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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戏剧日，以看戏的方式度过
正合适，上海大剧院昨今两晚，上演波兰导演
陆帕执导、改编自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同

名话剧———这部话剧时长将近 5小时。王学
兵、梅婷等主演的这部话剧为何要延续近乎
5个小时，还是一个“试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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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戏

剧日。昨今两晚，既
是心理学家、物理学家，

也是艺术家的波兰导演陆帕

执导，根据鲁迅小说《狂人日
记》改编的同名话剧上演。 观

剧体验与在俄罗斯看戏差不
多———剧目长达四五个小时，

中间有两次休息。 这两次休
息， 可补充体力也可呼朋唤

友。 日前，虹口区学生戏剧联

盟在北虹高级中学成立。 前
者，是在疫情期间难得一见的

海外重量级导演执导， 王学
兵、梅婷主演的品质话剧。 后

者，正是戏剧在学生中培养观
众乃至演员的孵化器———北

虹高级中学培养了马伊琍、孙
俪、董蓉蓉以及电视主持人陈

蓉……陆帕的父母也都是教
师，他对戏剧的认知，也是在

学校里培养起来的。

起初， 陆帕学的是物理、

美术、电影———物理加美术，让他对舞台

美术的技术与艺术都了然于心。电影则让
他投入了叙事以及美学风格的研究。 他

“讨厌一个故事被讲得太快”， 他做戏也
“从不求观众掌声”。 他只是希望，戏剧就

是生活的一部分。

戏剧就是生活的镜子，它既可以从童

年、少年、青年的校园里生长起来，也可以

在成年后直接去剧院感受。世界戏剧日的
设置，就是为了引起人们对戏剧艺术的重

视， 共享戏剧艺术给人类、给
生活带来的精神财富。

戏剧，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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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文慢慢读两遍
在近 5小时时长的话剧里，朗诵《狂人日

记》的时间花去将近 1小时，还分别由两位人

物各朗诵了一遍。这是否硬性拖长了全剧的
时间？

饰演“大哥”的王学兵的回答，令人反思：
“我们现在都特别追求快速求得答案，我在读

这部小说时，发现第一句话，我就没读懂。”第

一句话是：“今天晚上，很好的?光。我不见他，
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

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王学兵快
速地背诵着开篇，然后提出问题：“这个‘他’，

到底是谁？是谁，让‘我’见了之后精神爽快，顿
觉以前是在发昏，是大哥吗？”读遍全文，鲁迅

也没有明确点出这个“他”到底是谁？
因而，这个问题，引发了剧组演员彼此之

间的探讨———我们是否真的读懂过《狂人日
记》？这才有了两位人物在舞台上，慢慢地把这

部中国第一本白话文小说朗读一遍的呈现。一
方面这是帮助观众回味小说里的丰富意蕴，另

一方面也是以慢慢地留出思考空间的方式，让
观众咀嚼字里行间的意义。当全社会流行“一

分钟看懂好莱坞大片”“5000美元环游世界”
的实用主义、快速消费主义的理念，是否我们

应该在鲁迅诞辰 140周年之际，回望一下中国
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内涵？

扮演狂人的演员乐曦表示，观众若是要期
待看到一个“疯子”，那是会失望的。“狂人只是

一个对周围感知特别敏锐的人，所以他其实是
一个特别冷静的人。”“狂人”只是因为有一些超

前、先锋的理念而显得不寻常，“与众不同罢了，

但也因此不被人接受”。这就回到王学兵的问题

上来———我们是否真的读懂过《狂人日记》？所
以，排戏的方式，也是工作坊———就是演员把各

自对剧本的理解表达出来后再“碰撞”。

加一个角色有依据
梅婷扮演的嫂子这个人物，是导演陆帕加

入的。他从波兰到中国排戏需要先隔离 28天，

他在这段时间里反复研究小说。他合理推
测———既然有“大哥”这个人物，那么有“嫂子”

也是对路的。当然，相对的，肯定戏份不那么
多。梅婷感觉：“我是充满电来的，但是因为上

?时间不多，所以我大概一格电也没用完。”

梅婷喜欢慢慢地演：“看这部戏，不是来看
情节的，甚至都不是来看叙事的，而是来看一

首诗”。这句话点破了“慢”的根本原因———这
是陆帕的风格。陆帕在中国导演的剧目都以

时间长但“很陆帕”著称。此前，他根据史铁生
小说改编的《酗酒者莫非》、携立陶宛国家剧院

排演的《英雄广?》等也都不低于 4小时。梅婷
认为，导演陆帕是要深入了解改编对象身处的

时代、背景，作品诞生的前因后果，“如果在这
部小说里还觉得不够清晰，那就去他的其他作

品里找可以印证的部分……”可以说，陆帕刨
根问底的精神，也使其作品更丰富、更长。

演一版“试演”可生长
《狂人日记》票张上有“试演版”三个字。这

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吗？王学兵说：“导演认为

第三幕还没有完成”。梅婷进一步解释道：“第
三幕现在是完成了，但是导演还不满意。这就

意味着他还要进一步修改、完善。”预计，6?上

演时，可以把“试演版”三个字去掉。

陆帕本人曾透露，“试演这个概念，在欧洲
很流行。作为艺术家，我们不再对‘完整’感兴

趣，如果真的把一部作品‘完成’了，给它画上
句号，那么它就被‘扼杀’了，再也没有生长的

可能。”因而，在当今欧洲，先上演“试演”版，再
上演“完成”版，就为观众提供了两种观赏体

验，对于想体验话剧深邃感的观众而言，颇为

友好。
在漫长的人生中，花将近 5小时来深入了

解鲁迅的“狂人”理念，并反思一下———我们到
底有多久没有花上足够的时间去体会一个人

物、一部作品、一种理念、一台表演？从这个意
义上而言，陆帕导演的《狂人日记》更像是催人

思索的“触发器”。如果它真的触发了观众对人
和人生的深刻反思，那么花 5小时体验根

本不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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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帕导演的《狂人日记》为什么要看近 5?小时？

它像是催人思索的“触发器”

    在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有一个成立已

有六年的学生剧团北虹剧团，学生们演绎经
典，思考人生，台前幕后，乐在其中。前日，虹

口区学生戏剧联盟成立仪式暨“北虹剧团”六
周年展演活动在北虹高级中学举行，剧团最

新排演的学生版话剧《风雪夜归人》也正式上
演。在戏剧进校园的过程中，特色美育正成

为上海中小学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北虹高级中学的教师左添是北虹社团一
步步发展的见证者。她在北虹高级中学就读

期间，就从课堂上了解了音乐剧的形式，联合
几位同学一起创编了北虹的第一部校园音乐

剧《Dreamhigh》，一演就是五年。当她完成大
学学业，以教师的身份回到北虹工作时，惊喜

地发现校园音乐剧发展得更好了，学生们承

担了编剧、音乐制作、导演、演员等工作，还排
出了新的《摇滚校园》系列音乐剧。学生们通

过观察身边发生的故事，以音乐剧的形式讲

述着高中生的校园故事，收获着友谊，也创造
了高中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由于《风雪夜归人》这台戏的年代跨度在

民国初年至抗日战争时期，北虹高级中学手

工社的同学们也加入进来。大家借鉴了国家
大剧院五周年院庆展演版本的舞台，查找了

诸多明式家具研究专著，找到了剧本中提及
的家具实例，将其呈现在舞台上。不仅如此，

北虹高级中学还给同学们开设了编剧课，邀
请大家写剧评。戏剧走进校园，不仅仅丰富了

学生的课余生活，更是让他们从中学到很多

从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依托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戏剧学院、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等专业院团、院校
的支持，北虹高级中学美育工作朝气蓬勃。自

2015年以来，仅“戏剧进校园”项目已先后推
出《东方之舟》《赤子之心》《黎明之前》原创高

中生话剧。学生版话剧《鲁迅在上海》《青春之
歌》《笔墨丹心》《青春颂歌》等七部红色戏剧

作为“开学第一课”，公演近 30?，学生线上
线下观演近三万人次。

在这次活动中，虹口区学生戏剧联盟还

聘任了蔡金萍、高博文、王苏、喻荣军等一批
艺术家作为学生艺术活动的指导教师。全国

政协委员、上戏表演系教授王苏表示，在学生
全面成长过程中美育不可或缺，这是她前不

久就学生艺术修养向两会递交的提案，也是
她对美育工作的一种期待，“作为一名专业的

艺术教师，我很高兴接受聘任，为做好青少年

艺术教育工作尽一份力。”本报记者 赵玥

台前幕后 乐在其中
戏剧特色美育成为校园亮丽风景线

手记记 者

■

《
风
雪
夜

归
人
》剧
照

■

《狂
人
日
记
》剧
照

■

《狂
人
日
记
》剧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