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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疫情开启了“在家

艺术”、“网上看戏”等在线文化的
盛行，也让网络电视剧、长短视频

等影视作品更加密集地进入到大
众视野，参与和影响了大众的生

活，网络传播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悄
悄地改变了影视制作与欣赏的传

统经验。紫金陈推理系列的网络悬

疑剧俨然已成为一种现象。从《隐
秘的角落》到《沉默的真相》，多处

精彩表演段落恰恰出自演员对原
剧本的精细加工和打磨。

网络电视剧、长短视频等影视
作品，受到资本运作、制作播出、宣

传推广环环紧密相扣的运作模式
的影响，呈现出一种新形态。在最

短时间内吸引观众，锁定关注度，
增加 IP影响力成为关键任务。因

此，编剧的功能从“讲故事的人”悄
然转变为文学构架、文学编剧等角

色。相较于传统编剧提供的是故事
和讲故事的经验与技巧，网络视频

的编剧更多地提供的是信息。一个
故事结构交到导演手上，提示出场

景和意象，有关键的情节描述，剩
下的可能全凭演员发挥。

有时，这样的“剧本”倒也为
“讲故事”留出了巨大的演绎空间，

给了演员更多的机会去探讨人物
的心理和动机，逻辑和表达。演员

根据文字提示设计动作和台词，有
更多的自由专注于表达自己对故

事的体会和理解，专注于把故事分
享给别人的方法，并最终实现讲故

事的效果。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演绎
了一个个观众熟悉或者不熟悉的

人物和故事。当观众仔细观察时，

会发现与演员的经验产生一种共

鸣，熟悉的部分令人感到亲切，不
熟悉的部分令人感到合理，双方对

生活的认识和从中积累的智慧经
验是相连的，观众从演员“讲故事”

的过程中汲取了属于自己的新经
验，也更深层次地感受到演员对角

色人物的同情与理解。这也是一些

源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经常能超
越原著的原因。

另一方面，编剧并没有因此而
感到轻松或者消失，他们仍然在为

寻找“故事”绞尽脑汁。微博上一些
有影响力的情感博主的粉丝投稿

和评论留言，正悄然成为编剧蹲守
“故事”的新阵地。现实生活的复杂

和丰富让编剧意识到，他们已经不
可能以一己之力去书写“故事”，并

将之升华为价值和意义。在第一集
里就快速展开多条线索，抓住观众

的好奇心，留住观众的脚步，成为
编剧守望的生命线。不少编剧寄希

望于在更广泛的普通人的声音中
打捞出真实可信又充满传奇的细

节，让故事更全面、更丰富地反映
出社会上高矮明暗的各种角落。但

是，观剧经验越来越丰富的观众不
再轻易买账，观众会逆向而行，希

望在网络的海洋里找到编剧努力
加工隐瞒的故事原型，以及任何蛛

丝马迹、省略的细节等等。
在多重动力的驱使下，网络影

视作品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信息交

换平台。编剧采撷编织的故事成为
观众倍速浏览的快消品，观众对爱

豆的形象，以及故事带来的信
息———即所谓的“背后的故事”兴

趣更甚。在这个平台上，讲故事的

技巧和经验无形中发生了扁平化、
同质化，而观众更在乎故事之外的

海量信息，比如关于明星咖位升降
的暗示、关于包包与阶层的隐喻、

以及大量现代都市生活中因为比
较和竞争带来的焦虑。编剧原本想

要从熟悉中挖掘陌生，从真实中创

造艺术，却带给观众更强烈的驱动，
一边吐槽一边模仿。这也是一些网

络影视作品即使高开低走、甚至烂
尾，但也并不影响收视率的原因。

近日，传承古典美食文化的网
络视频制作人李子柒在一段短视

频中谈到，自己创作美食视频的灵
感来源于生活。她自称自己就是一

个讲故事的人，春天的花，夏天的
树，秋天的果子，冬天的雪……每

年都会来，但是每年又都不太一
样。生活中不是每件事都能够预料

的，生活本身就是脚本也是导演，
如果你足够热爱它的话。

当我们感受到“讲故事”这个
古老的经验传递方式，在遭遇小说

和印刷术的挑战之后再一次受到
了网络挑战时；当我们看到传统编

剧期望的、能在观众眼中捕捉到共
享的神情消失时，我们或许应该重

新关注生活。春播夏长，秋收冬藏，
时间的美，生活的味道，都是有价

值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被“讲故
事”所传递，而这些意义绝大部分

来自于故事中的人物和观众之间

共同的渴望。讲故事的人的任务便
是了解这些渴望，将它们转变成自

己故事的步伐跨越空间，积蓄力
量，绵延不断。

    大型原创沪剧《早春》10月 16

至 17日在东方艺术中心首演。《早
春》取材于作家、“左联”烈士柔石

的真实事迹，是为迎接百年建党推
出的最新作品。

沪剧是最具上海本土文化
特色的地方剧种，是上海地域文

化的典型代表，它源于民间，白

口语言生动，伴奏音乐柔和，唱
腔委婉动听，带有浓郁的江南水

乡情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被誉为“上海的声

音”；沪剧，是上海文化大都市的
一张名片 ,更有着唱响上海红色

题材的义务。
沪剧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像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指出，戏
曲的表现讲究“四功五法”，即为“唱

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沪剧擅长
“唱、念”，而不擅“做、打”，因此在反

映“作战、打斗”这样场面的时候，难
免捉襟见肘。好在沪剧艺人在长期

的艺术实践中，善于“藏拙”。所谓戏
曲，戏，是故事；曲，是唱腔。他们创

作演出的剧目，充分发挥“讲一个好
看的故事，留几段精彩的唱腔”，从

而赢得观众的欢迎。观众们不会像

看京剧一样，要求沪剧艺人打一套
刀枪把子、来几个跟头旋子。观众们

痴迷于剧情中，沉醉于唱腔里，百十
年来就是这样。纵观那些沪剧的红

色经典，莫不如此。
沪剧《早春》，讲述的是上海

“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真实事
迹，故事展现的是他生命最后五年

里的经历，展示其柔似水、坚如石

的英烈人生。与主人公产生戏剧矛
盾的是从浙江宁海走出去的革命

作家柔石、柔石封建婚姻赐予的原
配夫人吴素瑛，还有斗争中和柔石

结为“红色恋人”的革命战友冯铿。
觉悟者走向新生，与旧时代的婚姻

必然会产生矛盾；柔石向往革命、

追求自由，一面是新思想的启发，
一面是旧礼教的束缚；而同为新文

化、新世界战斗的战友，在生活中
产生情感，这是时代的特殊性造就

的。历史因此没有苛责这段极其短
暂的爱情。

唱是沪剧表现人物、推进剧
情、抒发情感的有力的手段。故事

精彩的，人物鲜活了，接下来就看
演员的演唱了。

男主角柔石的扮演者杨音，
好唱功，沪剧韵味浓厚，尤其令人

赞叹的是，第六场“庭审抒情”，运
用了沪剧惯用的“赋子板”。“赋子

板”的节奏紧凑，句与句之间连接
比较紧密，唱腔旋律上起伏不大，

唱起来像说白又像朗诵。柔石的
这段“赋子板”，唱出了对往事的

回忆，对成长的讲述，对旧妻的歉
疚，对新生的向往……因为承受

着对剧情的推送，内容层层推进，
杨音较好地把握了演唱的技巧，

既做到了长篇故事的叙述，又能

酣畅淋漓地抒发人物的感情，好
像江河奔泻一气呵成。一般来讲，

“赋子板”少则四五十句，多则七
八十句，而杨音唱的这一段从“平

复柔石我是谁，这一问往事历历

从头言”……起唱，长达 100 多句
的唱腔震撼在座观众的心，在长

时间无伴奏的情况下，依然把握
住音准和很强的节奏感，杨音的

演唱功力可见一斑。
在“桥头分手”这场戏中，家乡

的小石桥，好比柔石告别旧我、走向

新生的分水岭。桥的这一头，是冯铿
全力劝他赶紧走；桥的那一头，是素

瑛竭力拉住要他留，走，还是留，柔

石在桥的中间轧扁了头。对“左联”
的专情，对素瑛的亲情，对冯铿的爱

情；都使柔石难以取舍。
本剧没有回避柔石与冯铿的恋

情，一个“情”字贯穿其中，红色题材

不是口号式的，要用真情实感打动
观众。而且从沪剧的表现特点来说，

这时候让三位主人公通过轮唱、对
唱、重唱等多种手法来表现内心的

情感，一定是更为动人的；台下的观
众会沉浸在感人的故事里。

稍觉遗憾的是，戏中最具感染
力的“桥头分手”（第四场）和“狱中

诀别”（第七场），“生离”和“死别”
的两场戏，似没有能够充分地展开

故事的叙述，人物心灵情感的碰
撞；也没有让角色（演员）发挥唱的

特点，用以更增强戏的感染力。
瑕不掩瑜，《早春》的成功演

出，与其他一些红色题材的沪剧剧
目，《回望》《一号机密》等，共同汇

聚成强有力的红色旋律，回响在上

海舞台的上空，镌刻在上海剧坛的
成功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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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本身是脚本也是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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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声音”唱响红色旋律 ◆ 秦来来

◆ 王曦———探究网剧大热的秘密

    我非常钦佩广东省话剧院的勇气。他们敢于弄险，把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他们在
杨春荣院长带领下，啃硬骨头，创作这台高大上的军事题

材的戏，真是大不容易。但是，他们成功了！他们给上海人
民送来一台编剧、导演、表演、舞美、作曲都很出色的英雄

主义的话剧《深海》。上海观众被深深地感动了，记住了这
部话剧的主人公的名字：黄旭华。

《深海》的剧名富有深意。《深海》所揭示的，不只是首

次在南海进行的 300米的极限深潜试验，也不只是表现
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非凡贡献，而是展现了一个伟

大的军事科学家的崇高灵魂。“深海”不仅是一个物质空
间的概念，更是展现了主人公深广的心理空间和如同深

海般的大爱情怀。由“深海”延伸而来的“深潜”，除了表明

核潜艇作为国之重器要纵横于大洋深处，虽然它充满了
无穷的未知与巨大的风险，但是，这更是主人公施展抱负

和雄心的广阔天地。黄旭华带领团队铸就的，正是埋藏于
深海中的一座万里长城和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因此，他
是国家安全的坚强捍卫者，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脊梁。

由周振天（执笔）和陈萱编剧、黄定山导演的硬核戏
《深海》，向观众准确地呈现了我国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

展的数十年艰难历程，全剧的主调是弘扬爱国主义、英雄
主义精神，戏的总体品格是崇高、坚挺、严谨、正气；但导演

却不忘浓墨重彩又细致入微地描绘了黄旭华的内心深情。
最动人的，是与妻子、母亲情感交融的几场戏，把他作为一

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活生生的人，树立在舞台上。
国家一级演员鞠月斌饰演黄旭华，同为国家一级演

员的杨春荣饰演妻子李世英，两位艺术家演的这对知识
分子夫妻是珠联璧合，可谓绝配。俄语专业毕业的李世

英，明白丈夫从事的工作对于祖国的重要性，一直相依相

随，甘愿为他改变自己的一生。第七场戏，黄旭华在“文
革”初期，被造反派发配到养猪场去养猪，这是巨大的不

公。妻子带着女儿来看望他，说：“屈啊，旭华，你太屈了！”
她卷起黄旭华的铺盖，却发现被子里落下一堆研究核潜

艇的资料。一个总设计师睡在又臭又脏的猪圈里，依然痴心不改地研究核潜

艇。妻子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但是，黄旭华说：“为了核潜艇我什么委屈都可
以忍受。”黄旭华对事业的忠贞不移，妻子对丈夫的关爱备至，在这场戏里表

演得淋漓尽致。挫折并不能阻挡黄旭华研制核潜艇的坚强决心，在他的指导
下，1970年底我国终于自力更生研制成功第一艘核潜艇。

第九场戏，是黄旭华要亲自参加核潜艇深潜 300米试验的前夜。极限深
潜 300米，意味着艇身每平方米要承受 300吨的重压，任何一点细小的疏

漏，都会造成舰毁人亡的后果。妻子看见丈夫在桌子上写东西，她已经知道

是在写遗书，黄旭华欲言又止，李世英忧心诘问；一对结婚 30余载的恩爱夫
妻，在生死考验的特定情境下发生了激烈冲突。丈夫对事业的恪尽职守，妻

子对丈夫的担忧牵挂，在这场戏里，通过你来我往的语言，形成了至性至情
的感人的戏剧力量，冲突合情而又合理，交流自然而有深度。台上的情感“交

锋”，带动台下观众的无比感动。经过一场充满激情的推心置腹的对谈，妻子
终于赞同丈夫的决定，含泪挥手送别。步步惊心的深潜 300米试验成功了！

电话铃响了，妻子几次止步不敢接听，后来喜极而泣，用柴可夫斯基的《第一
钢琴协奏曲》迎接丈夫归来。夫妻重逢的一场戏，也演得真诚、激情而有控

制，观众流着感动的泪水，为这对英雄伴侣的大义和深爱鼓掌庆贺。他们以

一辈子的相守相知，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忠贞不渝，践行了共同的誓言：“无
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

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
最后，黄旭华和老母亲 30年后重聚一场戏，同样催人泪下。饰演母亲的

著名演员杨艺徽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把银梳子是一个巧妙的道

具。母子在日本鬼子投下炸弹时被迫分离，母亲给儿子留下了一把银梳子。
核潜艇建成，母子终于相聚。90多岁的母亲完全理解了儿子 30年没有音讯

的原委，说：“儿子三十年没回来，他在为国家做大事情……为国尽忠，就是
最大的尽孝啊！”黄旭华听了这一番深明大义的话语，泪流满面，再次拿出银

梳，要给母亲梳一梳头。但是，老母却接过银梳子，给儿子梳理斑白的头发，
黄旭华跪着依偎在母亲身旁，观众也被深深打动了。抓住细节刻画人物的心

理活动和抒发深层情感，正是《深海》能感动人心的艺术魅力所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深海》在视觉呈现上面，舞

美和灯光设计融合了多媒体手段，在舞台上营造出了

一场场精彩的、开阔宏大的场景画面；舞台空间构建
质感厚重，又灵动自由，借助多层次的光影变化，突出

戏剧悬念，给观众带来富有美感的视觉冲击。音效增
强了临场感和心理力度。音乐或节奏强烈或内含深蕴

的抒情性表达，对剧情的展开、气氛的渲染和意境的
构成都起到了烘托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