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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暗下，银幕亮起。光影交
错间，从直立人到智人，一个个古人
类族群相继“登场”……近日，省博
物馆举办电影《北京人：人类最后的
秘密》放映与交流活动，现场座无虚
席。

90分钟的影片，从冰山雪地到
丛林深处，跨越四季，带领观众重回
史前，身临其境地感受人类掌握语
言、使用火、发明工具等的过程。

“影片中有60%的画面是在海
南取景拍摄，这里的环境非常优
美！”在映后交流环节，雅克·马拉特
落座不久便感慨道。

据介绍，电影经过2年半的开
发、4个半月的筹备，于2021年2月
14日起开始拍摄，历时38天，跨越
了海南、浙江、河北、上海等4个省
市。“我们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海
南。”雅克·马拉特说。

其间，主创团队的足迹遍及海
南各地——海口金牛岭公园、儋州
龙门激浪、陵水大里瀑布、昌江皇帝
洞、东方俄贤岭、万宁三合水库等，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海南这个

“天然摄影棚”的独特魅力。海南日
报全媒体记者注意到，整部影片共
计14个拍摄地点中，有一半位于海
南。

为何选择海南？雅克·马拉特
坦言，这里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生态
样貌，与“史前人”居住的环境极为
相似，为电影拍摄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

“比如影片开头的这段镜头，你
们敢信是在海口金牛岭公园取的景
吗？”雅克·马拉特指了指屏幕上的
一张拍摄花絮图说。画面中，演员
们在林间穿梭奔跑，四周草木葱茏，
仿佛置身原始森林。

“拍摄点100米外就是马路，大
家可能都没看出来。即使在市区，
也能找到保存完好的生态绿地，是
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雅克·马拉
特补充道。

除了取景拍摄，前期大量的演员
训练工作同样在海南完成。在海口
观澜湖华谊电影公社，偌大的摄影棚
成了演员们集训的课堂。

“海南的拍摄条件非常好，很感
谢当地政府和人民给予的支持。”雅
克·马拉特表示，这部影片是中法情

谊的结晶、文化交融的纽
带，他将借此机会，将
海南的美景与魅力推
广到法国，让更多欧
洲人来到海南，领略

海岛风情。

织成彩练
当空舞
——谈琼剧《黄道婆》

■ 康可可

在中国戏曲的璀璨星河中，琼剧以其独
特的艺术魅力和地域特色，散发着耀眼的光
芒。近日，海南省琼剧院编创团队倾力打造
的《黄道婆》，不仅是一部讲述宋末元初黄道
婆传奇故事的琼剧，更是一次舞蹈艺术与戏
曲传统深度融合的现代演绎。

《黄道婆》的开场，通过女子群舞的巧妙
编排，将观众的情感迅速带入剧情之中。舞
蹈在这里不仅是视觉艺术的展现，更是情感
共鸣的桥梁。编导通过演员们身着纱衣模拟
松江水的起伏，以及黄四娘独白时舞蹈幅度
的逐渐加大，成功地将黄四娘的悲戚绝望情
绪传递给观众。这种情感的传递，是舞蹈艺
术与戏曲传统相结合的生动体现，也是现代
编舞理念与传统戏曲舞蹈设计的一次成功实
践。

在“断魂”一幕中，编导巧妙地运用块状队
形和道具斗笠，以及立圆和平圆等舞蹈动作的
往复叠加，生动地表现了狂风骤雨下的海面和
众生灵的挣扎。这种紧凑有力的剧情推动，不
仅展现了舞蹈在戏曲表演中叙事的功能，更是
戏曲舞蹈设计的一次创新。编导摒弃了传统
的线性运动，转而使用织体构成，运用多声部
的复调思维，充实了戏曲舞蹈的表现力，实现
了戏曲艺术的创新。

舞蹈不仅是形式，更是肢体语言的表现方
式。在《黄道婆》中，无论是主角黄道婆还是配
角王阿龙，编导都注重人物形象的外在体姿体
态以及典型形象的个性化动作，突出人物的气
质神态。黄道婆的年龄跨度超过三十年，从青
春年少到白发苍苍，演员对站态、坐姿、步履及
说话的姿态等都做了非常细腻的处理。这种
生动立体的人物塑造，是戏曲程式艺术中舞蹈
的一种重要功能，也是琼剧《黄道婆》成功的重
要因素之一。

《黄道婆》的舞美设计，不仅蕴含着深厚
的文化内涵，还兼顾突出了舞台空间的“可
舞”功能。实景的运用，如江南的松江堤岸到
海南崖州椰子树下，从古阁的参天大树到铺
满稻草的黎族村寨房顶，都为剧情提供了明
晰而又生动的背景。舞美设计中的织布机元
素，通过可移动升降的织布框将舞台空间切
割为三度空间，导演巧妙地引入了虚境，通过
虚实相生达到了超越言语的艺术效果。

《黄道婆》的成功，在于其将中国古典舞的
技艺与戏曲程式相结合，拓展了作品的深度。
这种创造性转化思维，脱胎于传统，又结合时
代审美，值得学习和发扬。戏曲舞蹈的表演追
求“虚实相生”，演员可以充分发挥虚拟作用，将
实物和虚拟动作结合起来，为刻画人物形象，
表达情绪服务。这种现代演绎，不仅让戏曲艺
术的表现形式更为多元化，也更好地应对了当
下广大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

黄道婆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成
长和奋斗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知恩图报、
行善积德的仁爱精神的传递。通过这温情
的一幕幕，琼剧《黄道婆》滋养着在场的每一
位观众，让这种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舞蹈
在这部琼剧中，不仅长于抒情，善于渲染，更
有叙事之功能。它使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
更为多元化，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
放。

琼剧《黄道婆》以其独特的舞蹈艺术和深
刻的情感共鸣，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它
不仅展现了舞蹈艺术在戏曲中的重要作用，
更是一次成功的现代演绎。通过舞蹈与情感
的交融、剧情的推动、人物的塑造以及空间语
言的创新，琼剧《黄道婆》为当代戏曲舞蹈的
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又名俄娘九
峰山，由西北向
东南盘旋曲折，
犹如一巨龙直冲
云霄。山上林木
翠绿，奇花异草，
繁花似锦令人流
连忘返。俄贤岭
上有奇洞——俄
贤洞，深不见底，
曲径通幽。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日前，由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法国国
家电视集团、法国10.7
制作公司等联合出品的
纪录电影《北京人：人类
最后的秘密》在海南省
博物馆展映。影片导演
雅克·马拉特和主演龚
梦琳亲临现场，分享背
后的创作故事。

这部影片以北京猿
人和其他亚洲古人类为
主要切入口，依托最新
科研和考古发现，试图
描述中国的史前时代。

该影片还“含琼量”
十足：影片主要拍摄地在
海南、主演龚梦琳毕业于
海南大学、参演人员中不
乏海南群众的身影……
在揭开远古文明神秘面
纱的同时，让我们一同到
影片中寻觅海南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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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关于进化、人类起源的命
题，都在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如何繁衍，怎么生
活，又进行了怎样的迁徙？雅克·
马拉特的“人类进化三部曲”（《一
个物种的奥德赛》《智人》《人类的
崛起》）都是如此。

在《北京人：人类最后的秘密》
中，这位享誉全球的纪录片大师将
镜头对准了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
20万年的“北京人”。而将近100
年前，他们的牙齿第一次在北京周
口店被发掘。

放映活动当天，恰逢“我”从远
古走来——周口店遗址文化展在
海南省博物馆热展。从北纬39°
到北纬19 ，周口店遗址的文化精
髓跨越万水千山，来到了这片热带
岛屿。

据介绍，本次展览展出139件
珍贵展品，包括100件真品和39
件模型，共分为7个部分，观众能
直观地了解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过
程、科学研究成果以及文物保护的
重要性。展览向大众免费开放，将
持续至2024年11月。

漫步展厅，雅克·马拉特和龚
梦琳仔细观摩着每一件展品，带着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的思考，仿佛再次踏上了跨越
数万年的“寻根之旅”。“接下来，我
们也将带着电影飞赴周口店北京
人遗址博物馆，开展一系列放映交
流活动。”龚梦琳说。

此次重返海南，雅克·马拉特
还探访了位于琼海的中国（海南）
南海博物馆。在那里，一批来自海
底1500多米、“沉睡”了500多年
的珍贵文物，令他大为惊叹。

“这里有太多故事值得好好挖
掘，都是非常棒的题材！我一定要
再回到海南，继续拍摄。”雅克·马

拉特表示，希望通过国际化
的电影制作，继续搭建中法
之间的文化桥梁。

“有机会的话，我也非常
希望能与导演再次合作，借

助光影讲好海南故事，把我们
美丽的海南推荐给更多人。”龚
梦琳说。

借助科学研究、动画技术等手段，
可以再现人类史前生活场景。然而，
要想还原祖先的生活，并非易事。

首先，“选角”就是一大难题。为
了选出更适合扮演古人类的演员，雅
克·马拉特从试镜的1200多名演员中
最终挑选出125位，对他们展开3个
多月的集训。龚梦琳便是其中之一。

2021年，龚梦琳还是海南大学一
名微生物专业的研究生。当时，一些
影视剧组常到校园招募演员，她便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递交了简历。

“原本是‘无心插柳’，没想到2个
月后收到了选角导演的信息，邀请我
参加线下面试。”龚梦琳说，最终经过
层层筛选，她成功获得了在电影《北京
人：人类最后的秘密》中一人分饰三个
角色的机会。

从意外被蛇咬伤的女猎人，到治
病救人的通灵者，再到勇敢无畏的孕
妇，为了演绎好三个形象、性格等截然
不同的角色，她没少下功夫——集训
期间，与在影片中咬她的那条蛇待在
一起，以此来克服对蛇的恐惧，演好与
蛇的“对手戏”；在饰演通灵者时，为了
做到面不改色地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

“随手”往嘴里塞一只蛆，她每天都会
领到两盒活生生的蛆。

“大家在影片中只看到我吃了一
只蛆，但实拍时，为了找到更好的效
果，我吃了大概20只。导演也陪我吃
了三个月的蛆。”龚梦琳笑了笑说。

在没有任何借鉴资料的前提下，
如何进入史前人类的内心世界？这个
问题，也曾一度困扰着龚梦琳。为此，
她苦思冥想，试图寻找与角色的共通
点，甚至去向很多人取经，却仍旧“差
点意思”。直到有一天，她梦见自己出
生时的情景，“我发现，当我回到婴孩
的状态，一切都转化为我最原始的本
能。”

今年就读于海口市第九中学的陈
想也参演了电影。在浙江仙居拍摄
时，一阵阵山风袭过，身着单薄衣服的
她赤脚站在山洞里，不禁连打寒战。

“为了达到好的拍摄效果，她没有
轻言放弃，一遍不行，再来一遍。出于
剧情需要，让她吃老鼠肉，她也照吃下
去，没有畏怯，挺让我感到骄傲的。”陈
想母亲田蕾告诉记者，看到最终成片
播出，她也为孩子感到无比自豪。

“没有演员就没有电影”，电影杀
青那天，雅克·马拉特在微信朋友圈写

下8个特别的“感谢”，其中有一
句话写道：“感谢我所有的演

员为我献上他们的心”。

海口市秀英
区石山镇荣堂村
有一处叫“七十
二洞”的洞穴，洞
穴的位置很隐
蔽，没有辅助工
具很难找到。“七
十二洞”其实是
指这里有众多的
熔岩隧道（洞），
而并非一个具体
的数目。

位于海口市
中心城区海秀大
道中段南侧，金
牛岭公园宛如一
块碧绿的翡翠
镶嵌在海口市中
心城区，公园绿
化覆盖率高达
96%，享有“海口
之肺”的美称。

位于儋州市
峨蔓镇海滨的龙
门山，是一处集
自然景观、历史
文化与民间传说
于一体的旅游胜
地。龙门激浪得
名于明代，龙门
峭石势嵯峨，远
望潮来卷白波，
北风掀浪，触时
而鸣，回响十余
里，故得名“龙门
激浪”。

大里瀑布就
静悄悄地藏在陵
水大里乡，这里
潭水清幽，林木
茂密，山花漫野，
鸟啼声声，与飞
瀑交响，令人沉
醉。

位于万宁市
山钦湾，海湾黑
色怪石嶙峋、丛
礁散落，千姿百
态。燕子洞是其
中极具特色的礁
石，高 20 多米，
传说此处是成千
上万燕子的居
所，也是大自然
鬼斧神工造就。

三合水库位
于兴隆农场 13
队，群山簇拥环
抱，山野风格显
得静谧清幽。远
山下，有湖泊、有
牛羊，水清，有
鱼。

位于昌江王
下乡南瑶河边，
依山傍水，面积
约7800平方米，
可容纳上万人。
洞底东高西低，
向南倾斜，洞厅
呈拱形，平坦宽
敞，壮丽堂皇。
洞内有造型多变
的钟乳石景观，
石柱、石盘、石枕、
石鹿、石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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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剧《黄道婆》剧照。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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