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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珏

【关键词】韩国导演宋浩宏作品 一部反童
话的童话

童话一直是作为某种光明存在的，提振人
们身处逆境的信心，赞颂世间善良与美。在成长
之路上那些注定将被消磨、消耗的珍贵品质，童
话都作为伏笔，提前写入了孩童的心灵。人们成
长路上的三观之基，有相当一部分是幼时童话
赋予的潜移默化。

但童话的溯源，有某种暗黑色彩。人们考证
之后发现，安徒生童话也好，格林童话也好，都
有相当程度的人间残酷。而且基于童话肆意想
象的空间，它有时候甚至可以是恶意的——— 在
最初，童话一如人类一样复杂。然而在人类社会
漫长的自我进化中，没有哪个国家的父母忍心
对孩童讲出过于残酷的故事。于是经过成人一
遍又一遍过滤提纯后，多数童话变得过于晶莹
剔透，只留下那些貌似完美的逻辑。而这些逻辑

有时很乏味，有时掩盖着人意识不到的不正常，
甚至某些丑陋的心理障碍。

韩国导演宋浩宏的动画新作，《红鞋子与七
个小矮人》借用了《红鞋子》《白雪公主》《灰姑
娘》等多个童话故事，用一种阖家欢的外表，包
裹起一段冷眼看世间的犀利。

七个小矮人原本是七位大英雄，又帅又风
流，人见人爱。但他们遇到一位仙女，这位仙女
长得丑，不符合“仙女即美女”的传统定义，七位
自高自大的英雄言语之间颇多冒犯，结果被惩
罚变身为七个小矮人。绿油油的皮肤，每个都是
矮胖冬瓜。

故事的设定首先就带有某种颠覆色彩———
仙女就得美吗？老而丑的专业魔法女性就只能
是巫婆吗？美，从何时开始固定捆绑给了“真和
善”，更进一步加深为美女人设呢？如果再拓展
一点儿想，若织女不美，牛郎仍然会一见倾心
吗……可以说这个奇葩思路一出，很多民间传
说、童话故事的根基都不牢靠了。

一身反骨，导演开始了他对传统童话的彻
底改写。白雪公主胖达250斤，人是好人，但肯定
没人爱。美艳的后母害了国王，追杀白雪，她用
魔法种下的苹果树即将结出果子，谁吃掉谁就
能永远青春，美得光芒万丈。而阴差阳错，红苹
果变成了白雪脚下的红鞋子，穿上它白雪瞬间

变成人间至靓，身材最美，腰线从三尺三瞬间一
尺七……但是只要脱下鞋子，美女就弹回了大
胖妞儿。

变身小矮人的英雄，需要得到全国最美女
子的真爱一吻才能恢复原貌。白雪公主与矮人
们结识后，便成为众星捧月的对象，争风吃醋的
缘由。白雪惊讶地发现美貌的“用处”如此之大，
也忐忑于脱下红鞋子后，别人无法面对的真实
自我。七个矮人中的胖皮球梅林，曾是最风流倜
傥的王子，他多么渴望自己以本来面目站在白
雪面前，征服她的心。他甘愿为她跨山跨海，屠
龙杀怪——— 可白雪心中念兹在兹的是，如果你
发现我并非眼前这个绝色美人，你还会爱我吗？

整个智斗武斗坏王后的冒险之旅笑料很
多，人们在飞流直下的快乐里，能始终体会导演
不断的“敲边鼓”——— 真正的爱可以抵抗颜值的
反转吗？内在的美好真的能抵御外在的崩塌吗？
白雪公主在整个故事里展现着一个现代独立女
性的真挚与勇敢，在所有角色中，她是能够举起
火把，照亮自己也照亮爱人的一个。她毫不在意
梅林矮冬瓜的外在，只为他的正直善良倾心；她
欣喜于自己外貌的翻天覆地，却也能毫不犹豫
脱下红鞋子，释放自己回归自我；她敢于扯下伪
装，检验自己渴望的爱是否足够强大——— 她本
可以穿红鞋子骗梅林一辈子，但她绝不肯。

实际上导演并非只是呼吁注重心灵美那么
简单。他使用了老童话中约定俗成到人类无知
无觉的纰漏，以反转童话的矛触动了童话的
盾——— 一切看似幸福美好的东西如果只是建立
在外在判断上，哪怕它是童话，一切依然不值得
相信。他也挑动了所有人的反思，那些“颜值即
正义”的DNA竟如此早就潜入我们的意识，成
人对“美”想当然的逻辑，有多少经得起拷问。

导演的辛辣力道与商业糖衣混搭得好，有
些许甜辣酱风味。故事非常流畅，情感的培育、
心灵成长几经迂回却顺理成章，最后的阖家欢
也是商业之必须。只是看完整个故事，前仰后合
笑完之后，人们会对儿时那些至真至纯的童话
挂起满满问号。这是一部不走寻常路的韩国动
画，儿童看了能破一破美丽就能当公主，美丽必
将幸福的执念；成人能困惑一下爱与真实之间
那座若有若无的独木桥，自己是否已经跨过。

《红鞋子与七个小矮人》：童话也犀利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日前，山东德云综合演艺中心项目签约
仪式在济南市历城区政府举行，项目确定落
地山大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地块，预计2021年
底竣工试运行。与此同时，演艺市场的另一

“顶流”——— 开心麻花也来到济南商讨相关落
户事宜。德云社与开心麻花纷纷入驻济南，能
带动“戏曲大码头”的复兴吗？

从“词山曲海”到“书山曲海”

说起老济南曲艺的繁盛，很多人都会想
到“曲山艺海”这个词。山东省艺术研究院
非遗研究所所长郭学东告诉记者，人们对于
“曲山艺海”的熟知，多是因为2006年电视
台播出的《曲山艺海镇江湖》节目。但“曲
山艺海”这个说法并不确切，正确的表述为
“书山曲海”，与明代文学家、戏曲作家李
开先颇有渊源。

李开先是济南人，他—生醉心于金元散
曲及杂剧，著述颇丰。他还是济南有名的藏书
家，藏书之富远近闻名，尤以戏曲书籍为多。
李开先的藏书楼也因此被称为“词山曲海”。
济南开埠后，曲艺的繁荣以“书”字为鲜明标
志，于是将这一段艺术盛世称之为“书山曲
海”，用以形容济南的曲艺如山一样深邃、挺
拔，如海一样豁达、兼容。

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山东省文联副主
席的陶钝就写道：“济南说书唱曲的场子很
多，演员都有一定的水平，号称书山曲海之
地。”

“山东是孔孟桑梓之邦，早在春秋战国思
想学术方面就显示出辉煌成就。艺术方面，由
于周公封鲁，享八佾，得演自黄帝、尧、舜、禹、
汤、武王的《六佾舞》，集歌、舞、乐为一体的

《韶乐》，因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而
负盛名，更有韩娥在齐都门‘余音绕梁，三日
不绝’的著名歌唱。同时期，初仕齐为祭酒后
任兰陵的荀子，其所著《成相篇》因与后世说
唱文学作品文体颇为相近，很多人将他视为
说唱艺术鼻祖。秦汉以来，山东民间艺术发展
更加兴盛。从著名的嘉祥武梁祠及全省三十
余县市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可以见到古代‘歌
舞百戏’‘杂技百戏’盛行的情况。1969年，济
南无影山出土的《西汉百戏陶俑》，姿态优美，
乐队形制完整，其中不少艺术种类已经或多
或少地包含有说唱艺术因素。”郭学东说。

宋元明时期，济南成为词曲盛地，散曲
家、剧作家层出不穷。北宋时，济南已是瓦舍
勾栏林立、诸般技艺杂陈，其中以李苏苏的演
唱最为著名，当时的齐州太守祖无择诗云：

“歌妙累累若贯珠，历城惟祗数苏苏”。
元代散曲家杜仁杰，作品虽传世不多，却

独具特色，笔触老辣而有谐趣，善于驾驭丰富
活泼的口语。他创作的散曲〔般涉调·耍孩儿〕

《庄家不识勾栏》套曲，描写一个庄户人秋收
后进城，到勾栏看戏的种种经历，并借这个庄
户人的口吻，真实地再现了元代勾栏演戏时
剧场、戏台、道具、乐队乃至化装、角色等种种
情况，写得情趣盎然，也是研究元代戏曲的重
要资料。诗文俱佳，尤以散曲著称的张养浩，
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尽人事的沧桑，成
为流传至今的佳作。

明代，李开先更是将济南的戏曲传统推
向高峰。他在章丘建起五座藏书楼，每座藏书
楼前厅用于会客排演戏剧，后楼用于居住和

藏书，他以曲会友，亲授弟子，弈棋度曲，交游
唱和，共襄戏曲盛事。他所创作的传奇剧本

《宝剑记》，塑造了林冲威武不屈、浩然正气的
形象，久唱不衰。

“到了清代，说唱艺术演变出许多新的艺
术形态，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从总体
趋势上看，仍然是沿着民间说书、俗曲小唱两
大主要体系在继续发展，而民间说书逐渐占
有主导地位。”郭学东说，在众多说书艺术形
式迅速发展中，具有龙头作用的山东大鼓演
唱艺术全面提高。

清同治十年（1871年）秋，山东大鼓女艺
人郭大妮至济南演出，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个
进入大城市行艺的山东大鼓艺人。之后，又有
来自临清的山东大鼓女艺人黄大妮来济南西
关演唱。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黄大妮的表
妹王小玉姐妹来济，在明湖居、趵突泉四面亭
演唱。王小玉姐妹即《老残游记·明湖湖边美
人绝调》所描写的梨花大鼓女艺人白妞、黑
妞。

白妞王小玉自幼学艺，16岁就出了名。
她聪明好学，吸收了地方小曲、戏剧的腔
调，创造出一种新调，即梨花大鼓的南口派
梨花调。和黑妞一起到济南大明湖南岸明湖
居说唱梨花大鼓后，她大胆吸收皮簧、梆
子、昆曲及临清小曲和众多艺人的新腔新
调，改编新词，丰富、改造了原来的曲调，
使原大鼓的行腔曲调呈现出了新的韵味；唱
起来字字清脆，声声婉转，轰动全城，将梨
花大鼓艺术推向了高峰。

如今，《老残听曲》的铜铸雕塑就立在芙
蓉街南口，再现了《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
湖边美人绝调》中的场景，讲述着济南与戏曲
曲艺的深厚渊源。

相声名家都来济南“拜码头”

1904年5月，济南开埠，政府迅速制定了
大量“通商惠工”的政策，外国商业资本纷纷
涌入，使济南一跃成为“山东内陆第一大商贸
中心”。随着铁路的贯通，本已是黄河、小清河
码头的济南，又成为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枢
纽的交通重镇，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促进了

“曲艺、戏曲码头”的形成。
郭学东介绍，在全国三大“曲艺码头”中，

与北京、天津相比，济南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
城市，它兼有农耕文化与市民文化，而北京、
天津两地，市民文化更具代表性。很多来自农

村的艺人，例如武老二（山东快书）、落子、大
鼓、花鼓艺人，很难在北京、天津立足，但到济
南谋生之后，发现济南是块风水宝地，能养住
人，于是就在济南扎根落户。“在当时三大‘曲
艺、戏曲码头’中，济南具有很高的、不可取代
的地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孕育、生发了
具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特征的几大剧种、曲种，
如使化妆扬琴蝶变为吕剧、诞生北路山东琴
书等。”

民国初年，济南戏曲舞台上最为盛行的
主流曲种是京剧，被尊为“大戏”。旧时童谣里
唱道：“拉大锯，扯大锯，姥娘门前唱大戏，接
闺女，请女婿，亲家婆你也去！”也可见京剧广
受大家喜爱。

当时很多京剧名伶都造访过济南。1927
年，时任山东督办兼省长的张宗昌为父庆寿，
将京、津各戏班的名伶百余人全部接至济南，
梅兰芳演的是《穆桂英挂帅》。时隔8年后，梅
兰芳受邀到济南“进德会”京剧场，接连演了5
天，收入全部用于因黄河决口发起的赈灾。隔
年11月，梅兰芳再次应邀来到济南，在“进德
会”演出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并与当
时恰巧也在济南演出的金少山合演了《霸王
别姬》。

除京剧外，全国各地及济南周边地区的
“小戏”也纷纷涌入济南。“小戏”并不小，各有
艺术特色。周姑子戏(五音戏)、上装扬琴(吕
剧)、崩崩戏(评剧)、柳子、山东梆子等“小戏”
的到来，进一步丰富了济南戏曲的曲种，满足
了不同观众的审美需求。

这一时期，济南群星闪耀，名角辈出。一
批大师级艺术家在这里开宗立派、扬名立万。
邓九如开创北路琴书，高元钧开创高派山东
快书，杨立德开创杨派山东快书，时殿元等人
促使化妆扬琴向吕剧发展。

20世纪40年代异军突起的晨光茶社，更
是让济南的“书山曲海”声名远扬。相声界有

“北侯南张中少林”之说，即北京侯宝林、南京
张永熙、济南孙少林。全国的相声名家都要来
济南“拜码头”，相声大师侯宝林、马三立、郭
全宝、常宝华等都曾来晨光茶社演出过。相声
行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北京学艺，天津练
活，济南踢门槛。”

曲艺、戏曲繁荣，演艺场所鳞次栉比，其
中，书场更是遍及全城。这些早期书场大都依
风景地和市场而建，其中历史长、规模大的有
趵突泉书场、南岗子书场、劝业场书场、西市
场书场、大观园书场等。

其中，趵突泉书场位于趵突泉公园内，清
光绪年间已建立。内有义兴茶园、福兴茶园、
光裕茶团、光明茶园、三民茶园、双春茶园等
十余个书场，上演的曲种有山东大鼓、木板大
鼓、山东琴书、评书、西河大鼓、相声、双簧等。
20世纪20年代，书场逐渐衰落。

南岗子书场，位于新市场内，建于20世纪
20年代初。济南曲艺鼎盛时期，在这里演出的
有王云卿、王云宝、石振邦、杨凤山、杜春田、
张凤池、王三妮等名角。该书场一直活跃到20
世纪60年代初才绝响。

劝业场书场，位于国货商场内。该书场兴
起于20世纪30年代，有立奎茶园及布棚、席棚
书场五六处，设有西河大鼓、山东琴书、河南
坠子等演出。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市场商业
的衰败，曲艺演出也逐渐迁移。

西市场书场与大观园书场同建于20世纪
30年代，于“文革”前关闭。

德云社将刺激本土人才成长

斗转星移，如今，在历经岁月变迁后的济
南老商埠徜徉，已很难感受到“书山曲海”昔
日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之后，曾经对省内的曲艺艺
人进行过普查，后来我还查到了这份资料。”
郭学东通过历史资料见证了济南“书山曲海”
的繁荣与山东曲艺的兴盛，让他印象深刻的
是，仅当时登记在册的说书艺人，就达到了
5000余人，而全省的曲艺表演团队则达到了
130多个。

郭学东介绍，“文革”结束后，济南曲艺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有过一次恢复，
那时候，杨立德、孙少林、郭文秋等老先生都
健在，稍微年轻些的如孙镇业、唐爱国等在全
国曲艺界也都是数得着的人物，可以说是一
个曲艺的繁盛期。但是从1985年之后，随着大
量新的娱乐方式的涌入，尤其是通俗歌曲的
流行，对曲艺产生了很强的冲击。曲艺团队的
生存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多的人才开始流失，
曲艺市场低迷。”

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快书表
演艺术家阴军，就是在曲艺市场低迷期坚持
演出的演员。阴军告诉记者，2008年他作为发
起人之一，在济南颐正大厦创立了山东快书
俱乐部，在每月的1日、15日进行小剧场演出。

“我们坚持了7年，会聚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演
员，节目质量也非常好，可不要票钱也没有人
看。”

对于此次德云社、开心麻花落户济南，阴
军表示欢迎。“谁能够普及曲艺都是好事，老
百姓也需要这种亲民的艺术形式，因为曲艺
本身就来自于老百姓，能给老百姓带来快乐。
甭管是德云社还是开心麻花，我都希望它能
够在济南‘火穴大赚’。它们应该能够引导济
南人的消费方向，喜欢曲艺都去看吧，卖满座
了，就去别的地方分流了。这样才能够红火起
来。”

在郭学东看来，这对于济南本土的曲艺
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好的东西要进来，肯
定会对本土的一些东西形成冲击，很多小的
剧场可能就因此没有饭吃，或者不如从前了。

“但同时，它会激励咱们的曲艺人照着人家的
目标，提高自己的水平，如果没有他们的冲
击，本土小剧场就很难提高自己的水平。”

尽管“书山曲海”已成往昔，但对于重振
济南曲艺市场，郭学东是有信心的。“现在能
把德云社、开心麻花吸引过来，说明济南有这
个市场，它们看中的是济南的观众基础。它们
的到来，势必会促进和刺激我们本土区域人
才的培养和发展。”

“北京学艺，天津练活，济南踢门槛”，济南当年曾有“书山曲海”盛况。如今德云社济南

项目签约，开心麻花也在商讨相关落户事宜———

“顶流”曲艺会给济南“顶”出什么
据新华社，来自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的消

息，将有近百部庆祝建党100周年为主题的电视剧
于2021年播出，其中50余部重点剧目，聚焦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
史性飞跃，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
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绘就一幅百年党史的恢
弘画卷。

这些重点剧目包括，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光荣与梦想》《红船》《数风流人物》，反映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功勋》《跨过鸭绿江》《公
民》，反映改革开放的《大江大河(二)》《生命
树》，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闽宁镇》
《大国担当》《在一起》《石头开花》《我们的新
时代》，以及贯穿百年各个时期的《理想照耀中
国》《百炼成钢》。

据介绍，国家广电总局正在组织湖南广播电视
台牵头创作活动主题电视系列剧《理想照耀中
国》。该剧选取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各重要时期的
典型人物事件，演绎党的初心和使命。全剧约40
集，每集20分钟。

据人民日报，近年来，我国原创绘本市场迸发
出蓬勃发展活力，绘本品种总量和选题更加丰富。
在内容不断细分的同时，原创绘本的艺术水准也日
渐提升，既有销量，也赢得了口碑。随着打磨精品
力作成为共识，精美的原创绘本将更懂孩子们的
心，为他们的成长道路增添更多欢乐。

近年来，儿童阅读越来越受关注，少儿图书市
场已成为我国零售图书市场最大的细分板块；而卡
通/漫画/绘本是童书市场的第二大细分类，目前占
少儿图书市场的约1/4。

在我国，原创儿童绘本发展迅速，在品种、内
容、销量、获奖情况等方面都迸发出特有的生命
力。原创绘本突破瓶颈、保持发展的强劲动力，需
要创作者、出版方、推广人等多方合作。目前，国
内的绘本创作团队与工作室并不多，由独立创作者
分别完成插画、文字的模式，仍然占据主流，这就
需要文字作者与画家之间的充分交流，也需要懂绘
本创作规律的编辑。如今，原创绘本队伍已经形成
共同发力、后劲十足的梯队构成与发展面貌，打磨
精品原创绘本也成为业内共识。

重庆发现

亚洲保存最好的

侏罗纪卡岩塔足迹群
据中国新闻网，经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

古生物学专家团队鉴定，早前在重庆城区内发现的
一组恐龙足迹被确定为卡岩塔足迹，且可以归入其
模式种霍氏卡岩塔足迹，为亚洲保存最好的侏罗纪
卡岩塔足迹群。

2019年3月，攀岩爱好者在重庆歌乐山国家森
林公园东部沙人防空洞内发现一堆“鸡爪印”，后
经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古生物学专家团队
初步鉴定为诞生于一亿九千万年前下侏罗统珍珠冲
组兽脚类恐龙足迹群。据介绍，该足迹群位于两个
相距大约3米的石英砂岩表面，共有46个三趾型兽
脚类足迹。根据测量足迹的相对步幅长度，专家推
测其为大中型兽脚类恐龙造迹而成，且当时“造迹
者”正做小跑的步态。

卡岩塔足迹最初指的是一种较大的(长约35厘
米)三趾型两足行走的兽脚类恐龙足迹的属名，这
种兽脚类恐龙最早发现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下侏罗
统地层，其特点是不保留拇趾印痕，保留了第四指
的跖趾垫印痕，与其余的印痕完全分开。卡岩塔足
迹虽在全世界分布广泛，但在亚洲地区一直未发现
确凿的霍氏卡岩塔足迹。此次发现丰富了中国乃至
亚洲地区卡岩塔足迹群的记录，也进一步证明了亚
洲乃至全球下侏罗统恐龙足迹多为兽脚类恐龙足
迹，且足迹形态类型表现一致的多样性，这对研究
中国侏罗纪早期恐龙动物群的分布与演化有着重要
意义。

首部中文音乐剧

恢复线下首演
据文汇报，疫情后首部恢复线下整剧演出的中

文音乐剧《魔女宅急便》近日在上海人民大舞台首
演。首批进场的两位观众兴奋地说，虽然这次隔排
隔座意味着无法和朋友坐在一起，仍庆幸买到了
票。恢复演出，“以后就有劲了！”

300位观众回到了熟悉的剧场，并见证这部音
乐剧从上海开启巡演。“在这个特殊时刻，不仅中
国观众，可能全世界观众都需要剧场的温暖治愈，
哪怕只有30%的上座率，也能抚慰大家的心灵。”
《魔女宅急便》中方导演石路表示。

《魔女宅急便》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日
本著名作家角野荣子的同名童话小说，其故事因宫
崎骏1989年的同名动画电影而世界闻名。观众对演
出报以极高的期待，但复演却没那么容易。根据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关于印发〈剧院等演出
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等的通知》，目
前剧院上座率控制在30%以内，而前三场《魔女宅
急便》演出去年开票后，却已经售出了65%，怎么
办？

主办方咬牙，再加两场，将演出延长至6月2
日！“音乐剧一般上座率达到60%至70%才能盈亏
平衡，五天八场的密集演出对演员来说也非常辛
苦。但重返舞台是我们剧组、主办方聚橙乃至演出
行业每个人心底不断呐喊的声音。”制作人赖毅坦
言，加演分流观众，意味着更高的亏损，但他们不
愿辜负任何一位观众的等待。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中国原创绘本发展加速

2021年将播出近百部

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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