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2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赵丽赵丽 责校责校::张惠张惠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理论·广告 13

■文/高阳 孙萌

■文/黄炯

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电影投融资领域中的应用
■文/刘德崇

从电影叙事到舞蹈演绎:
《永不消逝的电波》从“叙”到“舞”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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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王

萍导演，孙道临、袁霞主演的谍战题材红

色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是新中国

第一部反映我党地下谍战的故事片，也

是一部感动了数代中国人的经典影片。

近年来，将经典红色作品改编成舞剧成

为近年来影视改编的重要趋势之一，由

上海歌舞团精心排演，周莉亚、韩真导演

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就在尊重原作

的前提下，将电影中的单一空间和线性

叙事重新架构为舞台上的共时性多时空

叙事，以舞台化的方式重新讲述了李侠

夫妇与敌人间斗智斗勇、传递情报的故

事，塑造了李侠夫妇、小裁缝和老裁缝、

国民党女特务等多个立体丰富的形象，

再次缔造出舞台上的新一代红色经典，

在从“叙”到“舞”的转化中表现出了红色

经典坚定的革命精神，赋予了传统佳作

以新的力量。

一、从单一空间到多空间的转化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我党地下

通讯工作者李白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敌占

区传递情报，最后被捕牺牲的事迹为原

型，讲述了红军老通讯员李侠与工厂女

工何兰芬受组织安排假扮夫妻，在群敌

环伺的上海进行秘密情报工作，最终英

勇牺牲的故事。这部经典作品结合了现

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以及人物历史

命运同生活环境，在表现革命意志的同

时显现出共产党员的浪漫精神，在红色

主题之外颇具可看性和趣味性。

例如，男主角李侠与女主角兰芬生

活的小楼的一层是二人起居生活的卧

室，阁楼之上便是李侠在深夜秘密发报

的场所。男女主角在一个场景中互动，

女主角在一层或上场口的市井家庭中操

持生活琐事，男主角则在舞台另一侧的

二层或下场口发着电报，两个场景交融

之间又彼此独立，两个人物及其行动在

同一舞台空间的分隔中有次序、有计划

地呈现出来，不仅保证了舞台空间与人

物动作的和谐性，也在富有层次的立体

舞台上将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与温馨家

庭生活的合二为一形象地呈现了出来。

舞剧表演时表演者与观众处在统一现实

空间中，因此擅长表现普通人和日常生

活，允许普通事物成为舞蹈的表现内

容。《永不消逝的电波》把上海弄堂生活

的人物情貌、生活状态与烟火氛围非常

细腻传神地刻画出来。这样的舞蹈不仅

在多个空间的处理中烘托出故事的高

潮，也展现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

特征言说着老上海市井中的风貌风情。

在谍战主题发展到高潮时，独自行

动的兰芬李侠分别遇到了危险：兰芬被

假装黄包车夫的特务劫持，李侠则在裁

缝店还原现场，找到方掌柜被害前留下

的情报。这两个情景都是十分危险的，

其空间处理需要与跌宕起伏、高潮迭起

的故事安排相互配合，才能为舞剧增添

新的亮点。导演借助左右平行的两个舞

台将两个表演场景区隔开，两个空间的

重叠象征着夫妇二人作为共产党员共同

面对的巨大危机；不同场景在同一空间

的处理令两个人物遇到的危险反复累

加，全场气氛在兰芬击毙特务，李侠拿到

情报的同时达到高潮。在国民党情报站

长搜查报社的段落中，几位地下工作者

与搜查报社的特务也出现在了舞台上，

两组舞者在舞台上来回穿插、迂回交错，

在眼神的对视中相互试探或传递信息，

舞者充满节奏感地不断移动，在和谐、流

畅的舞蹈画面中以假定性的动作展现谍

报工作中游走于危险边缘的紧张感，有

时又回归到报社这一现实的场景之中。

这样空间切割的方法，把原本单一的叙

事线与空间段落打破重组，以假定空间

中的真实性和真实空间中的假定性营造

虚实结合的叙事空间，象征正邪双方在

明面上与暗中的双重较量，以多重场景

之间的变换与转场给观众提供了丰富的

想象空间。

二、从历时性到共时性的转化

共时性叙事是舞台叙事中特有的一

种时间结构。得益于可以自由分割的舞

台空间，舞剧可以表现出在同一时间内，

但不属于同一空间范畴的两个或多个叙

事序列同时进行叙事，因此故事的整体

编排和讲述打破了电影中常用的单线索

历时性叙事。电影更加擅长以顺序结构

按照时间前后顺序描绘情节，而舞剧则

更多地是以心理为线索使主题思想按照

既定的表演计划逐步展现在观众面前，

用情感的浪潮来推动舞剧情节的前进，

并强化舞蹈表演的层次感与不同段落的

衔接。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表

演中采用乱序的时间交错结构十分明

显。为了突出这部新红色经典的创意，

激发观众对“老故事”的艺术鉴赏兴趣，

编导在故事的讲述上采取了倒叙、插叙

等乱序结构，将原有的创作结构完全打

乱，使之摆脱时间发生顺序的束缚，避免

线性叙事，大量使用了开放而自由的历

时时间叙事手法。

在舞剧中，这样倒叙的手法比比皆

是：李侠夫妇从裁缝铺回到家中，两人在

舞台右侧从新买的旗袍中抽出情报，此

时左边舞台的灯光亮起，展示出同为地

下党的裁缝在制作这件旗袍时将情报缝

入夹层的情景，两个发生在不同时间段

的故事同时被展现出来；在李侠寻找裁

缝的死因及留下的线索时，导演再次使

用了倒叙和当下时间的交错，先是李侠

进入狼藉不堪的裁缝铺以一段独舞显示

出他的悲痛之情，随后便进入倒叙中，多

位扮演特务的舞者进入场景把将倒地的

道具一点点复位，李侠在其中以独舞演

绎出一场残酷的杀戮与艰难的求证。导

演精准把控了多段故事的展开方式与转

折点，将两个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在同

一空间中同时演绎出来，同时清晰明了

地还原了真相，揭示了裁缝的秘密身份，

也使主人公的舞蹈动作表现出更为澎湃

的悲痛之情。在李侠的身份已经暴露，

催促怀着身孕的兰芬尽快撤离，两人面

临生离死别时，导演用四组双人舞表现

发报前两人难舍难分之际肝肠寸断的情

感。四组双人舞者之间的紧密配合与一

致动作，展现出高度协调的紧密配合，体

现出较强的和谐感与美感：两人相识时

兰芬闹别扭不肯穿旗袍、相知时为李侠

扇扇子，热恋时亲密难分的三段表演展

现了不同时期人物的性格变化和关系进

展，这三段表演与当下时间线上的演绎

在同一时间内交错出现，以灵活的表达

方和一致的整体动作风格，展现出两人

阴阳两隔之前回忆往昔、的难舍难分的

场景，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不言而喻，令

人潸然泪下。

综上，在空间与时间的转化中，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将男女主角的动人爱

情、老上海的本土风情与暗流涌动的谍

战故事相结合，在从“叙”到“舞”的转化

中表现出了红色经典坚定的革命精神，

赋予了传统佳作以新的力量。

（作者均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

学院讲师）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

《山东红色文化的当代舞蹈艺术呈现研

究（2000-2020）》( 项 目 批 准 号 ：

21CLYJ4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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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雁》对壮族天琴艺术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生动纪录

伴随着近几年来中国互联网金融

的快速发展与电影产业的迅猛成长，包

括多家互联网企业、银行信贷企业、众

筹网站在内的资本加互联网金融的形

式进入我国电影领域。其中，互联网企

业和平台发挥出厚积薄发的云技术与

大数据分析优势，其他平台也通过互联

网的系统化整合能力进入蓬勃发展的

影视业，我国电影金融支持体系初见

雏形。

一、互联网金融与电影投融资

结合的模式类型

在具体的模式和类型上，不同的平

台和公司推出了多种不同的产品。在

互联网企业中，阿里巴巴率先推出了娱

乐宝平台。娱乐宝是用户通过购买保

险理财产品获得娱乐权益和增值服务

的互联网平台，在平台上出资的用户以

阿里娱乐旗下的文化产业热门影视剧

作品为投资对象，用户在理财收益外还

有机会获得普通保险理财平台没有的

娱乐权益。很快，百度公司也推出了消

费金融业务与电影文化产业相结合的

电影大众消费平台“百发有戏”。“百发

有戏”同样包括诸多富有特色的娱乐回

报。内容包括明星拍摄的感谢视频、参

与剧组晚宴、以及制片人权益标识等。

官方所称的权益回报比率以许鞍华导

演的影片《黄金时代》为例，可以达到

8%-16%。“百发有戏”创造了一个在消

费的同时进行理财的全新投资模式，它

通过信托消费，将投资人和用户的消费

权益转换为收益权，再利用收益预期刺

激消费。

在互联网企业巨头外，原本的金融

理财平台也开始选择借助互联网娱乐

的东风。例如，爱钱帮推出的“娱乐

帮”，与一家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公司

合作，投资了乾彭资本管理的诸多小成

本娱乐项目，如惊悚电影《碟仙诡谭》、

《八女投江》等。中国平安保险也在入

股电影公司华谊兄弟的同时推出了娱

乐金融产品平台“平安好戏”，主打低风

险高收益理财与投资者专属的娱乐衍

生权益，用户收益与电影票房收益无

关。“平安好戏”推出的首个项目是与青

春片《匆匆那年》开展联合营销的多款

类似的理财产品。与互联网公司的项

目相比，理财公司的合作运作模式相对

而言较为简单，属于单纯营销类，原产

品的投资方向不变。

最后，原本的多产品众筹平台也在

尽力加强互联网资本与影视娱乐的联

系。这些项目风险较小，投资人无须考

察平台本身的专业背景，平台负责人的

资信情况等。这些明确的众筹形式融

资不向外界承诺任何资金回报和收益，

并且有 200 人的人数上限限制，还要需

要坚持面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原则。因

此，众筹平台给予用户的回报的都是非

现金类的实物或者权益，产品也以小众

独立电影或网络微电影为主，例如众筹

网的纪录片《我就是我》，动画剧集IP改

编的动画电影《十万个冷笑话》等。

以上三种大型互联网平台、金融理

财平台和众筹平台创造了一个在消费的

同时进行理财的全新投资模式，它通过

小额用户亦可参与的信托消费，将不同

级别的投资人和用户的的消费权益转换

为收益权，再利用收益预期刺激消费。

二、大众娱乐与投融资结合的

目的与意义

大众娱乐与投融资结合的目的与

意义与传统的高门槛、高投入的股权众

筹相比，新的互联网金融参与影视投资

方式具有高参与度、低门槛的特征。这

一回报众筹不仅令粉丝能以少量资金

体会电影投资人的收益与风险，并为中

国影视的资金筹备起到一定作用，还是

一种富有成效的营销手段。对于分散

的普通投资者而言，大众娱乐与投融资

结合收益的不仅仅是金钱回报，更重要

的是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自己喜欢的电

影人，以及亲身参与电影制作的体验

感。从这一角度来说，大众娱乐与投融

资结合的首要意义便是实现影视剧的

项目营销效果。这些投资项目本身不

仅实现了大众娱乐产品的集资众筹，还

在吸引投资人参与的过程中悄然完成

了一轮广告投放。一旦你投资了其中

的电影或游戏项目，实际上也就参与到

了影片的宣传营销当中。电影一旦和

和强调参与的互联网联系后，就赢得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营销机会。许多购买

了电影投资理财产品的投资者都会成

为电影的观众，而电影本身在号召投资

者参与时也调动了许多潜在观众走进

影院。以天娱传媒出品的《我就是我》

为例，这部小成本影片在 20 天内成功

众筹到500万，成为同类产品中的成功

案例。且不论电影票房的最终收益如

何，电影在启动众筹之时就已经收获了

资方想要提前探明的市场反应。

其次，在以移动互联网终端为主要

设备上培养用户的多种支付习惯。在

这一轮互联网与影视娱乐结合的潮流

中，移动互联网领域的众多“大厂”成为

角力中的行业巨头。将流量模式和移

动支付结合起来，培养用户在移动平台

上的消费和投资习惯，让他们适应多种

渠道和媒介的支付行为，也为互联网公

司主打的移动支付功能奠定了良好的

用户基础。在移动电商和移动支付主

宰用户流量的当下，以阿里、腾讯为首

的几家公司都在培养自己核心APP上

的支付习惯。以阿里的“娱乐宝”为例，

作为单纯的支付性功能的APP支付宝

在与微信的流量对比上不存在可比性，

在几轮主导社交功能的营销之后依然

收效甚微。此时“娱乐宝”及其配套支

付功能的推出，正是要稳住阿里系产品

移动支付的根基和地位。

最后，通过互联网账号登录相关网

站，服务提供方可以从相关联的软件上

获取用户消费、投资的数据。在大数据

的对比、分析和模拟绘图下，可以得知

观众的群体消费喜好和消费习惯，从而

在电影的投资立项阶段开始了解观众

的收视或观影习惯，宣发时也更加有的

放矢。换言之，即是用投资行为来筛选

出有持续消费意愿的用户群，锁定他们

的兴趣，最终尽量让他们在保有收益的

情况下与感兴趣的电影项目、以及支撑

这些项目的企业之间保持长期连结。

三、投资新模式的

看点、风险与机遇

对于投资者而言，通过几十元或上

百元的投资就可以参与到一部影视剧

的规划中，通过移动APP选择演员、为

自己喜欢的男女主角投票等互动，参与

到项目的部分环节，是一种结合了金融

理财与大众娱乐的全新体验。这样的

新奇感在娱乐参与的角度，可以有效满

足投资者作为电影或游戏项目“出品

人”的好奇心。对一部分明星粉丝来

说，可以通过投资行为获得深度接触明

星的专属活动权益，也足以兴奋不已。

可以说，粉丝经济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刺

激了投资者参与的意愿，郭敬明导演的

两部主打流量明星模式的《小时代》成

为颇受欢迎的产品，便是证据。

然而，从投资的现实环境来看，影

视剧众筹在中国尚未形成完善机制，这

样的投资行为中也存在一些不透明风

险。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亏损或盈

利要取决于向观众“借钱”的影视公司

的经营情况，而电影的收入与公司的经

营对观众而言都是一个有操作空间的

“黑箱”。对此，应当尽量把这些产品纳

入正规金融体系的监管中，以公开募集

的产品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管理，让投资

者和观众获取简单的、透明的、产权清

晰的投资服务，达到多方共赢的目标。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应

用数学系副教授）

我国壮族人民勤劳智慧，在上千年

劳动生活中留下了悠久的历史与博大

精深的文化。其中，壮族天琴作为一种

在历史洗涤中流传下来的弹拨类弦鸣

乐器，至今仍在许多弹奏者的手中流

传。广西崇左作家周耒拍摄的纪录片

《放雁》便讲述了崇左龙州金龙美女村

村民李恩平一边坚持传承并创新天琴

弹奏，一边艰难求学谋生，并在天琴演

奏中思考生命的意义。在2020广西民

族志影展暨非遗影像展上，《放雁》荣获

优秀奖；随后在第三届中国民族志纪录

片学术展上获得银收藏奖，之后又被国

内主流视频媒体爱奇艺选中进行公映。

一、琴：壮族天琴艺术

与《放雁》歌谣的发展

天琴是广西壮族人民发明的古老

传统民族乐器，在我国主要流行于广西

崇左的龙州、宁明、凭祥等地，在越南也

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深受壮族人民的

喜爱。天琴形制优美，工艺独特。琴头

正窄侧宽，琴杆细长，琴头与琴杆用三

节木料以榫卯原理拼接而成，完全不使

用金属钉或胶水。天琴的基本构造与

共鸣腔体与二胡相似，但弹奏却以拨片

或手指拨动琴弦，发出明亮的拨弦声。

《放雁》通过对壮族青年李恩平日

常生活的观察镜头和讲述，见微知著，

表现了当代天琴演奏者的生活世界，

折射出天琴在当代社会的斑斓光谱。

影片中的天琴演奏者们，表演中最大

的特色就是一边手抱天琴，一边摇动

挂在脚上的铃铛串，边弹边唱。这样

的演奏方式起源于壮族先民的法事活

动。在“魓公”或“天婆”利用天琴开展

的各类“做天”仪式中，天琴的演奏姿

势从传统的坐式演奏、到立式弹唱、立

式唱跳不一而足；演奏的形式也包括

独奏、合奏或为歌舞伴奏，一人或多人

边弹、边唱、边跳等。“天琴郎”李恩平

除了擅长这些传统演奏方式外，还加

入了诸多融合现代流行音乐的表演方

式，其中一些借鉴现代舞蹈的元素，甚

至令传统一片哗然。

李恩平演奏的“放雁”是一首古曲，

同时也是壮族魓公民间信仰的诸多仪

式中的重要的一环。“放雁”按照状语原

音应译为“放燕”。在这一仪式中，扮演

天官的魓公通过弹奏天琴呼唤鸟雀传

信给天上的神明。《放雁》便由此处男天

琴艺人演唱的曲调改编而来，成为壮族

天琴表演最著名的曲目之一。在以“天

琴美女”为名的女子表演团体将这首歌

曲以《放雁》之名带到全国各地后，《放

雁》之名逐渐取代了“放燕”，成为金龙

垌最著名的一张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片。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壮族先民

逐渐将天琴从一种与“天”对话的法器，

改造为表达自身的情感需求的乐器；学

习天琴的种种禁忌也从“传男不传女”

变为“天琴美女”为主要卖点。而在影

片中，喜欢穿女装唱情歌的男演奏者李

恩平在火车上用手机灯光打亮白纸，为

《放雁》重新编词编曲。这一场景一方

面表现了当下的天琴艺术与《放雁》歌

谣正在传承中得到保护并不断兴盛，另

一方面也令观众反思天琴作为一种古

老乐器当前在壮族人民中的功能与作

用，以及它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

用于人、影响于人的方式。

二、人：从天琴演奏者

到“天琴郎”身份的转变

在历经上千年的历史沉淀后，天琴

的功能演奏逐渐从开始的“娱神”转变

向“娱人”，天琴演奏者也具备了抚慰听

众心灵、在社交场合提供娱乐、传承传

统非物质遗产文化、加强族群对民族文

化的认同，以艺术维护中越边境和谐等

多种使命。《放雁》中的主人公李恩平身

上，便体现了天琴演奏者身份的种种矛

盾性与当前社会中的各种百态。李恩

平是个普通的壮族小伙子，出生于天琴

发源地——广西龙州县金龙镇美女村

板池屯，目前在天津某音乐学院读书。

作为天琴演奏者的李恩平，在固守传统

眼光的人看来多少有些离经叛道：他的

天琴表演融入了现代流行舞蹈和流行

音乐中女性性感的动作元素。然而，在

传统基础上改写出这一表演方式的李

恩平却是位男性表演者。这样新颖的

表演方式令李恩平获得了更多的演出

机会，却在广西村庄中遭受了许多非

议，一些无法接受的村民指责他“糟蹋

传统”。

纪录片《放雁》不仅把镜头对准了

李恩平对“传统”的演奏方式离经叛道

的一面，还抽丝剥茧地展现了他的日常

生活，也揭示出他选择成为“天琴郎”的

原因。不同于那些出于责任和使命而

进行传承的非遗故事，李恩平长期坚持

弹奏天琴，首先是因为他自小家境贫

寒，而天琴是他赚钱养家的谋生手段。

他的父亲多年离家未归，放弃了对家庭

的责任，母亲一边抚养年幼的弟弟，一

边照顾年迈的长辈。身为长子的李恩

平不得不依靠天琴进行商业表演赚取

学费，补贴家庭。《放雁》用大量手持摄

影、晃动镜头与跟拍来表现这位生活艰

辛的主人公。片头失真的蓝色调渲染

出沉闷压抑的氛围，这样的气氛一方面

来自于李恩平贫寒的家庭环境，另一方

面也来自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迅速凋敝

下去，却仍然固守传统观念的广西农

村。“天琴郎”李恩平就在这样的冷色调

中挣扎着，以一把天琴对抗生活、父权、

外界眼光、甚至对抗自身的种种压力，

令人动容。

三、人琴合一：

民族文化的生动传承

在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中，天琴成为

壮族人民的信仰，它不仅作为一种娱乐

的乐器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心理需求，也

始终发挥着调节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

之间，及个人与自身心灵关系的作用。

《放雁》中的男主角李恩平最开始为了

家庭坚持表演天琴，但逐渐在几百块的

演出费之外，他的人生与生命也在悠扬

的旋律与动人的舞姿中与天琴紧密交

织在一起。

在“美女村”光环之外的双蒙村，是

无数在现代化过程中凋敝的村落缩

影。天琴作为这里的特色音乐文化资

源，被融入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

的重点项目，却难以找到与主流文化话

语平等对话的途径，也缺乏真正懂天

琴、爱天琴的继承者。“天琴郎”李恩平

的商业表演被村民所不齿，却是发自心

底热爱天琴演奏的一位表演者。在复

杂的社会场域与多种复杂心态的层层

叠加中，李恩平以手中的天琴改变了自

己的生活，也呈现出崇左天琴文化独特

的魅力，让古老的天琴通过“天琴郎”的

坚持和努力重新获得了生机和活力。

贫寒的原生家庭、村人的流言蜚语、父

爱的缺失与暴力的泛滥，使得李恩平成

长为一个传统社区的边缘人，一个在村

子里被人嘲笑的弱者。的确，李恩平内

向温柔的性格让他在社会上显得与各

种场合都格格不入。也正是如此，天琴

演奏成为他探索自己内心、追问生命意

义的契机。

在片尾处，被社区排挤，缺乏家庭

支持、不被主流眼光看好的李恩平对着

镜头唱起了自己改编过的《放雁》。在

悠扬婉转的歌声中，独自漂泊异乡的李

恩平通过歌声诉说着心中对家乡与亲

人的思念，对自我命运的反思与追问，

其中迸发出的饱满生命力让人心生

感慨。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艺术学

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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