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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2》热映，潍坊9岁女孩杨小桃参演

没有一句台词 她凭“眼技”演活人物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1
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一），由郭帆执导，吴
京、刘德华、李雪健等主演的科幻冒险电影
《流浪地球2》，正式登陆全国院线。该电影为
《流浪地球》前传，讲述了太阳危机即将来
袭，世界危在旦夕，人类文明的延续将面临巨
大挑战的故事。影片众星云集、制作精良，上
映后好评如潮，截至发稿票房已达26.86亿元。
然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咱潍坊9
岁小女孩杨小桃的精彩演绎。
　　影片中，杨小桃与吴京饰演的刘培强有一
段对手戏。当太阳危机来临前，很多人吃不起
饭，刘培强刚刚领到当天的物资，得益于十年
前的战功，他多分得了一袋水果。刘培强准备
把这袋水果带给病重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吃。
杨小桃饰演的小女孩，端着一个箱子，定定地
站在刘培强面前，饥饿的她希望对方能给自己
一点水果。没有一句台词，但她用眼神、动
作、表情等，把对水果的渴望以及得到后对对
方的感谢，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据悉，2022年1月份，杨小桃来到青岛东方
影都进组拍摄后，活泼的性格和一双会说话的
眼睛就给吴京和导演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前杨
小桃已经积累了不少拍摄经验，但在拍摄这部
影片时，她依然没有放松要求。
　　彩排时，这场戏份中原定有三位人物，分
别是爷爷、妈妈以及小女孩。其中，杨小桃饰
演的小女孩有这样一句台词：“叔叔，给我们

一点吃的吧。”她微弱地说着，以此来表达灾
难来临前人们的无助。而吴京和导演郭帆看到
杨小桃的表演后，认为她把这个人物形象演活
了，特别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让人看到后不
免心生怜悯。经过慎重考虑，他们认为杨小桃
仅用眼神交流，更适合这场戏份的情感表达。
他们推翻了此前的彩排戏份，让杨小桃独挑
大梁。
　　拍摄当天，从下午4时持续拍摄到了第二天
早上7时，仅化妆就长达四个多小时。时间长、
天气冷，很多大人都吃不消，活力满满的杨小
桃却在片场坚持了下来，并与大家打成了一
片。她的这份毅力与坚持让剧组人员刮目相
看，而她也总是打趣道：“我喜欢演员肖战，
他很能吃苦，我也要以他为榜样……”充满童
趣和天真的话语，逗笑了不少人。而杨小桃这
次的稳定发挥，也在银幕前引起了不少观众的
情感共鸣。
　　杨小桃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她从小就
表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目前已拍摄过多部
影视作品，包含电影《人鱼之海牢物怪》、电
视剧《冰雨火》《长歌行》《遇龙》《关于唐
医生的一切》等多部影视作品。虽然杨小桃年
纪尚小，但不怕苦累的敬业精神，让合作过的
导演和演员都对她赞赏有加，获得了合作剧组
的一致认可。未来，杨小桃也希望在认真完成
学业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演技，给大家带来更
多更好的作品。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付
东升）《威廉与我》是一部关于莎士比亚
生平传记的原创戏剧，由田晓威编剧导
演，世纪华鹏制作。近日，记者了解到，
这部话剧将于2月17日和18日在潍坊大剧
院连演两场。
　　《威廉与我》的故事由在剧场的工作
者们代入，讲述了小威廉5岁时误登斯特
拉福市政厅舞台，与戏剧结缘；青年时独
自在伦敦闯荡，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
传奇；再到老年失意，回归斯特拉福老家
直到去世。这既是威廉的故事，也是每个
戏剧从业者的故事；既是那个年代久远的
故事，也是今天正在发生着的故事。
　　剧中的“威廉”，就是莎士比亚，但
主创们更愿意称呼他为“威廉”或者更亲
昵的“威尔”。在《威廉与我》中，没有
高高在上的戏剧大师，只有鲜活的普通人
物——— 威廉。这部以人物传记为基本题材
的作品，没有一丝一毫“伟人悼词”“楷
模事迹”或“名人野史”的流俗气味。
《威廉与我》以平视的姿态、亲切的语态
以及一点调侃的心态，塑造出一个作为
“人”的莎士比亚。
　　《威廉与我》共有30多个角色，除了
一个女性角色为虚构人物外，其余角色均
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而这些角色全
部由4位演员完成表演。
　　全剧灵活地运用时空关系，随时切换
叙述与具体角色间的身份，完成整体的叙
事和呈现；在叙事形式、演剧样式上，打
破常规刻板的叙事呈现模式，灵活、精
巧、缜密地讲述一段贴近我们每个人的质
朴传奇。

话剧《威廉与我》

让你看懂莎士比亚
电影《满江红》官微频出常识性错误

爆款大片“文盲式宣发”引争议

　　电影春节
档收官，近6 8
亿元的总票房
成绩为整个文
化产业提振信
心。然而，票
房成绩登顶的
电 影 《 满 江
红》，却因宣
发推广中接二
连三的常识性
错误而陷入争
议。其中最让
人瞠目的是，
这部电影宣发
稿在化用其中
词句时，竟出现
“ 不 忘 靖‘ 康
耻 ’，忠 义‘ 犹
未’尽”的断句
错误，被网友讽
为“文 盲 式 宣
发”。

断错句、无逻辑，《满江红》宣发时错误频出

  闹出“靖康耻”断句乌龙的，是1月26
日电影《满江红》官方微博所发。其内容为
庆贺电影票房破21亿元。稍有历史常识的人
都知道，“靖康耻”中“靖康”是年号。靖
康二年，金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直接导
致北宋灭亡。有网友吐槽，“就算历史没学
好，《射雕英雄传》里郭靖、杨康名字的由
来总该听说过吧(书中二人名字是为铭记靖
康之耻)。”已经闹出如此荒唐的笑话，该
官博并未有所收敛，在第二天庆贺影片票房
破25亿元之时，给出了更为令人错愕的文
案——— “踏 破‘山 河’， 恭‘贺’新
春”——— 这不只是断句错误，更是连词作意
思都弄颠倒了！

　　回看官博所发文案，或许能找到其荒唐
由来。其追求在庆贺票房成绩每创新高之
时，文案都会化用《满江红》词作中的字句
作为宣传词。只是，化用之时一味“生搬硬
套”，或词不达意，或错误百出。除了被网
友痛批的“不忘靖‘康耻’”“踏破‘山
河’”，更有“绝‘尘’‘与’世，‘土’
故纳新”“‘八千’星河，穷‘里’尽妙”
等一批看似精致华美，却莫名其妙的文案，
全然不顾文史与逻辑常识。
  与此同时，当网友纠错之声汹涌而至，
片方与宣发却只顾着与“偷票房”“幽灵
场”对抗，未见及时致歉，难免让一些网友
批评“傲慢”。

宣发团队陷入“一切向流量看”的病态怪圈

　　近两年，宣发闹笑话的不只这一家。此
前，一些影片为争取下沉市场票仓，不惜把
文艺片的片花剪成“疼痛文学”投放短视频
平台，还没等电影评价正式出炉，已然给网
友留下“雷片”“烂片”的印象。
  究其现象根本，与其说是团队文化修养
缺失，不如说是背负流量业绩压力，陷入
“一切向流量看”的病态怪圈。于是，文案
非弹眼落睛不用，热搜话题一个接一个设
置，那些“物料”看似颇具视觉冲击、热血
热闹非常，可一再让文艺创作在大众舆论场
的议题失焦跑偏，激起的讨论也就与作品气
质主题“南辕北辙”。

　　诚然，在影视工业高度细分的当下，宣
发通常由第三方团队运作，所以一些荒唐行
径本身当与作品分而论之。可归根结底，宣
发也是电影的重要一环，其造成的负面影响
或将“败光”电影作品所积累的“大众
缘”，甚至有可能影响到资方主创最在意的
票房成绩。因此，面对批评质疑不该置之不
理。要知道，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是大众凭
一张张电影票共同创造的。每一位走进电影
院的观众，都乐见中国电影百花齐放、票房
节节攀升，不该让任何一环的无知傲慢，伤
害了他们的热情与产业的健康发展。
             本报综合报道

吴京和杨小桃在拍戏间隙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