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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立明：

遲立明演出的足跡遍及美國、德國、法
國、意大利、瑞士、瑞典、芬蘭、日

本、韓國、香港、台灣、澳門等世界上諸
多城市與地區，多次被媒體稱讚為「最有
前途的世界級男高音歌唱家」、「一個真
正的意大利歌唱家」。2005年11月至12
月，他被美國弗吉尼亞歌劇院邀請，在美
國主演了古諾的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
的男主角，美國主流媒體稱讚道：「世界
上只有很少的幾個幸運男高音才可以具備
他這樣的輝煌高音。」未來，遲立明希望
自己可以多上舞台，為更多的觀眾演唱，
明年1月，他也會在意大利歌劇《歌女喬
康達》的中國首演中扮演重要角色。
與之前在香港文化中心的歌劇及音樂會

演出不同，遲立明此次將於沙田馬場的露
天場地演唱，觀眾也從專程買票到劇院欣
賞演出的人士，變為熱愛賽馬的普羅大
眾。對此，他表示：「對我來說，面對任
何觀眾都一樣，最重要的就是把歌唱
好。」而香港的一切，都給他留下了很好
的印象，「我曾在香港文化中心演出，劇
場正規又漂亮。工作人員具備專業素質，
在演出流程操作方面，每一個步驟都很到
位，遵循國際化的規範，和他們合作很舒
服。」問到世界各地的觀眾有何不同？遲
立明認為，藝術無界，喜歡聽音樂會和欣
賞歌劇的觀眾在哪裡都是一样，香港的觀
眾「反應很熱烈，素質也很高，知道精彩
的、應該鼓掌的位置在哪裡」。

用自己的語言創作歌劇
遲立明認為，無論是引進還是原創歌

劇，內地和香港都不乏優秀之作，但「19
世紀是歌劇最輝煌的『黃金時期』，產生
了許多無法超越的經典，也有最龐大的觀
眾群。現時有其他藝術形式分散觀眾群，
歌劇無法回到那個火熱的時代」。他說：
「在這個年代，想要創作一部歷久不衰的
歌劇很難，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各式
的作品很多，經過時間的大浪淘沙，最終
有一兩部經得起考驗留存下來，就是很好

的事情。」
近年內地也有眾多原創歌劇，如《原

野》、《詩人李白》、《錢學森》、《宋
慶齡》等，作為這些歌劇的男主角，遲立
明認為，用自己的語言創作歌劇，是歌劇
發展的重要方向，而經典與否，與是否跟
隨時代潮流無關，「加入再多的現代元
素，也要覆蓋大眾的審美習慣，才能讓人
們普遍接受。如創作於上世紀90年代的
《原野》，曾到世界各地巡演，很成功。
它運用世界與中國的戲劇語言創作，作曲
手法新穎，演員唱起來很順暢，該爆發的
都能爆發，且無論是故事結構、戲劇矛盾
的起伏還是音樂方面，都可吸引觀眾，甚
至光聽音樂就能知道發生的故事。」
而無論是歌劇，還是交響樂、芭蕾舞等

高雅藝術的創作和發展，政府的大力支持
都必不可少。「這些藝術的製作成本很
高，藝團想要賺錢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
靠政府在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像美國及
歐洲一些國家，藝團製作和演出經費的一
半以上是由政府支持，售票收入僅佔
20%。」遲立明說。

歌劇發展需培養年輕觀眾
觀眾的欣賞往往是藝術創作的基礎，歌

劇也不例外。遲立明表示：「有賴於一批
固定的歌劇觀眾，他們的存在是歌劇創作
的土壤，是歌劇發展的基礎和強大推動
力。而歌劇屬於比較高端的欣賞層次，年
輕人不會主動親近，這也是全世界都面臨
的問題。」
如何更好地在年輕人中推廣及宣傳歌

劇？遲立明坦言對香港的情況不甚了解，
但在內地，歌劇院會在大學和中學校園中
表演、舉辦相關講座或將歌劇視頻片段送
入課堂，「首先要讓他們熟悉這種藝術形
式，再慢慢使他們喜愛，培養更多的年輕
觀眾，歌劇才有生命力和發展前途。」另
一方面，他認為，現今的媒體集中於影視
及流行文化的宣傳，並建議媒體在高雅藝
術方面也多做工作，普及、提高大眾的欣

賞水平。
「最重要的是，歌劇及其他高雅藝術的

普及，絕不可以精簡。歌劇是綜合性的舞
台藝術，同樣追求視覺上的精緻美麗，但
很多時候因為涉及經費問題，一些學校和
機構會將歌劇簡化，盡可能用簡單的方法
去普及。這樣做所帶來的宣傳效果和實際
作用會與原本大相逕庭，因為看到的是簡
化版，很多本身不了解歌劇的人會覺得，
這門藝術無法使他感動，從而一輩子都對
其失去興趣。這是一種誤解。而若使人第
一次觀賞就感到震撼享受，或許就可以影
響他日後欣賞藝術的方向。」遲立明將歌
劇宣傳比作房地產銷售，「樣板房是客人
對這個樓盤的第一印象，直接影響他是否
購買，所以房地產商會將樣板房裝修得無
比精緻漂亮，歌劇宣傳也應該這樣。」
對於對歌劇初生興趣的人，遲立明建議

他們有機會一定要走入劇場觀賞，「作為
綜合的舞台藝術，只有實地欣賞才能感受
到歌劇真正的魅力。不要以為在電視、電
影或視頻中見到的就是實際效果，現場觀
看的震撼是無可比擬的。若是已經開始學
習歌劇或年輕的歌劇演員，除多聽一流歌
唱家的演唱、多聽交響樂之外，還要多讀
書，拓展知識和眼界，多跟好的指揮和樂
隊合作，爭取在舞台上的實踐機會。演出
歌劇的難度相當高，既要表演，又要唱，
還要看指揮，只有不斷地自我完善，才能
走向世界。」

「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能分割。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流出一首讚

歌……」當今華人最優秀的男高音歌唱家之一、國家一級演員遲立明，將於十

月一日舉行的國慶賽馬日開幕匯演中獻唱名曲《我和我的祖國》，並在香港警

察樂隊伴奏下領唱國歌。在遲立明心中，內地和香港，每個人都是黃皮膚、黑

頭髮，使用同樣的語言和文字，「《我和我的祖國》是一首特別好聽的歌曲。

我很喜歡香港，希望藉這首歌告訴大家，我們沒有什麼差別，如同每個公民都

與祖國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圖：受訪者提供

普及高雅藝術不可精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西安報道）當前，IP已
成為電影圈最火的概念。「IP電影」以燎原之勢攻佔
了五一檔、國慶檔、賀歲檔等重要檔期。23日，作為
第二屆絲路國際電影節陝西分會會場舉辦的三大論壇
之一，「在IP熱潮下的電影創作之路」高峰論壇在西
安舉行，著名導演大衛·歐文、胡波、李霄峰，著名
編劇汪海林、王力扶，ONE人氣作者午歌等中外業界
權威共話「IP熱」，剖析電影產業前端市場，探尋中
國電影的復興之路。
IP（Intellectual Property），原意為「知識（財產）
所有權」或者「智慧（財產）所有權」，也稱為智力
成果權。一個好的IP，可實現小說、電視劇、電影、
動漫、歌曲、遊戲等之間的轉化。去年，眾多IP改編
的電影如《老男孩之猛龍過江》、《小時代》系列、
《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和《十萬個冷笑話》等
都賺得盆滿缽滿。
據了解，此次論壇設置了「文學電影改編國際化表
達」、「中國電影：IP、原創、品牌塑造」和「類型
化電影創作與新生代編劇養成」三大議題，圍繞「文
學、電影改編：『為』與『不為』」、「從科幻電影
熱潮談類型化電影創作」、「新生代編劇養成：網
絡、粉絲、夢想」等多項主題展開熱議，深度探析當
下文學改編與影視創作的現狀及未來發展路徑。
世界著名電影教育專家，荷里活著名編劇、導演、

紐約大學電影學院資
深終身教授大衛·歐
文（David Irving）在
當天的論壇上表示，
知識產權或者IP涉及
思想的創造，比如發
明物、文學和藝術
品、設計、標誌、命
名和圖像在商業中的
使用。荷里活的故
事來源於原創或改
編劇本、原創或改
編劇本最終成為成
熟的計劃，以及公
共產業三個方面。
他認為，不論劇本
來自哪裡，關鍵是
電影生產者要控制IP
的所有權。他說，
「好的主意很便宜，
偉大的劇本很稀缺，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沒人能在沒有好的劇本的情況下
拍出好電影。」
豆瓣、犀牛故事、簡書、網易雲閱讀等一線app人

氣作者午歌（原名：馮朝輝），從新
創意、新概念、新結合三個方面的特
徵，講述了新時代下短篇故事的IP
轉化。他認為，一個好的IP，與故事
本身的長短並沒有特別大的關係，只
要夠創新、短小精悍，給編劇們做加
法，添加各種時尚元素，是一件很有
意思、很有商業價值的事。好故事、
好IP的另一個特點是新概念性，或

者說高概念性。這幾年高概念的電影愈來愈多、愈來
愈火，比如諾蘭的《盜夢空間》、徐崢的《催眠大
師》，觀眾需要在一個新穎的概念中獲得新鮮的體
驗。短篇故事IP轉化的第三個特性是新結合，包括時

尚元素、熱點話題、多渠道和多藝術形態的調用、多
部作品的結合等。他說，「我時常會有一個想法，就
是故事插件。什麼叫插件？就是把一個故事作為另外
一個故事的插件，組合轉化成優質IP，結合更廣泛的
元素進來。」
愛奇藝影業項目投資部總經理竇黎黎作了名為「當
原創IP遇上網絡大電影」的演講，闡釋了「網絡大電
影」的定義與標準。她說，網絡大電影是指主要選擇
在互聯網發行的電影，其具體標準包括符合國家相關
政策法規、片長超過60分鐘、製作水準精良、達到電
影故事體量及付費點播分賬模式。她還分析了原創IP
未來的發展道路，認為要在劇作題材創新，製作精
良、快、運作和品牌延續四個方面下足功夫。

中外影人熱議
IP熱潮下的電影創作之路

■■愛奇藝影業項目投資部總經理竇黎黎作演愛奇藝影業項目投資部總經理竇黎黎作演
講講。。 張仕珍張仕珍攝攝

■■「「IPIP熱潮下的電影創作之路熱潮下的電影創作之路」」論壇現場論壇現場。。張仕珍張仕珍攝攝

■■日常生活中的遲立明日常生活中的遲立明。。

■■ 遲 立 明 在遲 立 明 在
APECAPEC 會議期會議期
間演唱民歌間演唱民歌。。

■■遲立明演出歌遲立明演出歌

劇劇《《羅密歐與朱羅密歐與朱

麗葉麗葉》》劇照劇照。。

■■遲立明在音樂會中演唱遲立明在音樂會中演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