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文颖）11
月 21 日，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
制，沈腾领衔主演，蒋奇明主演的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首发概念海
报。该片讲述了徐福（沈腾 饰）为
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当中餐馆主
厨，与前台经理马俊生（蒋奇明
饰）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
蒸日上，却面临战争爆发、命运急
转的故事。现代快报记者了解
到，影片目前已杀青，正在进行后
期制作。

全新发布的概念海报主体是
一只头顶厨师帽、身着红色唐装
的龙玩偶，它怀抱炒勺，俨然一副
中餐大厨的样子，呼应故事主人
公徐福“龙的传人”身份和“龙餐
馆”的概念。玩偶口衔子弹，也显
示龙餐馆的宁静将被打破。海报
上方的阿拉伯文餐馆名和英文片
名，则点明故事发生在距离中国
数千里之外的中东。这家龙餐馆
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厨师和子弹
的“碰撞”又暗示了什么？概念海
报上透露的信息令人对故事更添
好奇。

《欢迎来龙餐馆》是文牧野导
演继《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
孩》后的又一部长片，影片在延续
了其作品一如既往的现实底色的

同时，将视野拓展到了海外。国
民笑星沈腾领衔主演，突破演绎
中餐大厨徐福，人气实力派演员
蒋奇明也将化身龙餐馆一员，两
人搭档同台飙戏，预计会给影迷
们带来惊喜。此外，《欢迎来龙餐
馆》还重聚了《我不是药神》《奇
迹·笨小孩》的金牌幕后班底，包
括美术指导兼造型指导李淼、摄
影指导王博学等，为影片品质再
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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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剧场《春之祭》明年1月试演

导演李超表示，舞蹈剧场《春
之祭》聚焦 20世纪初，以徐悲鸿、
林风眠为代表的东方艺术家们到
西方学习现代艺术，又归来建立中
国现代艺术体系的身影。“我想追
随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和艺术创作
历程，去再诉和思考艺术和社会的
关系、艺术和艺术家的关系。”

“所谓‘现代性’，是转瞬即逝
的、即兴偶成的。”谈到舞蹈剧场，
李超引用了波德莱尔的观点。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在《春之祭》
中，主创们将这些原本作为背景的
元素提升至核心，让观众直观感受
舞蹈的纯粹与魅力，这是一次回归
舞蹈本质的旅程。

编剧崔磊在谈到创作灵感时
表示，当他和导演首次接触这个题
材，深入探索那些美学家的作品和
人生之路后发现，在“现代”这个词
汇的笼罩下，人们既生活其中，又

时常感到失落。他们不断追求现
代，却又不知它从何而来，将带向
何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们
决定回到100年前，去探寻那些青
年们如何面对巨变，思考未来的方
向。

创作中，他思索了不同版本的
《春之祭》在关心人与自然、人与时
代等关系上的共同之处，试图通过
作品表达对个人或群体的关照。

舞美设计胡艳君表示，此前几
位主创人员成功打造了《红楼梦》
这一古典题材作品，赢得了市场的
广泛好评。然而，他们并未止步于
此，以《春之祭》为契机，探索现代
艺术的无限可能。最终，选用了极
富冲击力和挑战的三角形作为舞
台的核心元素，三角形不仅象征着
尖锐与突破，也成为不同时空、不
同人物之间对话的桥梁。这个区
域还融入现代主义几何运动的理

念，通过动态变化展现出舞蹈的韵
律与美感。

服装设计师李昆则以其匠心
独运的设计，凭借着对剧中角色性
格特点和时代背景的深刻理解，精
心打造了一系列既符合角色形象又
能展现时代风貌的服装。在设计理
念上，李昆借鉴了中国古代文化中
的精髓图案和纹样，通过艺术化处
理，使其在现代舞台上焕发新生。

发布会现场，主演们也通过发
言，分享了创排历程中的收获和成
长。姜爱东表示，参与《春之祭》的
排练让他深刻体会到了舞蹈艺术
的魅力与挑战，同时也让他更加坚
定了对舞蹈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2025年 1月 10日至 12日，舞
蹈剧场《春之祭》将在江苏大剧院歌
剧厅试演，观众将近距离感受这部
舞蹈剧场的独特魅力。据悉，演出
将于2024年11月22日正式开票。

沈腾、蒋奇明新片搞餐饮？
《欢迎来龙餐馆》首发概念海报

薛亮中国画作品展即将开幕

“平时我们见到一位‘茅奖’得
主，都已经不容易了，这次，大家一
下子见到这么多茅奖得主，并且是
这么宝贵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张光芒在致辞中表示，四位
当代著名作家将以南京大学创意
写作导师的身份加盟南京大学文
化建设、文学发展与人才培养的事
业，给南大文学院、江苏文学院、中
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的同学们带来
难得的教益和丰富的启迪。而且，
他们的加盟也将给南京作为“世界
文学之都”的创意城市网络建设增
光添彩，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为中
国作家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贡献
更大的力量。

“我希望，今天同学们开完会
以后把自己的手机拿起来发四条
微信，第一条微信是孙甘露是南大
的人，第二条微信是李洱是南大的
人，第三条是东西是南大的人，第
四条是乔叶是南大的人。”中国作
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

席、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毕飞宇在
致辞时幽默地说。他表示，很多人
都在质疑写作的可教和不可教，而
在他看来，这种争论其实一点意义
都没有。“文学写作怎么可能不可
教？我写作已经几十年了，我最大
的遗憾在哪儿？我在读书的时候
没有能得到一个很好的、系统的、
深入的写作教育。许多行业、学科
都可以通过课堂教育把学生培养
好，文学也不例外。”

现场，在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董晓教授的主持下，南京大学党委
宣传部部长孙乐强为四位作家颁
发聘书。加盟南大有何感受？对
南大有什么样的印象？孙甘露说，
自己曾来过南大，校园很漂亮，历
史更不用说，对南大的印象很好。

“现在的年轻人非常活跃，眼界也
非常开阔，再加上有南大这么好的
教育背景，我觉得也可以从年轻人
身上获得很多新的滋养。”

李洱来过南京大学多次，他说
往来就跟回家一样，而这次是真正

有家了，把南京大学当成自己家
了。他对南大的新文学研究中心
印象非常深，有自己的传统、人才
辈出，“有机会来南大，有机会加入
毕飞宇老师这个团队非常高兴。”

说起与南京大学的渊源，东西
提到自己28年前写作的长篇小说
《耳光响亮》，里面有位体育教师，
抛弃女主人公的原因就是考上了
南京大学，他幽默地提到这也许是
冥冥中的关系。“希望把南大中国
新文学研究中心的经验，把创意写
作的经验带回到我供职的广西民
族大学去。”

乔叶表示，创意写作在写作行
业来说很新，充满了崭新的生命
力。作为北方人，她来到南方，就
好像是自己的这条河流汇到南方
的河流中来，“其实对我来说也是
学习，希望能以我个人的努力带来
一点新的东西。”

现场，毕飞宇、孙甘露、李洱、
东西、乔叶等五位茅奖得主畅谈

“新时代与我的写作”。

11月21日，一场文学盛宴
在南京大学开席。孙甘露、李
洱、东西、乔叶四位茅盾文学奖
得主加盟南大，受聘为江苏文
学院、南大中国新文学研究中
心创意写作行业导师。聘任仪
式暨文学对话“新时代与我的
写作”当天在南京大学文学院
举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于露 王凡/文 顾闻/摄

11月20日，江苏大剧院原
创舞蹈剧场《春之祭》发布会举
行。该作品是江苏大剧院匠心
打造的第 14部自制剧目。发
布会现场，导演李超、编剧崔
磊、舞美设计胡艳君、服装设计
李昆，主演魏伸洲、姜爱东、秦
熙、王金格、李文鑫、宋玉龙、王
钰、王昱薇与江苏大剧院舞剧
团，和观众分享了该剧的亮点
和创排过程中的收获。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鸣
11 月 26日至 12月 7日，“山

河万象——薛亮中国画作品展”
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本次展览
由中国美术馆、中共江苏省委宣
传部、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
是江苏文艺名家晋京展系列的最
新呈现。

近年来，江苏以创作生产优
秀作品为中心，突出文艺名家的
带头示范作用，专门为“紫金文化
奖章”获得者等文艺名家举办晋
京展览展演等活动，大力宣传江
苏各艺术领域的名家名作，扩大
学术影响，构筑文艺高地，推动文
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薛亮的绘画成就得到学界和
大众的广泛认可，2013年荣获江
苏省委、省政府颁发的首届“紫金
文化奖章”。本次展览集中展示
了他的百幅精品力作，引领观众
走进静穆、幽邃、清逸、纯净的山
水艺术世界。

薛亮山水画以其独特的心象
山水风格著称，他通过对传统语
言的整合与重构，开创了一种全

新的视觉图式。他的作品既保留
了传统山水画的精髓，又融入了
现代审美理念，展现出浓郁的时
代感和现代感。在薛亮的笔下，
北派的斧劈皴、钉头皴与南派的
披麻皴、解索皴，工笔青绿与水墨
写意，传统神韵与现代意味，都被
巧妙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独
特的艺术风貌。

薛亮的艺术探索始于20世纪
80 年代后期，成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他深入研习宋、元、
明、清代表性山水画家的作品，对
传统造型符号有了深层次的理
解。同时，对中外艺术理论的潜
心研读，使他确立了山水画由传
统向现代转型的坚定信念。

在薛亮的画中，几何形结构成
为一大特色。他用几何形的构成、
或方或圆的大块山石，创造出一种
整体肃穆的内聚力。树木、云水、
溪涧等元素被变形、强化乃至符号
化，形成了一种恍兮惚兮的梦幻
美。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强烈的视
觉冲击力，还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意
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鸣

《欢迎来龙餐馆》海报
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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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岭出云》

左起：孙甘露、李洱、东西、乔叶加盟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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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茅奖作家受聘南大当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