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集的电视剧《突围》日前播完了。这部讲述国企反

腐的硬题材电视剧，成功塑造了齐本安、林满江、石红杏
三个国企高管形象，在当下反映现实生活的影视剧中并

不多见。其中有两场戏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第一场是第 33集中，林满江作为集团董事长到京州

中福宣布新任董事长、党委书记，会议结束后，林满江让
被撤职的齐本安留下。面对“权力游戏”的高手林满江，齐

本安这个牺牲品该如何应对？饰演林满江的黄志忠和饰

演齐本安的靳东来了一场精彩的对手戏。
“说吧，你还能干嘛？”林满江问。“我觉得我能当中福

集团的董事长。”齐本安答。“你是比较猖狂，你是麻木不仁，
顽抗到底，不知天高地厚啊！”两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表

情和口气也渐渐从冷嘲热讽变得充满火药味。终于，书生
气的齐本安也爆发了：“你能不能别一口一个组织，一口一

个上级，我直起鸡皮疙瘩！党和组织怎么就成了你林家铺
子的代名词了？”齐本安把文件夹往桌上重重一拍，抬起头

来对林满江怒目而视。这大出林满江所料，他也气得一拍
桌子，从椅子上跳起来，但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正色道：“不

能让你阻碍中福集团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最后，当齐本
安将小金库的材料放到了林满江面前，拉响了炸雷，林满

江终于彻底失控，他声嘶力竭地打电话紧急召开党风廉政
会议，对齐本安怒吼：“你没有（参会）资格了！”

整整 20分钟，这场对手戏就发生在会场，局限在主
席台上下的狭小空间，两人肢体动作仅限于走下台、走上

台，坐下、喝茶，立起、怒骂……但是，戏剧冲突却极为饱
满，充满爆发力。气氛时而紧张、时而缓和———紧张时甚

至唾沫星子都喷出来了；缓和时面露微笑，称对方“同志
加兄弟”……这是势单力薄的正义者和手握大权的阴谋

家的较量，这是“人民的财产”的守护者和偷盗者的较量，
这是阳光和阴霾的较量。所有这一切，都被丝丝入扣地展

现在镜头前。

在这场戏，被很多网友怒赞“整部电视剧的精彩之
笔”。“飞天、白玉兰最佳男演员”黄志忠的气场自不用

说，靳东的演技也让人刮目相看。两人都是功底扎实的

学院派，演出了性格，演出了脾气，演出了幽默感，演出

了精气神。
石红杏（闫妮饰）和林满江最后见面的一场戏，则是另

一种味道。做了这么多年的“背锅侠”，石红杏终于忍无可
忍了。她找到林满江，决定和他摊牌。当她将以前的事情一

件一件地说出来时，林满江全部否认，依然把所有的罪责
都推到了她身上。他的冷酷和狡猾，让一直视他为偶像的

石红杏终于看清了真面目。从怀着一线希望到发自内心的

愤怒，再到万念俱灰的绝望，闫妮把人物的心理变化表现
得细腻动人。她用眼神、表情、声音表现出情绪的一次次起

伏变化，直到最后的情感高潮。在这场戏里，闫妮展现了高
超的演技，连几次哭泣都不相同，有饱含眼泪，有泪流满

面，有痛哭不已……两人的对话中充满潜台词，最后的拥
抱让这一切变得意味深长。而这次见面也成为压垮石红杏

的最后一棵稻草，让她看清了自己的一生，也使随后的自
杀变得更为合理。

现在的电视剧，很少能见到这么过瘾的正面深度交
锋戏了。如果说前一场戏是男人之间的对决，如同疾风

骤雨，让人感到痛快淋漓，那么第二场男女主人公的对
手戏，则如绵绵秋雨，但寒凉彻骨。两场戏，你来我往，层

层递进，峰回路转，让观众有回到话剧舞台的感觉。
这两场戏的成功，编、导、演缺一不可。首先是导演敢

于把半集甚至大半集的容量都用在一场对峙或交锋上，
足见其独到的眼光。其次要感谢编剧，此类对手戏全靠台

词支撑，这两场戏的大量台词不仅符合人物的身份，更写
活了性格，写尽了情感，令人称道。当然，好演员同样关

键，换成有些所谓的流量明星，编剧都不敢写两行以上的
台词。

《突围》并非是一部无可挑剔的作品。全剧结尾匆忙，
有虎头蛇尾之嫌，有些情节枝蔓似乎多余，比如记者秦小

冲的冤案。还有一点，电视剧对于林满江的弄权、贪腐进
行了深刻的揭示，但是对他腐败根源却挖掘不够。他全剧

“反腐倡廉、党纪国法”等口号式语言过多，旁白也有点画

蛇添足。尽管如此，《突围》依然是一出值得一看的好剧。

  日前，西安话剧院《路遥》在上海演

出。舞台上，艺术家们细腻深情地展现
了人民作家路遥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许

身文学的殉道者形象，全剧结尾，他在
文字高坡上躬身前行的文学纤夫的剪

影，深深感染了全场观众。不久前，陕西
省人艺在上海演出根据路遥同名小说

改编创作的同名话剧《平凡的世界》，作

为改革开放一代人年代精神史诗，再现
了孙少平、孙少安两兄弟在时代的大潮中百折不

回的人生道路，同样打动了沪上许多年轻观众。许
多观众都是第一次感受路遥和他作品的舞台魅

力。殊不知，将近四十年前，上海的话剧艺术家已
经把路遥发表在上海《收获》杂志上的成名作《人

生》改编成话剧。这也是路遥作品第一次以戏剧的
形态在剧场的闪亮登场。剧中主角知青高加林、巧

珍 80年代在一个偏僻小城的一场令人唏嘘的人

生悲欢离合的故事。一切就在眼前，让现场观看的
路遥多次流泪。话剧《人生》火爆，连演了四个月。

回顾历史，是为了未来。这些年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各地都在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大市，文

艺创作而努力开掘本土的文化资源。文化的地域
性得到了充分显现。这本来也是文艺繁荣文化发

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开掘丰富了我们的文艺
舞台。上海濒临东海，它也是一片海。就上海文艺

创作来说，还有大量地域性文艺创作资源有待作

家艺术家去深入发现和开掘。
文化的地域性，一般来说特别强调它的“在

地”属性，突出其与其他地方文化区别化的文化个

性，文化场域有封闭、有限、自足的特点。但上海文

化的地域性，不同于他地。上海文化的地域性既有
上海文化“在地”的根性，更具有极为开阔的广延

性、连接性。首先作为共和国长子，它的眼光和视

野，特别是国家赋予它的使命，使它始终有一种
服务全国的大局意识和历史担当。在“西迁精神”

中，上海交大师生在一片荒地上组建新交大，就
架设着我们可以开掘的创作素材。剧作家陈彦

“戏剧三部曲”最后一部《大树西迁》就记录了当
年上海知识分子响应党中央号召，一声令下义无

反顾奔赴大西北感人经历。五六十年代上海支援

外迁工厂 679家，与全国各地血脉相通。最近，广
西柳州就原创了散发着工业乡愁的音乐剧《致青

春》，表现上海工人无私支援，为当地奠定工业发
展基础的动人故事。文化也是，上海的出版机构

北上，充实丰富新中国的出版布局。最近的“进博
会”和“顶科”论坛，在我看来，就是对上海文化地

域性定义的极大丰富和开拓。其所带来的不仅是
全球的经济产品和科技成果，同时也是文化的交

流。上海文化历来有“海纳百川”的文化传统、胸
怀和视野。程十发先生说“海派无派”，从这个角

度而言，作为一座全球性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上海城市文化的地域

性是一个场域开阔的，具有“非地域性”特征的文化要素。在我看来，
文化的地域性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就是场域、视野相对封闭、

自足的。而广义的场域、视野是开放的、扩散的。所以，我们的文艺创
作，不但要努力讲好展现上海人精神风采的本地的上海故事，还要

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土的中国故事。同时，作为国际文化大
都市，也要学讲“天下大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共同价

值的世界故事。

上海之大，不是空间之大，而是城市文化胸怀之大。打开视野，八

面来风，我们的文艺作品会有更丰富而精彩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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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上芭蕾 从上海出发 ◆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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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杂技舞剧《化 ·蝶》

    杂技舞剧《化 ·蝶》日前在上汽 ·上海文化广场上演引

发了一段往事，“肩上芭蕾”这门绝技，正是该剧主演吴正
丹、魏葆华夫妇，近 20年前在上海城市舞蹈公司的鼓舞

下创意、演绎成功，首先亮相于 2004年上海大剧院且连
演 20场后，走向世界的。当年，这一融合被赞为“中国杂

技第一次与经典芭蕾交融、第一次与交响乐握手，第一次
以戏剧形式登堂入室”。而“肩上芭蕾”此番又成为《化 ·

蝶》的压轴。

“肩上芭蕾”源于当年的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创演的
节目《东方天鹅———杂技芭蕾对手顶》，获得过国际金奖。

因而，节目组期望在此基础上，拓展为一部杂技芭蕾舞
剧。当年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所属上海城市舞蹈公司

闻讯后，果断接盘，与战士杂技团紧密合作。在城市舞蹈
的牵头下，大剧院艺术中心等也随之出力……按时任战

士杂技团团长宁根福的话来说：“如果没有城市舞蹈以及

上海各个方面的协力，排演杂技芭蕾舞剧《天鹅湖》也许

只能还是一个梦。”
出于为国家打造优质文化产品的高度责任感，上海

全方位出人出资出力，汇聚了海内外优秀的舞蹈、舞美、
服装专家“强强联手”，形成优质资源组合，构建了一支实

力雄厚的专业制作团队。在上海这个大平台上组建的高
度职业化团队、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亮相引发的多频高

光亮相、在上海这个大码头上引来的海外巡演商机，让

“杂技对手顶”节目成长为杂技舞剧《天鹅湖》，进而在近
20年后，又孵化出以民族故事为主题的《化 ·蝶》。

时过境迁人不变。从节目到剧目，从西方芭蕾舞剧
《天鹅湖》到传统文化叙事《化 ·蝶》———导演、主演均是赵

明，以及吴正丹和魏葆华夫妇。吴正丹 6岁刚进沈阳市体
校时就认识了魏葆华，几年后意外得又在辽宁省技巧队

相遇，且在 11岁时与他成为搭档———在技巧双人项目
里，魏葆华是“底座”，托举吴正丹这个“尖子”。2002年 1

月，在“杂技界的奥斯卡”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上，他俩的
《东方的天鹅———杂技芭蕾对手顶》荣获金奖。如今，她已

成为广州市杂技艺术剧院总经理兼艺术总监。她从一名
体操运动员到杂技演员再到剧院管理者、制作人。导演赵

明始终是舞蹈界响当当的名导演。他们的合作固若金汤。
自上海杂技团的杂技剧《战上海》为杂技形成“剧”树

立了中国杂技界的信心———肢体技巧很高的节目，也能
成为融入叙事、凸显红色主题的舞台剧之后，能以本土原

创题材制作杂技剧就成为中国杂技界的新目标。从“天
鹅”到“蝴蝶”，美的意向从西方转向东方，但是造就美的

核心力量———依然是人的力量与智慧。该剧融合了戏剧、
舞蹈、杂技、魔术等形式，仅杂技就覆盖到 32个科目，可

谓是融合中国杂技之精华。蹬、顶、抖杠、软功令人目不暇
接。与此同时，扯铃中的绳幻化为“红绳”牵线梁祝等创

意，把杂技深深融入了剧情，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情感色彩
的道具，实属有机的创意。这就是让杂技成为杂技剧，让

杂技人成为表演艺术家的根本原因所在。当然，这最初始

于上海，这座拥有原创引擎力的国际文化大都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