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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偶像明星，一部电影能走多远？

五一档捉对厮杀，谁卖得最

好？市场给出了答案，由黄景瑜、王

一博领衔主演的《维和防暴队》

以4.05亿元的票房获得档期票房冠

军之外，还以58.5万排片获得中国

影史五一档国产片场次冠军。足见

两位明星的忠实粉丝和院线经理对

这部电影的喜爱。

但其实，这部电影上映第三日

就交出了日票房冠军的交椅，五一

档之后三天，《维和防暴队》的日均

票房已不足千万元，后继乏力。这

部看起来拥有大明星、大制作的大

电影，为何走不远？

首先，是剧情寡淡，套路太深。

因公牺牲的父亲、追随父亲脚步的

儿子，还有一开始跟谁都不对付，但

在经历了生死时刻后逐渐成长，最

后选择牺牲自我，成就英雄主义的

愣头青……不夸张地说，整部电影

满是这样俗气的套路。如果一些时

候我们吐槽一部作品乏善可陈，我

们说它“看到了开头，就猜到了结

尾”，那么对于《维和防暴队》就是

“没有看到开头，就猜到了全部”，已

经太久没有在电影院看过这样一部

令人感到乏味、无聊、沉闷且冗长的

动作电影了，哪怕它相比一般特效

大片只有101分钟的片长，哪怕这

101分钟里有近13分钟是缓慢的片

尾字幕滚动时间，但坐在放映厅的

每一分钟还是忍不住掏出手机，至

少可以选一下，等下午饭在商场吃

点什么。

其次，是制作不精，大场面不

多。当然，当我们买票看《红海行

动》和《战狼》的时候，也没有期待林

超贤和吴京给出太多故事上的惊

喜，毕竟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

述中国维和警察受国家派遣远赴异

国他乡为和平而战斗的电影，很难

在剧情层面苛求太多。但相较于同

题材电影的大爆炸、大拯救、大场

面，《维和防暴队》基本一个没有。

火箭炮在后面追逐装甲车，只有一

枚打中，这大约已经是电影最厉害

的“大场面”了，拳拳到肉的打戏也

只有黄景瑜贡献了一场，林超贤电

影那种“经费在燃烧”的感觉，这部

电影几乎是寻不见的，甚至比起相

对更类型片更省钱的《万里归途》，

观众这次能感受到的依旧是不过

瘾、不酣畅、不揪心，能看到的是相

对粗陋的置景，还有完全没有紧迫

感的外籍群众演员。

再者，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同

样令人“难忘”。难忘，不是因为他

们令人感动或者揪心，甚至令人共

情，而是他们几乎全程保持了表情

和姿态的高度稳定。黄景瑜身材高

大、一脸正气，但他这几年的银幕形

象基本已经固化，在《维和防暴队》

中依旧毫无突破，像是从他别的作

品中平行穿越过来的。王一博这两

年的表演水准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但可惜这部电影大部分的场景拍摄

于三年前，于是王一博在大多数时

间眼神单一，只能用嘴表达愤怒和

焦灼。钟楚曦饰演的维和女警，更

是叫人出戏。就算没有办法完全按

照蒋璐霞的标准（《红海行动》中她

留着寸头，身强体壮，不比男军人们

看着弱小，动作戏和枪战戏都相当

帅气）来找女军人，但过于唇红齿白

的女警是只为了在包饺子过节、给

当地孩子上课等情节中注水片长

吗？毕竟她最后的牺牲不仅并不出

人意料，并且似无必要。

总体来说，《维和防暴队》比之

王一博此前上映的《无名》《长空之

王》和《热烈》，更不好看。而这三

部电影，做足了话题和营销，也都

没有摸到10亿元的门槛。可见，只

靠偶像明星，任何电影都没办法走

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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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剧火热，“竖”店要拍出横店品质

这两年，短剧爆火，观众的观剧习

惯也从横屏变成了竖屏。全国各地的

短剧从业者涌向横店影视城，包括柠

萌影视、华策影视等传统影视正规军

也纷纷入局竖屏短剧，生生把横店变

“竖”店。短剧量大，品质却良莠不齐，

经历过野蛮生长的上半场后，如今，对

于短剧的未来之路，从主管单位到业

内人士一致认为，短剧行业必须强调

品质化路线，“竖”店也要拍出横店的

品质。

行业整治 刻不容缓
仅仅几年，以“短、平、快、爽”为特

点的短剧，就完成了从萌芽向“流量高

地”的转变，成为观众的“深夜泡面”

“电子榨菜”。有数据显示，2023年短

剧市场规模达373.9亿元，预计2027年

将超1000亿元。不过，微短剧在高速

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回避的问

题。比如有的剧为快速投放而粗制滥

造、为博眼球而格调低下……

有观众说：“梦都不敢这么做，他

们就敢这么演。”深谙用户心理的微短

剧创作者，为了让观众在观看中获得

痛快的宣泄和“上头”的快感体验，反

复将名媛、霸总、渣男、恶婆婆、暴富、

重生、穿越、复仇等题材，用浮夸的人

物设定，跌宕狗血的剧情，不断勾住人

们的注意力。他们在吃到流量甜头

后，继续迎合、放大人性的阴暗与丑

恶，甚至宣扬不健康的家庭观、婚恋

观。比如去年12月，咪蒙上线短剧《黑

莲花上位手册》，但因“渲染极端复仇、

以暴制暴的不良价值观，混淆是非观

念”等原因，被平台下架；今年3月，短

剧《老师不要跑》存在剧情低俗，台词、

画面、情节涉及违规情况。

随着国家广电总局提出了加强短

剧准入备案、规划引导、内容审核等十

个方面的管理举措，推动网络微短剧

向专业化、精品化方向发展。前不久，

抖音、快手两大短视频平台相继下架

《老公是个妈宝男》《最后的底线》《千

金小姐反击》等违规短剧，并鼓励和推

广优质微短剧，持续对含有不良价值

观导向、违反公序良俗、低俗“擦边”等

违规内容的微短剧进行治理。

精品短剧 应运而生
在内容创作方面，传统影视公司

的下场，也是对行业规范与短剧质量

的一次重塑。今年初，华策影视长剧

《去有风的地方》的衍生短剧《我的归

途有风》上线，播放量达到1.9亿，带火

了云南地方文旅；电影《雄狮少年》的

衍生短剧《超越吧！阿娟》豆瓣评分近

9分，播放量达1.1亿。这些带动了越

来越多的创作者摒弃浮躁，从火热的

现实生活中寻找灵感，以真诚的态度

锤炼品质、提升品位。

今年春节期间，《我在八零年代当

后妈》《大过年的》等短剧爆火，加上

《逃出大英博物馆》、穿越版《抗美援

朝》等立意好、质量高的“走心”精品短

剧，提升了观众对短剧的看法。随着

精品短剧的涌现，也在逼迫演员不断

提升演技，拍摄团队、后期剪辑提升业

务水平。成本方面，目前在“竖”店，一

部短剧成本已近60万元，而古装剧由

于更高的服装、化妆、道具费用，成本

则从80万元起步，这几乎是一年半前

投资成本的10倍。

更加可喜的是，整个短剧行业也越

来越规范，今年由中国网络视听协会、

正午阳光、腾讯视频共同发起的微短剧

创作者支持计划——“寻光创投计划”

宣布启动，三方将在题材策划、创作指

导、制作拍摄、播出运营、宣推推优等全

链条上提供支持帮助，为广大创作者搭

建一个多元、开放的创作空间。上海市

网络视听行业协会还率先发布《2024短

剧版权保护与发展倡议书》，保护精品

短剧的版权和创作者的权益。

短剧有横屏、竖屏，归根到底，打

动人心的还是作品的质量，唯有微而

不弱、短而不浅，兼具艺术性、思想性

与观赏性，这才是微短剧高质量发展

的正途。

舞台上，女演员站在中央，

她已经“经历”了一生，现在，她

对着观众慢慢地说：“年龄是一

种感觉，你应该有所期待。”灯

光暗下来，掌声响起，久久回

旋，似乎在留住年龄、留住美

好。

这是前不久在国家大剧院

小剧场话剧《年龄是一种感觉》

演出之后的感觉，观众不愿离

开，与该剧的导演鲁伊莎、主演

孙书悦交流，这是一部难能可

贵的走心之作，主创非常年轻，

他们的真诚、善意、对生命的思

考，飘洒在舞台的角角落落，也

流露在物件、道具、服装、灯光

和恰到好处的音乐中。

《年龄是一种感觉》讲述了

一位女性从25岁开始到生命终

结一生的故事，共有12个单元，

分别属于青年、中年、晚年；选

取的细节与事件都反映寻常人

生。比如，青年时期，与闺蜜结识

于遛狗时间，两个女孩子意气风

发，不知何为烦恼；当进入中年，

闺蜜间却懒得联系；而当

她们老去，两个人在餐厅

面对面，相逢一笑后便是

冰释前嫌，“千万别因为

这些年不联系而责怪

我”。

12个故事既间

断又联系，每一次

就像人生补丁。女

孩子在公共汽车上

遇见的男朋友，中年

以后再度相逢，两个

人拥抱，却早已物是人

非。女主角问自己：“年轻

的时候我怎么那么爱他？”

当我们都老去的时候，剧中的表

现尤其感人。这些段落常常让观众情不

自禁落泪，感伤，像是“另一个”自己的写

照。女主角表现黄昏恋，或者生病告别

的戏份，几乎让人忘记这是在舞台上，这

是别人的戏剧，无论台词还是表演，都给

人一种无可奈何岁月流逝的沧桑。

值得一提的是，《年龄是一种感觉》

每场演出开场，主演会与观众

来一场互动，女主角用击鼓传

花的方式，将每轮演出的选择

权交由观众，这种随机性和不

确定性让人充满期待和惊喜。

《年龄是一种感觉》从

2023年8月在上海话剧中心

演出8场之后，又赴江苏盐城

上演2场，2024年3月又在上

海话剧中心演出10场，后来

到北京国家大剧院小剧场连

演四场，获得很多好评。有

些观众甚至数度走进剧场，

以求解锁剧中主人公不一样

的人生打开方式。导演鲁伊

莎表示，当初在伦敦看了该

剧后，非常震撼，她找到本剧

的编剧也是主演海利 · 麦克

吉，并成功获得中文版权。

之后，鲁伊莎作为该剧翻译

之一和导演，与团队一起对

该剧进行本土化改编，并且

在戏剧构思、舞美设计、音效

编曲等诸多环节更加细化，

以更适合当下的观众观赏。

特别是在表现形式上，

观众既有参与感，更多

的是从女主角在讲述不

同年龄段故事时“移步

换景”，让观众不知

不觉沉浸在“你”的

年龄故事里。

作为年轻导

演，鲁伊莎之前导

演了话剧《罪人》

《渐入佳境》《孩子

剧团》《大森林里的

小故事》等，在谈起《年

龄是一种感觉》时她说，

这个戏的主角是一个在别人

眼里不那么成功的女性，可她的一生

都在遵循自己的内心声音，听凭感觉去

书写人生的故事。结婚、生育、交友、

告别，一切都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展开。

她坦诚地面对内心的焦虑、纠结和执

着，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戏，来表现对岁

月的珍视，对时光的眷恋以及对生命的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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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剧《黄宝妹》看得人心情很激

动。劳动模范黄宝妹的形象，一直萦

绕在我的脑海里。

上海文慧沪剧团在团长王慧莉的

带领下，怀着对黄宝妹的劳模精神崇

敬之情，用心用情用功去创作沪剧《黄

宝妹》。原创剧目的创作是很难的，要

表现现实题材的原创剧目难度更大。

但主创人员迎难而进，从开始创作小

戏《黄宝妹》到如今创作大戏《黄宝

妹》，使我们看到了剧组的目光、定力

和坚持。

这部戏让我们看到了劳模黄宝妹

的家国情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正如

戏中黄宝妹所说——“多纺纱，纺好

纱，让全国人民穿好衣”“少出皮辊棉，

一两棉花三碗米饭”“心中有爱，皆有

可能”。精彩的故事、丰满的人物形

象、好听的唱段，使黄宝妹这个人物栩

栩如生，看完让人感动不已。

该剧之所以成功，在于编导解决

了先进事迹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

也就是解决了劳模人生向戏剧人物的

转变。艺术是高于生活的，先进人物

最后是以艺术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

的。这次舞台上塑造的劳模黄宝妹这

个人物形象，积攒了黄宝妹许多动人

的故事，这些故事又串联起了

这部戏的情节骨架。

编 导 在 这 次

创作中不是简单地把现有材料堆砌

起来，而是带着普通人走进黄宝妹的

生活，走进她的心灵，整个戏很本色，

很正气，很真实，很接地气。

该剧自生活细节、人物情感等角

度来构成戏剧冲突。编导从《黄宝

妹》的五个阶段切入，构成了她的人

生之路、精神之路，使黄宝妹的事迹

感人又独特。她和工作、她和同事、

她和丈夫等的戏剧矛盾都是从生活

中来，又经过精心创作，把劳模精神

与当今时代的脉络以及观众的思考

连接起来，这是很不容易的，从而形

成了劳模精神在当今的表达，使观众

产生共鸣和启迪。

该剧总体品相很好，编剧、导演、

演员可圈可点。不少地方都有创新，

突破了沪剧的固有模式，找到了一种

新的表现手法。作曲也很有新意，以

沪剧音乐剧的表现手法，使整个唱段

朗朗上口，好听又有旋律感。舞美设

计简洁，又有纺织厂的特点，给人以

耳目一新的感觉。

结尾高潮部分大气又激动人

心。在音乐声中，舞台背景多媒体播

放了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黄宝妹

并授予她“七一勋章”的画面。观众

纷纷站立起来，掌声持续不断，

黄宝妹劳模形象永远树

立在观众心中。

黄宝妹，这位生长于黄浦江畔的上海女儿，是新

中国纺织工人的杰出代表，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参与

者、奉献者，她为实现让“全国人民穿好衣”的梦想择

一业、终一生。沪剧《黄宝妹》这部由沪上民营文慧

沪剧团出品并演出，由蒋东敏编剧、吴佳斯导演、汝

金山作曲配器的作品一经亮相，便受到广大观众的

欢迎和好评。在近两个小时的观剧体验中，自始至

终让你感受到一股真切自在的气息萦绕身旁，一种

朴实无华的自然之美给人以精神愉悦、心灵滋养。

真切可感

剧中塑造的黄宝妹这一艺术形象不是虚幻的，而

是真切可感的。情节的设置和细节的刻画是主创团队

经过多次深入体验生活，多次走访93岁高龄的黄宝

妹，与她零距离亲密接触交流中不断提炼加工艺术再

现的，充满着生活感、烟火气、上海味。演出大幕一拉

开，随着舞台上黄宝妹一句“说来说去，我不过就是个

从旧社会走到新中国的纺织女工中”，立即把观众的

视线引到了解放前黄宝妹“十二岁就剪断辫子摆渡

过江进纱厂”的场景之中。 一段“我出生在上海浦

东一间小破房”沪剧长腔中板，在稍显变化的深沉曲

调中，将一个“咬牙能咽下千般苦，再苦再难也能撑”

的小宝妹倔强的个性逼真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

全剧循着一个个时代年轮，将黄宝妹平凡而不

乏精彩的纺织人生渐次向观众展开。1958年，在电

影导演谢晋根据黄宝妹真人真事拍摄的《黄宝妹》电

影中本色出演“黄宝妹”获得成功，成了那个年代的

青春偶像时，她不当明星要纺纱，岗位永远在车间；

当她被人风言风语曲解为技术革新是为了“维护她

劳模面子”，说她“欢喜出风头，就是要表扬，就是要

她劳模面子”时，她也会靠着丈夫的肩膀任由泪水恣

意流，但一想到“一定要多纺纱，纺好纱，让全国人民

都有好衣服穿”的初心时，她马上擦干了泪水重抖

擞，银锭飞转绘新章。

乡音亲切

《黄宝妹》用上海的乡音——沪剧这一艺术形式

来演绎黄宝妹这位上海的女儿，这一人物形象与沪

剧的剧种气质是十分贴切相符的，会给人产生一种

天然的亲切感。

优秀中年演员缪佩红是第一次在原创沪剧大戏

中担当重任扮演“女一号”，她把握住了“黄宝妹”这

一人物的基调，特别几段唱腔中，唱出了感情、唱出

了韵味、唱出了人物，比如“今日退休将别离”这一段

近70句的“赋子板”唱腔，字字清晰、句句动情，其中

黄宝妹对与她纺织人生有所交集者的七声“谢谢”，

一声比一声动人心弦，将黄宝妹这一形象、将《黄宝

妹》这部剧推向了高潮，赢得了满堂彩。

著名沪剧演员杨音扮演的丈夫吴华芳这一“贤

内助”，对黄宝妹体贴、理解、支持的善良秉性深深地

打动了观众。作为沪剧王派弟子的杨音，王派唱腔声

情并茂、质朴无华、韵味悠长、悦耳怡心的主要美感特

征在本剧中得到了尽情发挥，开口处总能听到观众的

阵阵掌声。剧中还有一群扮演纺织女工的青年演员，

尽管表演中有的地方略显稚嫩，倒也朴素真实。

本剧的音乐形象充满着沪剧的艺术韵味和时代

的气息，“琅琅六尺莲花落”等不少民间音乐朗朗上

口、悦耳动听，使《黄宝妹》竟有了些沪语音乐剧探索

的意味。整部剧的舞台同样呈现出质朴的风格，可

以组合转动的纺纱机，一缕缕纱线织成的纱幕意象，

黄宝妹家里简洁干净的那个年代上海人家的模样，

让观众仿佛走进了过往岁月而回味无穷……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以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的故事

为原型，这部中方主导，汇聚英国编剧作曲、德奥

音乐剧女王玛雅 · 哈克福特、英国伦敦西区音乐

剧《汉密尔顿》中“汉密尔顿”饰演者卡尔 · 昆斯伯

勒以及中国音乐剧实力派演员何亮辰等“铁肺柔

情”唱将的“混血”团队，带给观众极致的赞叹

——大概只有上海，才能制作出如此精良的多国

合作英语音乐剧！音乐剧《麦克白夫人》，为中国

音乐剧国际合作开启新模式——自此，中国音乐

剧也不会只做别人的影子。

此前，市面上一些红火的中国班底的音乐

剧，不少是购自海外版权。中国原创音乐剧如果

受市场欢迎，怕是主要靠音乐剧演员

个人的号召力。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整

体品质何时才能提升呢？中国原创音乐剧

品质良心之作，恰恰也是徐俊导演的《赵氏孤

儿》。这部基于中国传统故事，又曾经在数百年

前就于欧洲上演过，如今又被改编为具有莎剧气

质的中国悲剧音乐剧，一经推出就广受赞誉。

全国仅有的、多年致力于孵化中国原创音乐

剧的上海文化广场看好徐俊，也发现了在英国做

工作坊的《麦克白夫人》的潜力——何不一手牵线

导演徐俊，一手牵线英国西区以及时常在文化广

场登台的德奥音乐剧女王玛雅呢？于是，这部中

方主导的“混血”团队的音乐剧班底，应运而生。

导演，是赋予剧目品质的灵魂。实话实说，

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整体品质不高，一定程度上也

是源于音乐剧行业中缺乏专业戏剧人，尤其是导

演，所以“剧情稀碎”是常态。徐俊近年来聚焦名

剧主题改编音乐剧的经验极其丰富，且拥有稳定

的高品质合作团队——如音乐总监金培达、灯光

设计萧丽河等。因此，《LadyM》建组之初，就奠

定了成功要素，且“潜伏”着中国音乐剧人的初

心：不做别人的影子。

日前，当走入1862时尚中心之际，就发现舞

台设计与众不同——两面都有观众席，舞台像是

两面观众席的“夹心”。而在舞台上，有一个看似

是张扬的枯树枝形成的圆形装饰物可升降；左右

两边各有一个可以上下开合的阶梯。张扬的枯

树枝，既是苍凉乃至肃杀的苏格兰高地的风貌，

也是不可琢磨的暗物质力量抑或混沌欲望的外

化……麦克白夫人在剧终时，就被“纳入”这个圆

形装饰物之中。全剧动用了9块投影，制造出高

级唯美的效果。

全剧自一首具有苏格兰民族旋律的歌曲开

场，主要人物——除了麦克白夫人之外，悉数亮

相。莎剧《麦克白》的故事灵感就源于一个苏格

兰传说。玛雅的铁肺，在出场和剧终之时的姿态

就能凸显——她均是以躺地的姿势引吭高歌

的。要知道，当年卡雷拉斯与帕瓦罗蒂同台“飙

高音”时，卡雷拉斯是要踮脚的。全剧剧情几乎

都是由麦克白夫人或曰她的欲望——外化为三

个女巫推动的。相比之下，面对是否要夺取王

位，麦克白更像是尚存良心而犹豫不决的纠结之

人。正如一个谎言需要更多谎言掩盖，一条国王

的命，需要更多的杀戮掩盖。于是，在麦克白夫

人欲望的驱使下，天下大乱……

这部音乐剧属于一唱到底型，没有台词。这

就十分挑战音乐剧演员的唱功。演出至6月2日

的30场，也需要精心安排咖位。首演场，何亮辰

扮演的麦克白与玛雅扮演的麦克白夫人，势均力

敌。伦敦西区热度极高的演员理查德 · 卡森饰演

的麦克德夫，在怀孕妻子被暗杀之后的演绎，以

深情颤抖但音阶稳定的歌喉，感染了观众。更令

人期待的是5月14日起，伦敦西区《汉密尔顿》的

“汉密尔顿”卡尔 · 昆斯伯勒，将首次亮相该剧，扮

演麦克白——其中，确实也有一些说唱乐的片

段，让他充分发挥……中国音乐剧演员的表现也

可圈可点，英语演绎毫无压力。

舞美方面，坐在舞台两侧的观众基本不受视

觉影响——因为舞台调度基本属于镜像式。萧

丽河运用9台投影和灯光的变幻组合，突出莎剧

中对自然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异常”，与表现主义

的舞美形成呼应，为全剧打造出镜像和梦幻、炽

热与冷酷融为一体的氛围。

◆ 朱 光音乐剧《麦克白夫人》首演观后

不做别人的影子，才会有自己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