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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麦乐村》讲述
中国援外医疗六十载

A靳东：中国援外医生的故事值得被讲述

被称为元曲不朽典范的《西
厢记》，讲述了崔莺莺与张生冲
破封建礼教，追求以“情”为基础
的婚恋自由的典型中国式爱情
故事。“愿普天下有情人终成眷
属”的爱情理想，则是古今中外
文学艺术的永恒话题。

元代以来，《西厢记》的故事
渐渐走出书本和舞台，走进普罗
大众的日常生活中。以西厢故
事为纹饰的生活用品及艺术创
作极为丰富，西厢瓷正是其中的
代表。

“外国人希望把中国文化的
元素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
去，选择了西厢记的故事，这是
比较有意思的。”董上德说。他
认为，对西方人而言，《西厢记》
的故事是一种异质文化。从文
化交流史的角度来讲，每一个民
族对异质文化都是抱着一种从
好奇到欣赏，再到接受的心态。

“外国消费者购买西厢瓷，
从文化心态来讲，他们起码也是
好奇的，可以满足他们的某种审
美需求，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文化
交流的内在场景。”董上德教授
认为，西厢瓷作为外销瓷的一个
品类，它其实承担着一种文化交
流的功能。

“清雍正 粉彩开光《西厢
记》人物故事图潘趣大碗”呈
现的八个故事，其实也是西厢
故事的八个定格场面处理，是
《西厢记》作品不同情节的经典
化表达。

“外国人不一定能读懂《西
厢记》的文本，但他们能通过瓷
器上的图画了解中国经典的爱
情故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戏
剧场景的物质化、经典化。”董上
德教授表示。

（鸣谢：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
中山大学中文系）

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梁善茵
实习生 肖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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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通俗文学盛行，
王实甫杂剧《西厢记》成为社会
各阶层喜爱的畅销书。当时，
窑厂画工们也开始尝试在瓷器
上临摹戏曲本插图、小说书籍
中的人物故事图案。这类瓷器
受到了市民阶层的欢迎。

“清雍正 粉彩开光《西厢
记》人物故事图潘趣大碗”就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它的外壁绘有《西厢记》人
物故事图八幅，依次是：墙角联
吟、惠明寄简、白马解围、红娘
请宴、莺莺听琴、锦字传情、乘
夜逾墙、郑恒求配。

“这件瓷器构图极为精美，体
现出非常强的实用价值与审美价
值相统一的特点。”初次见到潘趣
大碗时，董上德教授不由得发出
赞叹。作为一名长期研究中国古
代文学和戏曲的学者，董上德教
授对《西厢记》已经再熟悉不过，
西厢瓷的实物却见得相对较少。

“你可以想象一下，外国人
拿到这么一只图像精美、内容
丰富的大碗，肯定会把碗转着
看，代入八个戏剧场景，去体验
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到底发生
了什么故事。”

董上德教授认为，中国人
的情感世界对于外国人而言有
一种陌生感，同时也有一种惊
喜感，二者混合在一起构成了
他们审美上的满足。因此，这
只“潘趣大碗”既具有器皿的实
用价值，又满足精神上的审美
价值。

在这件潘趣酒碗上，八个
剧情故事前后衔接，起承转合
巧妙，像连环画般将《西厢记》
的主要故事情节呈现在了碗
上。在董上德教授看来，八个
故事场景缺一不可，而最具戏
剧张力的“乘夜逾墙”以及最具
东方情韵的“莺莺听琴”让人印
象最为深刻。

粤藏于海 5

兼具实用和审美双重价值

试想一下，在一场 18世纪的欧洲贵
族宴会上，一群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围绕
着一件来自中国的瓷器大碗欢呼雀跃。
这件瓷器盛放着宴会美酒，宾客们面带
微醺，争相品评。定睛一看，大碗周围刻
画的竟是中国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的
人物故事图……

大约三百年后，这件瓷器大碗被取
名为“清雍正 粉彩开光《西厢记》人物故
事图潘趣大碗”，作为一件精致的文物又
呈现在我们眼前，出现在广东省博物馆
正在热展的《天下有情人——<西厢记>
文化展》上。

从西厢故事衍生出的瓷器品类被
称为“西厢瓷”。它们可归类为一种古
代“文创”，为西方消费者所痴迷，是他
们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这只碗
便是在那时作为外贸商品，从中国出口
到了欧洲。

日前，著名戏曲研究专家、中山大学
中文系教授董上德接受羊城晚报专访，
从《西厢记》到西厢瓷，解读了中国古典
文学与中国瓷器彼此交融的魅力所在。

“清雍正 粉彩开光《西厢
记》人物故事图潘趣大碗”为
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展柜里柔
光映照下，可见这件瓷器呈八
角形，每个面各绘有一幅《西
厢记》人物故事图，色彩绚丽、
构图精美……转动碗身，似乎
《西厢记》的故事便在碗上徐
徐展开。

“粉彩开光”是指瓷器的绘
制技法，“潘趣大碗”则是瓷器
的一种形制，它的体积通常要
比一般的生活用碗大得多。据
介绍，潘趣酒碗的名字由其英
文“Punch Bowl”音译而来，
也可以翻译成“宾治”酒碗，它
因专门用来调制、盛放潘趣酒
而得名。

大约在17世纪初，潘趣酒
从印度传播至英国乃至欧美各
国。它是一种由酒、热水、牛
奶或者茶、糖、柠檬、香料等混
合调制而成的酒水饮料，类似
今天的鸡尾酒。因为口感酸甜
且度数较低，潘趣酒渐渐成为
西方人节日、庆典或者聚会常
见的传统饮料。彼时，来自中
国的瓷碗口大且深，非常适合
用来调盛潘趣酒。慢慢地，这
种中国大碗就成了派对宴会上
潘趣酒的固定搭配，也被称为

“潘趣碗”。
同时代的绘画作品中也可

以找到潘趣碗的影子。如英国
著名画家威廉·贺加斯于1732
年创作的作品《摩登午夜谈

话》，画面正中间就是
一个潘趣酒碗，围绕潘
趣酒碗，一群英国绅士
正在狂欢豪饮，醉酒者
东倒西歪。中国瓷器深入西方
社会生活的情形由此可见一
斑。

潘趣碗与潘趣酒是固定搭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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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创”海外讲故事

西厢瓷潘趣碗 中式情东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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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 彩 开 光《西
厢 记》人 物 故 事 图
潘趣大碗（上）及局
部（下）

威廉·贺加斯[英] 《摩登午夜谈话》画面正中间就是一个潘趣酒碗 (资料图片)

董上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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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瓷是经典故事的物质化

由靳东、祖峰、张雨绮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欢迎来到
麦乐村》正在江苏卫视晚间黄金档热播。该剧以援外医
生视角，呈现了中国援外医疗60年来的点滴历程，展现
了医者无国界的专业情怀。

羊城晚报记者 龚卫锋

B祖峰：优秀的演员在一起拍戏，很过瘾

靳东曾在《外科风云》中饰演
外科医生庄恕，在《在一起》之“方
舱”单元饰演胡庆生院长。此次
在《欢迎来到麦乐村》中，他饰演
心胸外科“第一把刀”马嘉，在援
桑纳医疗的过程中收获了改变和
成长。靳东坦言，马嘉同他过往
饰演的医生角色极其不同：“他是
一名援外医生，是我此前生活中
闻所未闻的一类人，他们的故事
值得被讲述。”

目的：将援外医疗故
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为了塑造马嘉一角，靳东随
主创团队在非洲进行了深入的走
访调研，还得到了坦桑尼亚总统
的接见。靳东回忆了当时的场
景：“他们一直在反复强调，中非
友谊源远流长，从20纪60年代坦
赞铁路的修建，到60年来不间断
的援外医疗，中国一直在无私帮
助他们。”

随着拍摄持续，靳东对援外
医生更加肃然起敬。他介绍，中
国医疗队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改
变了坦桑尼亚的医疗资源紧缺局
面，“援外医疗队常常利用周末时
间去偏远村庄义诊，挽救了很多
条生命。可以说，当地60岁以内
90%的人，都接受过中国医生的
治疗。”靳东表示，正因为此，自己
这次拍摄始终怀揣着使命感：“作
为文艺工作者，我们有义务和责
任，把过去60年来3万名医生的
故事，更好地传播出去。”

拍摄：斯瓦希里语的
发音和拼音很像

同剧中的马嘉一样，初到坦
桑尼亚，靳东首先要过“语言
关”。有意思的是，斯瓦希里语
的拼读发音同汉语拼音如出一
辙，因此，即便不知道词、句的
意思，演员也能很快拼读。虽
然已离开坦桑尼亚许久，但靳
东还会非常流利地“秀”一些斯
瓦希里语。

“能读和能听懂，是两码事。”
靳东坦言，语言不通给电视剧拍
摄着实带来了不小的阻碍，演员
记台词只能靠死记硬背，有时候
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往往最大
的乐趣也在于此，拍完之后你会
发现，原来你已经学会斯瓦希里
语了。”

拍戏之余，靳东常常以普通
游客身份深入坦桑尼亚各个角
落，看乞力马扎罗山，看动物大迁
徙，在草原上驾车驰骋……靳东
感叹：“当你站在那里，你才会真
的被震撼到，那是大自然的无穷
力量。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
去非洲走走看看，会收获不一样
的惊喜。”

搭档：和刘敏涛有一
种亲人重逢的感觉

对靳东来说，“麦乐村”里有
一位老熟人，那就是刘敏涛。从
1998年合作出演《母亲》算起，到
《欢迎来到麦乐村》，靳东、刘敏涛
已搭档合作了多部作品。靳东坦
言，每次和刘敏涛合作，都有种

“亲人重逢的感觉”。
靳东回忆，1998年合作完《母

亲》后，他和刘敏涛很长时间没联
系，直到2015年拍摄《伪装者》，
刘敏涛在剧中饰演“大姐”，两人
重启合作。靳东表示，从那之后
的每部戏，包括《精英律师》《底
线》等，刘敏涛都是抱着“帮忙”的
心态来到剧组的，“她可能觉得靳
东拍一部戏也不容易，我们真的
是姐弟之间的感情”。

对于《欢迎来到麦乐村》剧组
的邀约，刘敏涛也答应得很爽快，
拍摄过程中，也克服了许多困
难。靳东透露，剧组在海南、非洲
拍摄时正值酷暑时节，刘敏涛当
时被晒得全身皮肤过敏，起了很
多米粒大小的疹子，“但她从来没
有说，真的令人钦佩”。

戏路：最不愿意的就
是重复做自己

近年来，靳东在各类都市剧
中出演过“精英”，如：律师、医生、
咨询师、法官、公关等。谈及未来
最想尝试的角色类型，靳东说：

“我最不愿意的就是重复自己。
现如今，我每接一部戏，都一定会
想明白希望通过这个角色、这部
剧要呈现什么、传递什么。”

正因为此，靳东多年来始终
深耕现实主义题材剧集。他说：

“现代剧更贴近我们的生活，无论
是工作、生活还是情感，能触类旁
通。所以，我一直试图在剧中表
达我对情感的理解和认知，竭尽
所能地勾勒一些社会现象，希望
能激发观众共鸣。”

《《欢迎来到欢迎来到
麦乐村麦乐村》》讲述中讲述中
国 援 外 医 生 的国 援 外 医 生 的
故事故事

本剧剧照

靳东在剧中饰演心胸外科医生 祖峰和靳东有不少对手戏

自带文人气质的祖峰曾塑造
过很多经典知识分子形象，如：
《金婚风雨情》中的季诚、《建党伟
业》中的邓中夏、《无问西东》中的
梅贻琦等。而在《欢迎来到麦乐
村》中，祖峰则饰演淡定自若、不
争不抢的医疗队队长江大乔。

角色：他简单纯粹、
心无杂念

剧中，祖峰饰演的援桑纳医
疗队队长江大乔，是一名常年援
外、支边的优秀心胸外科医生。
在祖峰看来，江大乔有两面性：对
待工作一丝不苟，理智得像一台
高速运转的“机器”，有时会不近
人情。但脱下白大褂，回归日常
生活，他又对女儿极其温柔，眼神
中满含爱意。祖峰说：“每个人或
多或少会有两面性，江大乔的性
格是他的职业决定的，但这个角
色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简单纯
粹、心无杂念。”

这种性格让江大乔“树敌”不
少，靳东饰演的马嘉就是其中之
一。剧中，江大乔和马嘉师出同
门，但性格迥异，又因为职称晋升
等原因产生了不小的矛盾。祖峰
认为，在江大乔面前，马嘉像个长
不大的孩子：“年长几岁的江大
乔，希望能给马嘉一些指引，让他
能收敛锋芒，更好地融入团队。
但前期，马嘉并不接受指引，所以
才会有很多啼笑皆非的事发生。”

拍摄：带着辣酱、挂
面去出差

此次拍摄《欢迎来到麦乐村》
是祖峰首次踏上非洲大陆。开拍
前，祖峰跟随剧组去北京天坛医
院走访调研，与前援外医疗队队
员进行座谈，了解他们在非洲的
工作、生活，作足应对各方面困难
的准备。祖峰说：“当了解到不少

医生都曾感染疟疾时，大家心里
还是挺紧张的。”

真正落地坦桑尼亚后，剧组
一行人才发觉过往对非洲的认知
有些片面。尤其，坦桑尼亚的旅
游业较发达，基础设施、卫生条件
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相对完备，
这也让他们在生活起居上适应不
少。更让祖峰惊喜的是，坦桑尼
亚还有不少中国超市、中餐馆，

“我当时还带了辣酱、挂面以防万
一，到了那里才发现偶尔改善伙
食还是挺方便的。”

合作：现场即兴创作
“吵架”戏

《欢迎来到麦乐村》的一大看
点，当属祖峰、靳东的对手戏。剧
集开播没多久，两人的一段天台

“对峙”戏火了，被网友笑称是“医
院版《无间道》”。

剧中，江大乔支边归来，“抢”
走了原本属于马嘉的正高职称和
科主任职位，导致马嘉对江大乔
心怀不满。二人在天台针尖对麦
芒：“凡事都得讲个公平吧？”“以
你为中心就是公平吗？”“我告诉
你，我这些年做的手术不比你少，
我救的人只会比你多！”……祖峰
和靳东你来我往，再加上旋转运
动镜头的调度，让观众直观捕捉
到现场的紧张气氛。

据祖峰透露，这场戏是他和
靳东的现场即兴创作：“我们当时
觉得剧本中这段戏稍显平淡，就
在片场同导演商量，把自己代入
角色，把他们真正想说的话说出
来，用一个小时把戏对出来了，拍
摄时很顺畅，一条就过！”祖峰表
示，在《欢迎来到麦乐村》的拍摄
中，类似这样现场创作的戏份还
有很多，优秀的演员在一起总能
碰撞出与众不同的火花，“真的很
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