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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速览

中国百年摄影艺术展正在挪威西南部石油重镇斯塔万
格展出。在长达5个月的展期里，观众可以欣赏到1911年
到2014年100多年间拍摄的380多幅中国主题摄影艺术
作品，其中包括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生活和练功照片以
及演出剧照。

参展的这些照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发展变化的历
程，有助于观众增进对中国的了解。由新华社中国照片档案
馆提供的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25幅经典老照片首
次在挪威展出，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欣赏。

据主办方斯塔万格艺术博物馆负责人介绍，举办百年
历史跨度的中国摄影艺术展在挪威尚属首次。

（据新华社奥斯陆9月22日专电）

中国百年摄影艺术展
亮相挪威

自 1974 年首度参赛，中国体操队已经实现亚运男团
10连冠，但这一纪录在仁川终止。第17届亚运会体操项目
21日决出男团金牌，以新人为主的中国队仅获铜牌，金、银
牌分属日本队和东道主韩国队。

由于亚运会与下月初的世锦赛临近，中国体操男队“兵
分两路”，由奥运“五金王”邹凯和5名新秀组成的二线阵容
参加亚运会。

同样由新人担纲的日本队表现出色，自由体操、鞍马、
吊环、单杠均排名第1，最终以总分355.475分夺冠，由名将
梁鹤善领衔的东道主韩国队落后4.600分居亚军，中国队
位列季军。 （据《北京日报》）

中国体操队亚运男团
首丢金

是要艺术殿堂，
还是要欢乐剧场？

一部音乐剧上演，有人看得开心，有人怒骂
“恶俗”，戏剧要在媚俗和艺术之间进行选择

日前，号称百老
汇经典的某部音乐剧
的中文版在广州上
演，然而其口碑出现
了两极分化。有人看
得 开 心 表 示 很“ 解
压”，有人怒骂“恶俗”
中途离场。事实上，
现在的剧场观众大致
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出生的人，他
们对剧场艺术心怀敬
畏 ；另 一 类 则 是 85
后、90 后，他们喜欢
各种实验性、先锋性
的作品。只是，当越
来越多原本看起来小
众、非主流甚至是难
登大雅之堂的作品，
不断地登陆剧场上演
并且博得年青一代的
追捧时，剧场究竟应
该上演怎样的剧目、
在艺术与市场之间如
何考量，值得思考。

近日，一部号称百老汇经典的音乐剧经
过“汉化”后，其中文版在广州上演。然而，观
众口碑出现了两极分化。

年近 40 的李女士表示去看这部剧之
前，就被警告“儿童不宜”。李女士表示纳闷：
剧场中、舞台上，如何能完成儿童不宜的内
容呢？无论如何都不会太离谱吧？

进了剧场，李女士才意识到自己低估了
制作方的智慧，“一开场，演员拿着木偶上场
表演，我还觉得这个形式小孩子应该很喜
欢。而后同性恋的那场戏，我想儿童大多不
理解，这对他们应该也无害吧”。但接下来的

“看毛片”内容，让李女士开始觉得如坐针
毡。随后的“酒后乱性”更是让她“受伤严
重”，“原来，木偶可以完成各种儿童不宜的

内容！可以用木偶做出演员在舞台上不能做
出的姿势”。在恶俗的不雅动作的长时间演
绎中，在观众或尴尬或放肆的笑声中，李女
士落荒而逃：“我估计我看不到我想看的东
西了，剩下的应该就只有恶俗了，所以我在
中场时离场。事实上，我旁边的一对中年男
女在我之前就走了。”李女士表示：“我心未
老，也不是卫道士，但如此恶俗当真让人内
心添堵。”

不过，在剧场中演些略为低俗的作
品，在 85 后的小方看来真的不算什么事
儿，她说：“剧场作品为何非得是艺术？当
年电影也被称为艺术，可电影院现在不是
照样放烂片吗？”这样的观点在 85 后看
来，并不算前卫。

音乐剧上演，70后PK85后

观众口碑出现两极分化

戏剧舞台上并不是不能有暴力、性等重
口味，但一定要有所依托，或为表现人性，或
为推动故事，否则就可能沦为恶俗。

如何通过舞台呈现“性”，一直是一
个难题。林怀民的《九歌》和杨丽萍的《云
南印象》中也有“野合”片段，因为舞蹈的
美感与紧凑，让人虽联想到“性事”却没
有时间多想，大多数人也不感到尴尬；赖
声川的《十三角关系》中也有激情的情
节，但表现的内涵可以领会，激情戏也是
有目的的；孟京辉的作品《柔软》中，也有

人物关于身体和性的直白陈述，但是演
员冷静犀利的言辞只是走进禁忌去寻找
真相，让人易于接受；《暗恋桃花源》中也
有偷情的环节，但是一闪而过点到即止，
只是为了推动剧情……

而在某些作品中，为了表现重口味而
去盲目地重口味，无所附丽，便成了恶俗。
比如很火的某系列演出，开场就能来几个
夸张的“呸”的言语和动作，将观众逗乐了，
但也失去操守了，再“呸”几下，观众也就开
始嫌弃了。

处理重口味，非要直白才好吗？

有所依托才不至于沦为恶俗

关于市场和艺术、坚守与媚俗
的话题，记者采访了广东省艺术研
究所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戏剧评论
业内人士张晋琼。她直言，现在的影
视作品存在着多角恋爱多、接吻镜
头多、激情戏份多的怪现象，而这一
现象如今也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了
戏剧舞台上。

张晋琼表示，许多打碎故事、抛
弃人物的剧作，既没人物又没故事，
却借着“先锋”“实验”之名，靠拼贴
段子、故弄玄虚来博取观众的笑声。
观众把观剧当成听笑话、看笑话，一
笑而过。脱离了真实情感，舞台上再
多的误会、错位、噱头也只能是闹
剧，无法触动观众心灵。她直言：“当
艺术沦落到靠恶俗取悦观众从而赢
得市场的时候，它与站街卖笑又有
何区别？”

张晋琼表示，让人欣慰的是，当
今剧场，还有大批具有审美品格的
戏剧在上演，还有大批有艺术追求
的人在坚守。作为戏剧人，如果故步
自封，自我陶醉，不顾观众感受，当
然是没有观众会买账的。但是，如果
一味地迎合观众、谄媚观众，迟早也
会被观众抛弃。

（据《广州日报》）

看戏不是听笑话、
看笑话

本报讯（记者 马毓鋆 通讯员 沈鸿灿）昨日从市体育
局获悉，“谁是球王”中国民间足球争霸赛洛阳赛区赛事全
部结束。

作为娃娃组第一名的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代表队、青
少年组第一名的市第四十八中学代表队、此前获得社会组
第一名的亿和置业代表队最终获得晋级资格，他们将代表
我市参加省海选赛。

据市足协相关负责人李跃宗介绍，自社会组开赛以来，
洛阳赛区共吸引来自民间的115支队伍1000多人参赛，显
示了我市雄厚的群众足球基础。

“谁是球王”
洛阳赛区赛事全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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