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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昨天，“2020 华语原创音

乐剧孵化计划”在上剧场正式
迎来“年终汇报”———《南墙计

划》《你在哪里？》《无法访问》
以及疫情特别征集作品《两个

人的城》四部作品从剧本朗读
会中脱颖而出，在历经 4个月

的集中打磨和两周的紧张排

练后，以工作坊形式呈现作品
中的片段，为现场逾 500位观

众、艺术家、剧评人等圈内外
人士送上近一年来的阶段性

成果。
经历剧本精修、音乐丰满

完善，以及编舞、舞美、灯光、
音响、服装的融入，在孵化过

程的最后一环，除了获得资深
导师团队的专业加持之外，也

离不开和创作者同样年轻的
演员们的敬业与奉献。正如

《南墙计划》的编剧、作词孙浩
程所形容的：“一朵花终于破

土而出，但是这朵花的颜色是

演员赋予它的。”
在参演《南墙计划》与《两

个人的城》的职业音乐剧演员
胡芳洲和徐泽辉看来，孵化计

划与专业艺术院校的培育方
式截然不同，本土原创作品越

多，演员面临的行业环境也会
趋向平衡，从而达到“中国人

演中国人爱看的戏”的长远目
标，而这同样也是“华语原创

音乐剧孵化计划”发起者、上
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

元洪及所有戏剧工作者的共
同愿望。

谈及走到本届孵化计划
最终在工作坊呈现的四部作

品，导师樊冲、胡晓庆、金培达
不约而同地感慨道：“这些都

是在如今中国音乐剧市场上
非常稀缺的现实题材和艺术

表达方式，细微如家庭生活，
宏大至社会问题，很难在当下

舞台找到参照，因此在面临挑
战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创

作空间。”

在工作坊之后，上汽·上
海文化广场还将针对这些作

品举办制作意向沟通会，牵头市场化对接，助
推孵化剧目走向下一征程。与此同时，在此前

举办的“演艺大世界———2021上海国际音乐
剧节”开幕式上，文化广场宣布“2021华语原

创音乐剧孵化计划”报名通道正式开启，并将
全面升级孵化机制和专业服务。而 2019年度

孵化计划最终入选作品《生死签》《对不起，我

忘了》《南唐后主》目前已投入正式制作，将陆
续于 2021年 6月、10月首演。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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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佳音

叫板命运

    有一部纪录片，它的关键词大约是体

育、素人、青少年、爱心、公益，听起来很难
获得市场的认可；但上映前后，陈可辛、周

迅、马伊琍、陆川、李晨、宋佳、肖央、黄渤、
梁静、谭卓、易烊千玺、王一博……许许多

多明星和导演，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热情
洋溢的推荐语。

但似乎，并不管用。在戏里，强棒少年

队在美国，毫无意外地输了；在戏外，纪录
片《棒！少年》，也毫无意外地输了。哪怕豆

瓣评分高达 8.7，但《棒！少年》在上映三天
后已经跌出了日票房排行前十，首周末不

足 300 ?元的票房收入，几乎已经宣告
《棒！少年》的院线之路，基本走到了尽头。

也罢，希望你能早日在视频网站看到
它，看到一群叫板命运，哪怕会输的少年。

《棒！少年》讲述了一群父母早逝、离异
的留守儿童，在棒球前国手孙岭峰和 70岁

传奇教练张锦新带领下，挥棒抗争命运的
故事。长期关注纪录片的人有可能知道许

慧晶，他的镜头拍过进城务工的农民、强
拆、计划生育、农村消失。与以往单人单机

的创作方法不同，这一次许慧晶“奢侈”地
搭建起一个五人的创作团队，首次尝试多

机位、独立录音的创作方式，“团队创作带
来了更多的侧面和可能！”

也就是说，《棒！少年》有别于一般印象
中的独立纪录片，它视听出色，节奏明快，

完全不亚于考究的商业故事片，它从 700

多小时素材里反复剪辑，最终交出了 108

分钟的电影。《棒！少年》从 2017年开始创

作，历时一年半左右。其间，创作团队保持

每月一次、每次 15天左右的拍摄频率。拍
摄前期采用大面积抓取人物的创作方式，

六七个人物同时推进，从中寻找主要人
物、次要人物、可能的人物关系。几次前

期拍摄后，从七八个人物聚焦到三四个人
物……很快，刚刚加入棒球队的马虎闯进

了导演的镜头。

马虎，特别“虎”。刚刚进入镜头的时
候，几乎很难让坐在银幕对面的观众喜欢

起来。他从踏进棒球基地的那天起，就到处
惹是生非，打架闹事不停。但慢慢地，你会

心疼这个 12岁的男孩。室友都走了，怕黑
的他只能找来一条安全带，把自己绑在床

上才能睡得着；他迎着冬夜凛冽的寒风，一
个人在黑夜中扯着嗓子唱，“妈妈呀，妈妈

呀，我想你，你走后的天空一直下着雨。”原
来，妈妈生下他 3个月时因为跟爸爸打架

离家出走，此后卖羊肉串为生的爸爸便将
他扔给奶奶放养。

影片里还有另一个孩子，叫小双。他
的童年比马虎更痛，他出生前父亲突发脑

溢血去世，出生后妈妈跑了，双胞胎哥哥
被送人，自己因为太孱弱差点被家人拿土

埋了；大伯去世之后姑姑接着抚养，姑姑去
世后，重担全压在 59岁的二伯一人身上，

故事进行到大半，二伯又患了癌症……除
了在美国输掉比赛后的嚎啕大哭，小双抗

争命运不公的方式就是将所有情绪和不安
深藏心底。

絮絮叨叨写了这么多，只是想说，这部

纪录片聚焦了一对“兄弟”，他们的一静一

动，他们的成长都叫人心疼。看着他们在影
片中一点点长大、变好；看着他们输掉比

赛，却赢得人生的一点点勇气；看着他们因
为棒球，渐渐卸下并不属于他们年龄的伪

装，重新成为善良、勇敢的少年，会叫人忍
不住叫好，也落泪。

我听说，马虎在一场点映后紧张地说：

“我觉得我自己变了。也可以拍拍现在的
我，我已经不一样了。”真叫人欣慰；我还打

听到，小双已经重新回到了棒球基地，性格
也更开朗了，真为他高兴。一部纪录片，能让

人为其中的角色牵肠挂肚，我想它已经足够
出色了。尤其，《棒！少年》不仅有相当扣人心

弦的剧情，还举重若轻地触及到了相当丰
富、敏感的社会话题，并且适度地探讨了文

明与驯化、性格与命运等等厚重的议题。
有一些观众说，这部纪录片对准了人

生的苦难，太灰暗了。我想说，恰恰相反。余

华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
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的高

尚不是指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
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

《棒！少年》的导演许慧晶说他觉得纪录片
也应如此，“看到人性的光芒，而不只是呈

现问题本身。”
恭喜他，也感谢他，《棒！少年》做到了。

你看，这些少年，他们就像是小草，给他们

一点阳光，一点土壤，一点养分，他们就要

破土而出。你看，写在影片宣传海报

上的四个大字，“叫板命运”。

棒棒棒 少少少年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