。一切景语皆情语，廊
桥延绵出千年的古典美，廊桥和山水人文交织
在一起，构成了一张张古意盎然的画作，呈现出
典型的东方审美情趣。

西洋镜

在《美国队长 1》中，斯蒂夫·罗杰斯冲在最
前面，阻止了红骷髅，最后自己也被冰封。这是
原漫画和编剧的神来之笔，它给美国队长的未
来塑造了无限的可能性。若干年（第二部中为
70 年）后，美国队长醒来，世界已完全是另一番
模样，这位超级英雄也不用纠缠于二战的阴
影，在最贴近观众的时间刻度里找到空间自由
发挥。在这个自由的空间里，《美国队长 2》的
编导依然想办法与《美国队长 1》联系起来。首
先，让斯蒂夫·罗杰斯的妻子佩姬·卡特迅速老
去，并死在病床上。这条线索对第二部的意义
不大，我们只能看到一场跨越时空的爱恋。另
一条线索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在《美国队长 2》
中不可或缺。詹姆斯·巴奇·巴恩斯这个二战俘
虏在《美国队长 1》中因第二人格被人推下悬
崖。爱琢磨事的苏联人将他带回去洗脑，给他

装上机器手臂，让他成为美国队长最有力的对
手。这条线索不仅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给《美
国队长 2》制造了最大的看点。可想而知，没有
巴奇与美国队长在公路上的那次战斗，这部电
影就基本失去了“核”。

两年前，《复仇者联盟》把漫威旗下的英雄
们集结在一起对付《雷神》中的洛基，让这些英
雄们来了一个集体大谢幕。这样一个充满仪式
感的战斗之后，所有的英雄都得到了升级，当然
也包括《美国队长 2》中的斯蒂夫·罗杰斯。他从
二战年代回到我们身边，用最简单的盾牌抵挡
影响他前行的障碍，在科技时代让我们对英雄
充满渴望。他有个人史，也有自己的情感过去式
和现在式。我想，好莱坞英雄大片所谓的第二
部，功能无一例外，都是为了不让人们忘掉曾经
花巨资塑造出来的英雄。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这样一幕：在监
狱过了一辈子的老人有一天终于被释放。他发
现自己早已不适合监狱以外的世界，在超出他
操控范围的生活圈里，他只能选择死亡。被冰封
70 年后，美国队长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个

“独眼龙”局长尼克·福瑞看起来不像个好人，衣
冠楚楚的亚历山大·皮尔斯才是真正的坏人。皮
尔斯用尽方法，不过是想让神盾局改头换面成
为“九头蛇”的基地，他也可以拿着纳税人的钱
研发最先进的武器，一个按钮就排除所有异己，
实现他的“土皇帝”之梦。高层的不信任让人放
心不下，黑寡妇娜塔莎·罗曼诺夫与美国队长之
间的隔膜更让人捉摸不透———在战场上，他们
是绝好的搭档，但特工出身的黑寡妇不信任别
人，也不容易被别人信任。比起他们二人，猎鹰
山姆·威尔逊的插入显得更顺利。不过是跑步时

的一句调侃，成了他们同患难共生死的理由。山
姆·威尔逊也给电影奉献了超帅的“鸟人”风采
和关于兄弟的最好诠释。小分歧和小个性抵挡
不住大局势，在拯救全人类这个问题上，他们都
很着急，没有其他杂念。

据说，已有影评人撰文称这是漫威迄今为
止最好的一部作品。尽管这样的结论还有待考
证，比起《美国队长 1》，《美国队长 2》的确有了
不少长进。第二部中的人际关系更复杂，在怀
疑、宽容、消灭三者之间迅速转换，让我们看到
的是好莱坞速度。和第一部相同的是，电影中的
好人依然长生不老，受尽磨难都不会死。我只能
说，漫威是想留下这些好人筹备拍《美国队长
3》了。嗯，的确是这样，还是《美国队长 2》的两位
导演执导，两年后上映。问题是，既然这部已经
是“最佳”了，那第三部要怎么拍？

好莱坞大片第二部的功能
姻照日格图

近期，英国《每日电讯报》就对世界各国领导人所用的手
机品牌作了一次大盘点。

盘点首先从美国总统奥巴马开始。据报道，黑莓手机一
直是奥巴马的心头爱，但他现在正在考虑将手机换成安卓系
统的智能机。

与奥巴马一样，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在就职时也坚持

继续使用他的黑莓手机，而不管周围人对围
绕手机进行的黑客行为、间谍活动和数据盗
窃等安全方面的担忧。

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同样也是黑莓
手机的粉丝。去年 10 月，有人拍到一张默克
尔手拿黑莓 Z10 手机的照片。此前，默克尔使
用的一直是诺基亚 6210 滑盖手机，直到 2013
年 7 月才更换。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是另一位黑莓手机的拥趸，一张希拉里带着
超大墨镜、提着手袋敲击手机屏幕的照片曾
一时轰动网络。

相比之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则比较特立独行。长期以来，他都否认自己拥
有一部手机，称如果他有手机的话那一定会

“响个不停”。但 2012 年以来，普京却一直被
拍到使用基于安卓系统的 MTS“格洛纳斯”
945 手机，这部手机被称为“俄罗斯的 i-
Phone”。

相比于朝鲜国产的基于安卓系统的阿里
郎智能手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更喜欢

HTC 蝴蝶型号手机。虽然这位年轻的领导人曾对前者大加
赞赏，并称其“增强了国家的自豪感”，但还是在去年的国防
会议上被拍到桌上放着 HTC 蝴蝶手机。

泰国总理英拉·西那瓦拥有 5 部智能手机，其中包括一
部 iPhone 5，而她也曾是泰国最大的手机运营商亿旺资讯服
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张文静编译）

各国领导人都在用什么手机？

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故事人尽皆知。然而俄罗
斯明星芭蕾舞剧院的《天鹅湖》又是与众不同的，它
不只是把一般世人眼中的唯美浪漫推到了极致，更
重要的，它将《天鹅湖》的戏剧性作为整出舞剧的主
轴。除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外 ，让观众看到戏剧的
张力和冲突，这才是俄罗斯明星芭蕾舞剧院最为独
特的地方。

2010 年，俄罗斯明星芭蕾舞剧院的《天鹅湖》
更是在西班牙和中国台湾连演 100 场，剧团也被媒
体称赞为“令人感动的芭蕾舞团，令人激赏的舞台
背景，每位角色的细腻特质，整场表演是难以言喻
的美。”

俄罗斯国家明星芭蕾舞剧院以俄罗斯国立芭
蕾舞剧院为基础，邀请俄九大模范芭蕾舞剧院，包
括莫斯科大剧院、马林斯基剧院、斯坦尼拉夫斯基
剧院、西伯利亚剧院等剧院的现役明星担任主演，
是经俄罗斯文化部门批准成立，组成的新一代俄罗
斯芭蕾风貌的艺术团体。

除了与很多俄罗斯国家级剧院的合作作品外，
明星芭蕾舞剧院独立拥有三部全本芭蕾舞剧作品：

《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剧院还计划将由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乔兰尼亚作曲的《辛巴达》以
及柴可夫斯基的《雪姑娘》改编后搬上舞台。

《天鹅湖》
时间：2014.04.12
地点：北京展览馆

芭蕾舞剧

光影赏识

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害怕 13 这个数字，以
至于 1910 年甚至诞生了一个心理学术语———“恐数字十三
症”。13 究竟有多不受欢迎？近日，美联社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
流行文化中的“恐数字十三症”作了一次盘点。

从西方传统文化上来看，人们对 13 的恐惧源于《圣经》，因
为在《圣经》故事“最后的晚餐”中，背叛耶稣的门徒犹大就坐在
桌子的第 13个位置。

从 8 世纪晚期到 11 世纪中期的挪威神话也使人们对数字
13 的恐惧感越来越强。在电影《雷神》中，汤姆·希德勒斯顿饰演
的邪神洛基就源于北欧神话诸神中的第 13 个神。

人们把 13 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坏运气和受诅咒的星期五
联系起来是更近期的事情。在欧洲，星期五一般是对犯人处
以绞刑的日子。对于基督徒来说，星期五也是耶稣被钉死在
十字架上的日子。所以，人们相信 13 号与星期五的结合会带
来特别不幸的事情，因而把恰逢 13 号的星期五称为“黑色星
期五”。

在西方国家，黑色星期五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在不同的
国家，关于星期几更“黑”的说法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希腊、墨
西哥和西班牙，人们就认为恰逢 13 号的星期二才是被诅咒的
日子。

世界上一些航空公司，比如法国航空公司，有第 12 排和第
14 排座位，可就是没有第 13排。在美国的许多建筑里没有第 13
层，一些机场内也不设置 13 号登机口。有专家称这是基于经济
上的考虑，因为消费者不会将钱花费在他们认为受到诅咒的事
物上。

而在亚洲一些国家，代表坏运气的则是其他数字。在中国，
由于语言上的原因，令大多数人感到恐惧的数字是 4。因为数字
4 的发音听起来像是“死”字。而数字 8 则代表着好运气，因为它
的发音听起来像是“繁荣”和“富有”。 （张文静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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