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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反复磨戏不留遗憾
在剧中饰演四凤的青年演员何云因为之前才从

英国、德国巡演回来的时差原因，前期拍摄的情绪方方

面面不是很到位，昨日下午正忙着补拍第一场绣荷包

的戏。一个镜头来来回回为了达到最佳效果“折腾”了

很多次。

“目前拍了三场戏了，不断地磨。”刚刚获得梅花

奖的年轻演员何云，拍摄间隙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

会更自如一点。她也直言，对于不常拍影视作品的演

员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有个适应过程，但道理是

相同的，第一天基本上是在找感觉，之后会慢慢越来

越好。”

因为是反复来，情绪一下就得到位，而不是像舞

台上那么连贯。何云感慨，这和平时在舞台上演出很

不一样，“戏自己一定要十分清楚 ，哪个戏需要什么情

绪，才会容易接戏。”

对于此次将《雷雨》拍成电影，何云认为是个非常

有意义的事：“很多时候我们想看前辈们的戏，他们的

影视资料几乎是没有的，你要学，要传承的时候找不到

这些宝贵的资料，对更年轻的演员来说，通过电影这种

形式是在传授经验，而不单是在看热闹。所以拍不好

就一遍遍来，不然就留下永久的遗憾了。”

黄梅戏黄梅戏
与电影再续缘
电影版《雷雨》将舞动银幕

蒋建国：与电影续缘
黄梅戏路更宽阔

说起新创大型黄梅戏舞台剧《雷雨》，喜爱

黄梅戏的戏迷们也都很熟悉了，自2005年推出

以来曾多次应邀赴京、津等地演出，获得了业

内人士及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在当年由中

国剧协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宁波)戏剧节上，凭

借着新颖的创排手法和演员们的精湛演绎，该

剧一举夺得优秀剧目大奖。此后，黄梅戏《雷

雨》几度“吐芳”异国，在北美和日本等地的演

出也都大获成功。恰逢第十年，演出了近 200

多场的黄梅戏舞台剧《雷雨》与电影再续缘，安

徽演艺集团旗下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将于今年

下半年推出电影版《雷雨》，影片将会通过影

视、戏曲频道，农村数字院线与戏迷们见面。

电影版《雷雨》沿用了舞台剧的原班演员，

可谓是“明星”云集，省黄梅戏剧院院长，该片

的主演之一蒋建国介绍，剧中七位主演四位是

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三位获得文华奖。在

排戏的间隙，带着妆的蒋建国告诉记者，与省

黄上一步推出的电影《逆火》有所不同，电影版

《雷雨》基本上都是由省黄自己在制作。在他

看来，过去拍摄的电影《天仙配》、《女驸马》、

《龙女》、《生死泪》等不同时期都有过不同的反

响，影视在黄梅戏的宣传推广上起到很重要的

作用，近几年影视制作的步伐相对放缓，剧院

抓艺术生产，舞台创作，同时影视创作也要跟

上。“之前省黄拍摄的电影《逆火》2014 年农村

院线的点击率达到了2万场。这说明一个好的

艺术品还是会很好的为基层观众服务。黄梅

剧院有自己的设备部，影视制作部，电影的拍

摄，对剧院业务的全面发展也是一次拓宽尝

试。”

蒋建国说，今后每两年，省黄梅戏剧院

也会陆续地把有影响力的作品推向

银幕。“对于黄梅戏这个剧种来说，不

仅可以用作资料档案的保存推广，演

员多年的艺术生产通过电影的方式

把它记录下来也是很珍贵的。”

吴亚玲：拍电影是个新挑战
在黄梅戏舞台剧《雷雨》里，就将周朴园的上海豪

宅“迁”到了徽州的深宅大院，所以在拍摄现场，木雕、

木刻、高墙门庭等气息厚重的徽州元素也都在现场一

一体现。当记者出现在剧组时，剧中饰演蘩漪的“五朵

金花”之一的吴亚玲正在一旁候戏。从早晨九点开始

化妆，下午 1 点开始拍，为了赶进度，有时会联系工作

十几个小时，到夜里一两点也是常有的。吴亚玲说，

“拍电影，戏要召之即来，来了就能进入情绪，对演员的

演技要求也是很高。”

都说电影是微表情的艺术，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

吴亚玲在接受采访时也毫不避讳地直言，刚开始就认

为这么好的戏就应该把它留下来，演戏不成问题，但等

到拍电影的时候才发现，还真不是，很多东西跟舞台表

演不一样，会感到别扭，需要适应，也是个新挑战。吴

亚玲说：“一个是面对观众，一个是面对镜头，舞台上戏

很到位，到了镜头里会被放大，刚开始就会不停地被提

醒要收着点，其实这样的面部表情在舞台上是正合适

的，到镜头里就夸张了。”

吴亚玲说她刚拍戏的时候也觉得矛盾：“蘩漪这

个角色是内心很痛苦，受折磨，情感很纠结的人，按导

演的要求不皱眉头，完全把眉头舒展了在那演，又觉得

戏出不来，很难受，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到时候出来是个

什么效果。”

从完全不适宜到现在有感觉地出演，吴亚玲也经

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她也很自信地表示，“形象好是

一方面，人物才是第一要素，人物内心掌握很准，观众

看得更多的是演员的表演，观众记得的会是蘩漪。”

中国电影和中国戏曲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1905年，中国第一部无声电影
便是京剧《定军山》。而以黄梅戏为例，从流行于安庆地区的民间小戏，到深受
喜爱的中国四大戏曲剧种之一，以及黄梅调，一度曾垄断港台、东南亚电影的所
有配乐形式，特别是1988年邵氏版《梁祝》的电影拷贝至今仍为台北国家电影
资料馆的镇馆之宝。如今又一与经典结合的黄梅戏影视作品《雷雨》也将于7月
4日拍摄完成，今年底与戏迷们见面。昨日，市场星报记者独家探访了电影拍摄
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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