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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月明》：戏说历史风云，笑谈明初芳华
资讯讯

荧屏亮亮点点

﹃
蜷
川
实
花
展
：
虚
构
与
现
实
之
间
﹄
亮
相
北
京

漫时光光
影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老白和他周围邻居们的日常生活，爱情夹杂在生活中间，完全和买菜做饭、散步遛弯、喝茶

吹牛的生活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爱情是生活的一部分，爱情本身就是生活，我们何必在爱情之上添加那么多的装饰呢？

朝堂风云、权谋争斗隐形“退居次位”，父子情深、母子关系、兄弟情谊、夫妻感情，却成了《山河月明》的主线，任朝堂纷争的暗流
涌动，任帝王将相的喜怒哀乐，全在这与寻常人家一样存在的温情里，在那一点一滴“浇灌”起来的手足情深、家庭和睦中。

《爱情神话》：既无“爱情”也无“神话”

生与死、意识与梦境、瞬间与永
恒……从花朵到金鱼，从运动员到明
星艺人，走进蜷川实花镜头下色彩斑
斓的世界，就是开启一场奇妙的梦幻
之旅。近日，由北京时代美术馆联合
主办、天辰时代出品的日本当代艺术
家、电影导演蜷川实花的北京首次个
展——“蜷川实花展：虚构与现实之
间”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亮相。

这是继上海站之后，蜷川实花在
全球范围内最新、最大、最丰富的个
展，12个展示区域，展出近700件艺
术作品。本次展览以“虚构与现实之
间”为主题，探讨关于艺术摄影的本
质。呈现的作品包含了花（Flow-
ers）、樱花（Sakura）、金鱼（Liquid
Dreams）、自拍像(Self-image)、明
星艺人肖像（I am Me）及美丽的日
子（The Days Were Beautiful）等
10个不同系列的作品。

蜷川实花出生于艺术世家，父亲
是日本知名导演蜷川幸雄。从小成
长在父亲光环下的蜷川实花，一直努
力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空。
她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个优秀
的一线摄影师，也是一名优秀的导演。她执导
的电影包括《恶女花魁》《狼狈》《杀手食堂》以及
《人间失格》等。

本次展览的超高人气作品“Imaginary
Garden”是在海外的首次展出，该作品空间展示
了人造花、人工染色花和不可能自然搭配组合
在一起的花。绽放的瞬间、花瓣的展开方式、凋
谢的瞬间，都显示着不同的力量；“GO Jour-
nal”是蜷川及其团队为宣传残奥会而设立的项
目，是蜷川实花最新的系列作品之一。通过摄
影的手段，蜷川实花展示了残障运动选手与残
障运动的魅力，传达选手们在生活中磨炼出的
闪耀内心和人性的光辉；“光之庭”系列作品由
蜷川实花在2021年春天拍摄的樱花和紫藤组
成，光斑与花交织，如天国的光芒照亮整个空
间，传递了一种对未来虚构表达的新方式。

展览将至6月19日结束。 （钟玲）

近日，由富有浓郁孔孟之乡特色，获得
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第九届中国
儿童戏剧节优秀展演剧目奖的大型励志古装儿
童剧《梦回三迁路》改编、济宁市新疆喀什英吉
沙县两地各族干部群众共同打造的舞台剧《孟
母教子》正在加紧排练，计划将于6月在新疆喀
什英吉沙县首演。

在英吉沙县文体活动中心文工团排练厅，
由鲁疆达瓦孜艺术传承中心、县文工团、县国学
书院以及各中小学校选拔出的20余名优秀演
员组成的《孟母教子》舞台剧团队正在济宁市艺
术剧院导演的指导下加紧排练。演员们倾情演
绎，在表演中交流互鉴，共同进步。

舞台剧《孟母教子》孟轲饰演者、英吉沙县
国学书院教师耿红燕说：“通过饰演孟轲这个角
色，让我深刻体会到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
础，好的环境能够帮助孩子的成长。我也希望
通过这个舞台剧，让更多的父母像孟母那样，培
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教授孩子做人的道理，言传
身教，做孩子的好榜样。”

济宁顺通国际旅行社英吉沙分社员工、舞
台剧《孟母教子》孟母饰演者苏比努尔·图迪说：

“参加这次演出我受益匪浅，演孟母的角色很有
挑战性，我会尽心尽力，好好揣摩角色，把世人
皆知的贤母形象演好。”

该剧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出发点，
通过儿童剧这种艺术形式，讲述孟母三迁其居、
为国教子的伟大事迹，赞颂了传扬后世的“家
风、家教、家训”，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家
风家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山东省济宁市艺术剧院导演、舞台剧《孟母
教子》导演陈劭介绍：“我们的蓝本是依据孟母
三迁的故事来进一步加工提升和编排的，该剧
目既饱含济宁地域特色，又能够启迪思想、温润
心灵。”

据了解，舞台剧《孟母教子》将于6月在英
吉沙县首演，随后将走进英吉沙县各中小学校，
让孩子们在舞台剧中感受艺术魅力，经受艺术
熏陶，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余飞 田亚莲 王江平）

援疆舞台剧《孟母教子》
即将首演

■ 王宁泊

关于喜剧，我将之分为两种：一种是纯
粹搞笑的，另一种则是幽默诙谐的。前者像
是在挠着人笑，而后者则往往是带有一点点
刻薄的嘲笑，就像钱钟书的小说，把不是那
么令人满意的现实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展示
出一小部分，制造一些反差，可当我们在嘲
笑别人的同时，不经意间也嘲笑着自己。

就像是电影《爱情神话》从一开始为我们
展现的那样——在一个上演着先锋话剧的小
剧场里，伴随着《圣桑·骷髅之舞》的小提琴
曲，坐在看台上的两个人便构成了令我们忍
俊不禁的一对反差，一个感动得热泪盈眶，一
个无聊到昏昏欲睡。

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路边修皮鞋的小皮
匠看似职业普通，但却能讲英文识大牌，闻一
闻就知道手里的高跟鞋是两万块的Jimmy
Choo，他还是经验了得的两性情感哲学家，每
天必有自己的coffee time，穿着围裙坐在钉
鞋的机器后面，于车水马龙之间用手摇磨豆机
来一杯手冲咖啡；生活优越坐拥上海福安路两
层小楼的老白，到外贸店淘最便宜的衣服，招
待客人就到小商店买快过期的食物。而最精
彩的当属老白和三个女人在外滩的展馆里那
段对话，徐峥饰演的老白在电影中代表中国的
油腻男导演向女性道歉，演员与角色的身份恍
恍惚惚间就像墙壁上倒映的影子，分不清说这
话的到底是徐峥还是老白。

这种调侃的艺术关键就在于那不经意间
的反差，让我们的思路一不留神绊了个跟头，
在于拆解我们习以为常的那些生活片段，就
是指出皇帝的新衣只不过是一丝不挂。影片
中那形形色色的小反差形成的小幽默，综合
起来成了一个最根本的反差和最大的嘲讽，
也就是对电影名字本身的嘲讽！一部名叫
《爱情神话》的电影，看到最后我们发现，这其
中既无“爱情”，更无“神话”。

张爱玲说：“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
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片，后看见海，
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人们常常批评

知识分子或者文艺青年们不切实际、脱离生
活，指的就是这种行为：首先将一套成见或
者观念放进自己的脑袋里，然后试着去用现
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填满这些成见与观
念。往往把爱情想象成感天动地，把爱情描
绘成刻骨铭心的，反倒是那些没有经历过爱
情的人。我们幻想着爱情，仿佛拥有爱情就
拥有了全宇宙一样。但这不过是年轻人的
内心狂热，毕竟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反观成年人的恋爱，谈的永远无关爱情，
谈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身份和体面。将这种恋
爱关系拍得最好的，一定是侯麦。侯麦“四季
的故事”系列和“六个道德故事”系列等电影，
全都讲着同样的主题，这个主题被毛尖老师
总结为：中产如何制服诱惑。我觉得再具体
一点，就是如何体面地谈恋爱。保持体面就
意味着要抛弃掉那些过分情绪化的东西，不
能声嘶力竭，不能玉石俱焚，两个人相遇谈的
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文学哲学，场所也是从卧
室转移到客厅和草坪。

体面的恋爱就像是爱情中的游击战，掌
握的是火候，就像电影中的老白煲汤一样，小
火慢炖急不得，万万不可烈火烹油。体面的
爱情便是这种暧昧的艺术，这种暧昧的关
系，都是深谙人性与人际交往之后的成熟，
有什么话只说一半，给自己也给他人留好退
路。老白和前妻常有往来，和格洛瑞亚也做
不到纯粹，和李小姐当然也不可能更进一
步，给李小姐发微信，字打了出来又删掉重
新发，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小心翼翼斟酌话语
时候的表现吗？

情感要表达，又不能说得太绝对。三女
两男凑到一桌吃饭，老白前妻一句：“没想到
剩饭都有野猫来抢！”女友们怒：“谁是野猫
啦？”老白赶快接：“谁是剩饭啦？”剑拔弩张转
眼间一笑而过。同样的话术在电影当中还有
很多，可以说，整部电影就是依靠这些精妙的
对话支撑起来。老白和他的三位女友就是凭
借着各自的话语在一段段相互交错的关系中
维持着彼此的距离，不远不近。

这个彼此间关系不远不近的世界，是一

个安全舒适的世界，而互相维护着自己和对
方的体面，则是在成人世界中的自我保护。
很显然，对于老白和他的朋友们来说，再也没
有精力和能力能像年轻人一样为了爱情勇往
直前。

经历过婚姻，他们自然也清楚了爱情可
能带来什么样的代价和成本，清楚了对方可
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能走到今天，
哪一个人不是伤痕累累呢？李小姐的英国老
公抛下她和女儿自己回到了英国，而格洛瑞
亚的老公压根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光鲜亮
丽，精心打扮的外表是他们的保护色，八面玲
珑的话语是他们的护身软甲，所有的欲望都
要先经过语言这层网细细地筛一遍。或许不
是没有冲动的激情，只是这激情实在是没有
办法无畏地释放，只能一个人默默在窗口抽
烟、在卫生间打鼓的时候，让冲动化作烟雾、
化作鼓声飘散。

还记得老白第一次到李小姐家里做客
时，李小姐给女儿玛雅听写英语单词，老白在
草稿纸上偷偷素描了一幅李小姐的侧脸。之
后在天台上，李小姐说自己年轻时一定很吃
这一套。虽然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试过才
知道，但是已经试过的鞋子，又何必再试呢？

电影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老白和他周
围邻居们的日常生活，爱情夹杂在生活中间，
完全和买菜做饭，散步遛弯，喝茶吹牛的日常
生活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爱情是生活的一
部分，爱情本身就是生活，我们何必在爱情之
上添加那么多的装饰呢？老白和李小姐一直
到电影结束也没有实质上的进展，一直是以
所谓朋友的身份来相处，可是两条原本平行
的生活渐渐产生越来越多的交集，平淡而相
互陪伴，一个称呼往往也就没那么重要了。

老白最后的画展名字就叫“白辛苦、不辛
苦”，何苦给所有的追求都勾勒一个金灿灿的
轮廓，赋予一个崇高的意义，我们每天做的
事，每天的生活是琐碎而平淡，爱情也本就如
此，何故非要刻骨铭心呢？

影片中唯一一个将爱情视作神话的，是
老白的朋友老乌。当听闻索菲亚·罗兰去世

的消息，他含着泪给大家讲述了他在欧洲与
索菲亚·罗兰偶遇，就像《罗马假日》中演的
那样，两人短暂地相爱又不得不分离，从此
老乌用一生的时间来怀念这段实际上并不
存在的回忆。老乌误信索菲亚·罗兰去世，
自己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众人怀念老乌，
特地聚在一起观看索菲亚·罗兰的《爱情神
话》时，却是看得昏昏欲睡，注意力全被一盘
桃酥吸引。

面对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美食，将爱情神
圣化的尝试还是失败了。这就是《爱情神话》
在我心中的模样，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喜剧，
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堆积达成的喜剧。影
片中，爱情的神话破灭了，可爱情破灭了吗？
时代在一代代人的身上已经叠加了那么多的
使命，至于我们的爱情，还是让它轻松一点
吧，只要生活还在，爱情也就还在。

■ 钟玲

戏骨云集、王炸阵容，于谈笑风生间不
拘一格地话明史……

由高希希、赵立军执导，冯绍峰、陈宝国、
张丰毅、颖儿等主演的古装历史剧《山河月
明》已开播一周有余，讲述的是明初时期，明
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自幼随军历练，
浴血沙场，经过朝堂与宫闱的洗礼，逐渐成
长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军事家开创“永乐盛
世”的故事。

逃婚、从军、战沙场、立军功，只短短几
集，一个忤逆父王不肯接受政治婚姻，想自
己主宰人生的燕王朱棣的形象就呼之欲
出。他不仅在年少时就有弃学、逃婚之举，
还在战场上遇见了初恋“白月光”来自蒙古
的海别公主。或许，正是这与史实并不相符
的爱情纠葛，这个凭空杜撰出来的初恋，让

《山河月明》在前几集就有了魔改历史之
嫌。但随着朱棣的人生渐渐步入历史轨道，
若抛开这段历史上可能不会有所记载的感
情线，《山河月明》的成色又是如何呢？

历史正剧氛围，却满溢烟火气息。
从“洪武北征”切入展开叙事的《山河月

明》，有恢宏的战争场景，有智慧的两军博
弈，有高深莫测的宫廷争斗，也有狼烟四起
的战场厮杀。无论是对演员的选择，服化道

的设计，还是对生活细节的雕琢，《山河月
明》都具有历史正剧的氛围，但相对君臣之
间的权谋争斗和朝堂上下的战火硝烟，这部
剧更注重刻画的反而是帝王之家的日常生
活，是那宫廷之中浓郁的尘世烟火味——

开国名将徐达赴皇帝摆下的烧鹅宴，却
毫不客气地与朱元璋在酒桌上互揭起年少
糗事；每天亲自操办朱元璋膳食的马皇后，
纳鞋底、做羹汤，操心国情家事，为夫君出谋
划策，但一言不合会瞬间就揪起朱元璋的耳
朵儿；一脸慈眉善目的朱元璋，卸下朝堂上
的那副威严面具，就是个每日与发妻闲话家
长、同享宵夜的妻管严丈夫；太子朱标温顺
善良，不满父王对某个臣子的指责，一句嗔
怪父亲的违心之语，就能让朱元璋知晓其真
意，瞬间“化干戈为玉帛”；朱标的妃子吕氏，
对儿子朱允炆来说就是个“鸡娃”式教育的
母亲，在皇宫之中也内卷得异常厉害……

于是乎，我们看到了与历史描述中的帝
王将相截然不同的另一面：暴虐狠绝的草莽
皇帝朱元璋，爱子如命，幽默、风趣；谦恭谨
慎的徐达，就是一个“女儿奴”，可爱、憨萌；
贤良淑德的徐皇后，就是“治理”朱棣的强悍
妻，霸气、睿智……

不得不说，这也太接地气了！
如此和睦、温馨、自然的家庭氛围，简直

是将帝王之家的日常生活，从只能仰望的天

空，拉到了与普通人平行的人间。剥离掉历
史给剧中每个人贴上的鲜明的标签，《山河
月明》展现的其实就是寻常的“朱姓”一家
人，寻常的生活。从前，印象中的帝王之家，
通常一出场就是不停地争权夺利、尔虞我
诈、勾心斗角，而在《山河月明》里，却只见一
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情意绵绵图！剧中
的朱元璋作为九五至尊，却与他的妻子、孩
子们少有距离感。生起气来吹胡子瞪眼，心
疼起孩子来，连儿子在上课时老师都是骂不
得的，听到“老四”挨了板子一脸不高兴的模
样，还会责怪太子惩罚“老四”太狠了些。

而太子朱标、秦王朱樉等一干皇子，也
都变成了“宠弟狂魔”：朱棣逃婚离家出走，
出了皇城就去了二哥秦王的家；朱棣在军中
挨了打，哥哥们担心不已；朱棣在凤阳惹了

“祸”，两个哥哥又去解决纷扰……
当真是，朝堂风云、权谋争斗隐形“退居

次位”，父子情深、母子关系、兄弟情谊、夫妻
感情，却成了《山河月明》的重要主线，任朝堂
纷争的暗流涌动，任帝王将相的喜怒哀乐，全
在这与寻常人家一样存在的温情里，在那一
点一滴“浇灌”起来的手足情深、家庭和睦中。

既是“大男主”的逆袭文，也是一幅丰满
的时代群像画。

这是一部朱棣的成长日记，从少年时青
涩冲动的燕王“朱四郎”，到成年后战功赫赫

的“藩王之首”，再到雄才伟略的明成祖，他
的一生跌宕起伏，成长之经历就是一个逆袭
者的传奇。从洪武到永乐，横跨朱元璋、朱
允炆、朱棣明初三帝，覆盖近60年历史进程
的《山河月明》中，有时代大势必然的发展演
进，也有顺应时势的宫廷政变。在他的成长
生涯，有年少的朱棣对父权的有声反抗，有
被魏国公责罚时不肯低头的倔强，也有他与
发妻徐妙云从充满敌意到相濡以沫的伉俪
情深，当然也有他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阴
谋、篡权、夺位，以及他的丰功伟绩。

从朱棣个人的成长来说，这波折的人生
曲线，已足够丰富，也足够厚重。

这也是一幅磅礴历史画卷里的人物群
像谱，性格多变的朱元璋、智勇双全的朱棣、
刚毅稳重的徐达、张扬傲慢的蓝玉、仁慈聪
慧的马皇后、才德兼备的徐皇后、生性宽厚
的太子朱标……家事国事天下事，那些在历
史记忆中刻板、单薄的二维人物，在《山河月
明》里成为立体的人物形象——朱元璋，一
面是威严的“铁腕皇帝”，一面是计谋深远的
政治家，一面是与妻子谈情说爱的丈夫，一
面又是舐犊情深的老父亲。马皇后，一面是
母仪天下的雍容贵妇，一面是对丈夫“爱他
所爱、忧他所忧”的妻子，一面也是为子女、
家人事无巨细操着心的母亲。徐妙云，一面
是在少女时代便机智处理府中事务替父亲
和太子解围，令皇家刮目相看的大家闺秀，
一面是知时务、识大体、懂进退的有勇有谋
的“女诸生”，一面又是在与朱棣的“正面交
锋”及荣辱与共中，果决、隐忍、勇敢的超级

“贤内助”。
当然，还有那洞悉一切的刘基，自傲自

大的胡惟庸，顾盼伟然的李景隆……总之，
这一众历史人物，共同描绘了这一幅活色生
香的群像画。

《山河月明》一直是多线并行的，其中之
一，是朱棣的成长线；之二，是明初的战争线；
之三，是波云诡谲的朝堂角力；之四，是家庭
中的人物关系、情感关系。轻松、有趣的家庭
戏份，令这段似乎不得不包含一段残酷的、血
腥的历史没有那么黑暗，而这不同的视角，立
体地呈现出的这段历史也因此有了多重颜
色：有温暖的，有明媚的，有阴郁的。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有戏说之处，有
笑谈之姿，重在勾勒尘世烟火的《山河月
明》，既宏观展现了明初的历史风云，又微观
塑造了明初的人物群像、时代芳华。

我是喜欢如今这种味道与腔调的，高高
在上的帝王将相、王侯贵女，忽然成了我们
熟悉的“身边人”，如此有趣味，有创意，这还
不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