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四季流芳的上海“白玉兰”

  -  
文艺评论  

本版编辑∶华心怡 钱 卫 视觉设计∶戚黎明

    年 月  日 星期日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

周
云
汇

—
—

浅
析
白
玉
兰
配
角
奖
榜
首
得
主

饰
演
话
剧
《

屈
原
》
中
的
楚
怀
王

◆ 南 妮

◆ 孙佳音

马伊琍：始终在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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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日记》：拥抱伤痛，治愈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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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艺评”

“我当然记得，我也写过这样一本日记。”在豆

瓣8.5分电影《年少日记》（近一年来华语院线电影

的最高分）长长的评论列表里，躺着这样一句平静

的话，又或者它横亘在许多观众的社交媒体或者

心底。《年少日记》能够在2023年香港本地拿下港

产片年度票房第二的好成绩，能够帮助导演卓亦

谦入围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单元，并拿下

金像奖、金马奖、亚洲电影大奖的三个“最佳新人

导演”荣誉，并不是因为复杂高超的叙事技巧，也

不是因为反复提名最佳男主、男配的精湛表演，而

是因为年轻的导演从自身经历出发，捧出一颗心

来，写下的这个细腻又残酷的故事，戳中了无数观

众心中的成长隐痛。

“创作这部电影是因为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个

朋友就是那样过世的。”无论面对媒体、影迷，还是

自己，卓亦谦都很坦诚，“2011年的一天晚上，他

突然就走了。其实他离世的前天晚上，我见过他，

但我没有发现他的异样。在他离世之后我常常自

责，怎么当时毫无察觉，哪怕晚上跟他多聊几句，

可能结局也会改变。”电影里，学校工作人员捡到

一份未署名的遗书，交给了高三老师，老师们商讨

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尖子班老师

想着成绩，“认为”只是学生的玩笑；而男主角郑老

师（卢镇业 饰）则坚持追查轻生者，因为这份遗

书，让他想起了自己充满暴力和遗憾的童年时

代。翻开这本尘封多年的“年少日记”，里面有很

多关于家人冷漠疏离、校园

霸凌的无可奈何。在严厉甚

至畸形的家庭生活环境，男

孩一次又一次地说“对不

起”，尽管他并不知道他错在

哪里。而他的父母只是将孩

子看作自己的附属品，是一

面供其自恋、掌控的镜子。

他们把自身对成就、理想、权

力和名声的欲望，全部投射

在心智尚未健全的孩子身

上，何其残忍，却又如此寻

常。

比起少年那一次次“对

不起”，遗书中那句“我好像

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反反复

复，更是沉痛、戳心；比起精

英父母的强权，整个社会的病症更叫人唏嘘。每

个人眼里都装满了“成功者”，没人在乎“普通人”，

连来葬礼吊丧的人都说：“他爸对他挺好的，怎么

会？”“那是他弟弟。”“哦，死的是笨的那个。”语气

平淡，平淡得叫人生出疼痛和哀伤。“我觉得学童

轻生这个问题在香港非常严重，如果我人生中只

有一部电影的话，我很想拍这个题材。”导演说，去

年来到上影节首映前他依旧非常忐忑，“我觉得

《年少日记》在香港也只有小部分的人会有共鸣，

它不会是一个受大众喜欢的作品。首映过后，我

发现很多上影节观众也在关注类似的社会问题。

他们写的很多评论，都叫我很感动。”那些留下评

论的观众，就如同给这部电影在豆瓣打出高分的

观众，都是因为感动。感动是因为《年少日记》是

一本关于孩童“成长之痛”的日记，也是一本写给

成年人的疗愈日记。

正如同电影的英文片名《TimeStillTurns

ThePages》（如果直译的话，为“时间仍在翻页”），

多年之后，原生家庭留下的血淋淋的伤，以为时间

能抚愈的疤，悄无声息地撕开，仍旧生疼。它并没

有随着年岁渐长消失，反而令郑老师在面对婚姻

和家庭时生出了怯懦，给另一半带去了伤害。电

影用95分钟，拥抱这伤痛，也尝试治愈这伤痛——

郑老师在20年后终于与一直无法原谅的父亲有

了一次真正的对话，有了一个叫人心痛却也感动

的扎实的拥抱，“在那场戏之后，电影所有的镜头

再不用手持拍摄了，他（郑老师）的心定了下来，准

备好自己，来面对当下了。”卓亦谦坦言，之前有一

版剧本里，郑老师和爸爸最后的对话其实是一场

梦境，他醒来后发现对话没有发生，爸爸已经走

了。“我作为创作者，想的是到底要不要选择原谅

一个做错了事的人？我问我自己说，你自己也是

一个人，你也做错过很多事情，你自己做错事之

后，你伤害了一些人之后，你想不想得到原谅？我

想得到。”所以他最后做了选择，“郑老师和他的父

亲，不一定和解了。也并不是说他就此释怀。他

内心有一个伤口，也许永远不会愈合，但他至少迈

出了接受自己有一个伤口的第一步。”

原生家庭的创伤，或许要用一生去治愈。治

愈，或许是有一部好电影，在黑暗里陪你细碎地

哭。治愈，也是像郑老师，像卓亦谦，像很多承认

自己也写过“年少日记”的你我，先迈出接受自己

有一个伤口的第一步。

楚地有才、楚韵悠长。由湖北

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湖北三峡演艺

集团出品的话剧《屈原》充满浪漫

诗意，节奏酣畅灵活，历史事件的

选择与情节铺排精当而巧妙，笔力

雄隽、人物灵动。主角屈原以及一

众配角各有亮点，其中最具新意

的，是楚怀王的形象。编剧黄维若

与演员郝平对这个历史人物的创

造性重塑令人折服，共同展现出一

个与以往惯常所见的“亡国之君”

完全不同的楚怀王。

在本剧中，楚怀王是一个有别

于“谗谄蔽明”的昏君的形象——

他形同“巨婴”，亦正亦邪，以幼稚

著称，被群臣暗嘲为“没长大的顽

童”。剧中重要情节诸如“楚怀王

被张仪以商於六百里地诓骗而断

绝齐楚联盟”“被骗至武关被扣而

囚死于秦宫”等，都是编剧在真实

历史情境基础上的戏剧化铺陈，重

点在于塑造楚怀王的形象。他是

复杂而多面的，当然有纵情声色犬

马的耽溺享乐，但随着剧情展开，

观众可以发现他又经常夹杂些许

为国为民的“真心”，以及

难以挽住时代巨轮的无

奈；他未必不清楚朝堂上

各派纷争的利益焦点与奸

臣逆子的狼子野心，但又

试图在“装糊涂”与好大喜

功的侥幸心理中维持博弈

与平衡的“帝王术”……这

都要求演员加以准确把握

并有层次、有深浅、有着

重、有侧面地表达。

毫无疑问，楚怀王与

屈原的关系是全剧的重

点，两人有大量的对手戏，

互动频繁、彼此映衬。根

据剧本的人物设定和情节

安排，他们的关系超越了

君臣、兄友，时不时地交错

时空进行灵魂的对话和

“画外音”式的交底对谈，这不

仅拓展了剧情呈现的维度，使

叙事节奏更为灵活跳脱，还为

严肃、板正的历史正剧营造出

些许轻松诙谐的氛围。郝平将

楚怀王诠释为一个“老顽童”，

着力为舞台形象注入生机与活

力，展示了丰富的表演层次

——在对待屈原的态度上，他

欣赏屈原之才，又不满屈原对

他不留情面地据理力争；他和

屈原有老友间的惺惺相惜，互

相提点、互为支持，又不得不最

终在政治歧路上分道扬镳；他

的顽固与偏执误了楚国、害了

屈原，但在囚于秦宫时寸土不

让、宁死也没有向秦国低头。

在郝平的表演下，楚怀王的言

行举止往往充满着矛盾，却在

曲折跌宕的剧情勾连中，具有

深层的逻辑自洽，令人回味。

郝平对人物的演绎摆脱了二元

对立、非黑即白的“成王败寇”

窠臼，丰满了人物性格与叙事

肌理，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

并能引发观众思考，去审

视在具体历史情境下，每

个人物因自身局限与思想

境界的差异而会导致的种

种矛盾对立。

总之，郝平饰演的楚

怀王既有人性的晦暗，又有

人性的亮烈；他有普通人的

欲望与弱点，是历史坐标系

中失败的君王，身死国灭为

天下笑，却最终维持住了一

国之君的尊严和底线，可

悲、可惜复可叹。性格悲剧

与命运悲剧这两大悲剧类

型在人物身上达成了高度

的辩证统一，楚怀王则从史

书的记载和当代文学的加

工中，立体、鲜活地走到了

观众面前。

2001年管虎执导、陈道

明主演的经侦反黑剧《黑

洞》，马伊琍饰演的是一个

地方恶霸的情人。演员表

的末尾，跑龙套的角色。20

年过去了，许多观众也许已

经记不起来那个清秀柔弱、

楚楚可怜的“小云儿”，但谁

不知道马伊琍呢？每个年

代的当红戏，都有她美丽的

影子与成长的足迹。

话剧《千里江山图》，她

饰演女一号凌汶。在以男

性群像为主的小说原著中，

凌汶出场不久就牺牲了。

舞台上凌汶的戏也就20分

钟不到。凌汶一直在寻找

她失踪了三年的丈夫龙冬。她和龙冬都是中共

地下党员。“他留下了纸条，让我等他。我就等

他。这一等，就是三年。他到底在哪里呢？是不

是出了什么事情？他还在不在？”她缓慢又带些

恍惚地对前来接头、形影不离、貌似追求她的易

君年说着自己的心事。马伊琍的音色动听，声线

不高，但吐字清晰。即使坐在剧场的后排，也能

听得见凌汶的心痛与心碎。在《我的前半生》里，

马伊琍的台词有迅猛激烈的一面；《繁花》中的沪

语，她说得风生水起，自呈戏台。——“马伊琍的

戏太少了。”一同观剧的朋友感叹道。“但你还是记

住了。”

“你还是记住了。因为她是马伊琍。”——能

带你深深入戏的演员就是好演员。不好的演员，

就是那种长得再好，也让你分分钟出戏，并替他

搭戏的那位遗憾抱屈。

自然流畅一贯是马伊琍的演技特点。而在

电视剧《繁花》中，她让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她的

“失控”，玲子的失控。这个部分也是《繁花》最精

彩的戏份之一。一位貌似独立的女强人，一个见

惯上海滩市面的女老板，面对着熟悉的伙伴突然

议论宝总的男女事，她自己被掩盖的、自己不甚

清楚的心事无端被触痛，瞬时之间，身姿大于语

言迅捷变化，面色陡转，等到撕破脸的台词总爆

发时，身心的内部发酵已然

完成。炸弹的碎片是要清

场后再去处理的。“不由自

主”是演员在片场的最佳状

态。所谓失控，其实与控制

是一体两面。有所控制，控

制得好，失控才令人深窥到

了人物的内里，感情的深

渊。马伊琍的“失控”仍然

是她自然流畅的一部分，这

一次，她只是让我们认识

到、欣赏到她深刻的、立体

的塑形能力。

曾经在《找到你》的电

影首发式上，见到马伊琍真

人。这是她与姚晨双女主

的戏，她演一个来自乡村、

因失去女儿而到城市想有所抱负的悲情女子。

舞台上直面观众的马伊琍文静温和，这气息与剧

中的角色是相通的。而在一些影视授奖仪式的

星光耀眼场合里，她往往是得体俏皮、对应敏捷，

既显女性的美仪，又示独立的个性。智商、情商、

艺商全线在位。

马伊琍，《千里江山图》的开场，她穿着蓝色

旗袍，与众演员齐坐一排，手捧小说，是第一幕的

朗读者。话剧导演找到她，或者她选择演话剧，

在《繁花》之后，怎么看都很自然。

那个易君年，就是杀害凌汶丈夫龙冬的国民

党特务。黑漆漆的广州老房子，寻找丈夫足迹的

凌汶被易君年杀死。“你为什么老想着他？放不

下他？”易君年不仅是杀害那对年轻夫妇的凶

手，他的坏、他的残暴里还有着毁灭美的变态。

看着马伊琍饰演的凌汶，那纤弱的身体在恶手之

下缓缓倒下，背景幕布上飞溅的鲜血，悲凉悲壮

的洞箫之音，舞台的效果放大了小说的深沉。让

我们回过头去，又想到凌汶出场时说的那个“等

三年”。

青春，爱情，信仰，牺牲，是走出剧院让人思

考的。而始终在成长的马伊琍，也一定因为舞

台，找到她新的精神滋养。她是聪明的，一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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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团奔赴“码头”
越来越多的名团、好戏、优秀文艺家奔着上

海这一“源头”“码头”而来，在戏剧舞台上各显

其能，各展风采。作为专注于戏剧表演艺术的

“白玉兰奖”，本届参评演出期间，一些突出的亮

点得到了人们充分关注。

其一，舞台表演艺术进一步呈现出丰富多元

的特色。在着力于传承创新、推动地方戏曲繁荣

发展的文化氛围下，戏曲表演的文化品格、地域特

色、艺术魅力得到了充分彰显，54台戏曲剧目参

评，包含南北13个戏曲剧种，成为占比最高的演艺

门类，把中国戏曲的地位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在

独领风骚的戏曲表演面前，话剧也不甘示弱——

本届参评话剧达23台，数量达到新高，题材样式也

显得格外宽泛。而音乐剧、舞剧、芭蕾舞剧等，作

为戏剧大家庭的一员，也呈现出独有的魅力。

其二，青年表演艺术人才异军突起，表现亮

眼。在本届参评剧目中，由90后担纲主演的剧目

不在少数，他们以亮眼的表现赢得业内专家和广

大观众的赞誉。传统技艺的进阶、提升是他们对

当代舞台艺术所作出的贡献；学会创造、坚持突

破、志在超越成就了他们的艺术品格，而这一切

绝非偶然，是艺术前辈一路的提携教诲，是时代

雨露的滋养。本届“新人主角奖”竞争尤为激烈，

它让我们看到舞台艺术正在焕发出新的生机。

其三，优秀剧目复排上演与新创剧目并行不

悖，相得益彰。剧作家徐棻创作于上世纪的一系

列剧作，颇具影响力。她善于在作品中为表演留

有创作空间，以凸显剧种特色、展现演员魅力，也

因此成就了一批戏剧“梅花奖”演员。在本届参

评剧目中，多部徐棻老师当年的力作再度复排，

或由其他剧种移植上演，如：川剧《燕燕》、评剧

《目连之母》、晋剧《庄周试妻》等，其丰沛的舞台

感染力不减当年。参评剧目越剧《舞台姐妹》、京

剧《骆驼祥子》同样属于这种情况。这些诞生于

二十世纪的优秀剧目，不同于传统骨子戏，集中

反映了“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样一个热切追求，是一个

时代、一代艺术家的思想结晶和创造性成果，如

今由新生代演员“接棒”，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优秀

文化很好地实现了代际传承，也使中国戏剧表演

血脉不断、精神延续成为一种具有行动力的实

操。而《阳明悟道》《过崖记》《革命家庭》《向警

予》《鲁镇》《钱塘里》等一批新创作戏曲剧目则是

在优秀文化基因上萌发的新芽。

“情”“技”融合挑战自我
获奖演员综合实力过硬、“新人奖”演员艺术

潜力得到充分展现，是评定表演艺术奖的一条基

准线。来自贵州的京剧演员冯冠博此次在京剧

《阳明悟道》中饰演古代哲人王阳明，以“文戏武

唱”方式，实现了角色“情”与“技”的融合，将人物

思想的博大深邃和人格的清健通达表现得鲜明

丰满，而张弛有度、神采飞扬的唱、念、做，不仅很

好展现了王阳明“长思顿悟”的历史瞬间，也给观

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剧体验。

上海的舞剧演员朱洁静为观众所熟悉，在多

部舞剧中塑造的人物被业界誉为“教科书式的表

演”。在舞剧《朱鹮》中，她饰演的女主角“鹮仙”

是一个拟人化动物形象。朱洁静以细腻灵动的

肢体语言，将鸟类的生活习性和日常神态表现得

惟妙惟肖、神形兼备，将朱鹮在不同境遇下的情

态演绎得极富东方美感。

刘敏涛、辛芷蕾近年来活跃在影视领域，受

到观众喜爱。在本届白玉兰奖评选中，她们怀着

对戏剧的敬畏之心走上舞台。两人分别在话剧

《俗世奇人》和《初步举证》中塑造了独具个性的

女性形象——《俗世奇人》中的关二姐是个酒馆

女掌柜，善良、豁达，刘敏涛以从容而富有棱角的

表演，将其八面玲珑、侠肝义胆的性格特征展现

得张弛有度，真实可信。辛芷蕾担纲的《初步举

证》是一部典型的“独角戏”，一个人承担130分钟

的表演，不仅要呈现女律师泰莎反差极大的心理

变化，还要将二十多个不同角色的神貌、行动，逼

真地传递给观众，这对于演员来说不啻是一场挑

战。然而，辛芷蕾却完成得十分出色，人们对其

具有戏剧张力和舞台爆发力的表演给予了充分

肯定。这些年，优秀影视演员纷纷走上舞台，他

们把出演舞台剧看作是对自身表演能力的淬炼

和检验。

杨彦是南京市话剧团的演员，在话剧《刻经》

中饰演一位身处乱世、却饱含家国情怀和民族精

神的老者。杨彦以沉稳、自信的表演，在空灵的

舞台上营造出独特的戏剧空间。全剧一万多字

台词，他句读严谨、吐字苍劲、气韵浑厚，显示出

扎实的台词功力。曾昭娟是天津著名评剧演员，

曾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在评剧《革命家

庭》中，她突破流派和行当束缚，充分发挥评剧声

腔特点，将一个为革命奉献一生乃至献出家庭的

母亲形象塑造得雍容大气、真切感人。

俄罗斯演员安菲萨 基里利娜在音乐剧《安

娜 卡列尼娜》中饰演女主角安娜，以其精湛的演

唱和精准的表演，成功塑造了托尔斯泰笔下高

贵、感性同时又是生活中勇者的女性形象。演员

追求人物情感的真实和性格逻辑的真实，并将这

种真实化为有效的、直抵人心的戏剧行动。近年

来，参评“白玉兰奖”的外籍演员逐年增多，本届

有8名外籍演员角逐多个奖项，安菲萨 基里利娜

无疑是其中最为亮眼的一颗星。

新人出彩引人入胜
上海观众对闽剧不是很熟悉。参评演出中，

当闽剧演员杨帅一开嗓、一亮相，上海观众很快

就喜欢上了这位90后地方戏小生演员。在闽剧

《过崖记》中，杨帅饰演一个有书生气的小狱吏，

他以有节制而又不失爆发力的表演，多维度呈现

出角色内心的风云跌宕，将一个在道德准则面前

备受煎熬的小人物演绎得真实而立体，从而使这

部古典题材的戏曲具有特别的当下感。

曲剧《鲁镇》中祥林嫂的扮演者李晶花同样

是90后演员，其舞台表现的成熟度，再次刷新了

人们对青年演员的认识。她将祥林嫂各年龄段

的人生际遇、形体变化与心理状态表现得生动而

准确；在依循河南曲剧基本风格的同时，也做了

大胆创新——剧中一段圆场，充分利用脚步的变

化，突出了戏曲身段的舞蹈性，将祥林嫂惊惶忐

忑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基本功扎实、可

塑性强这些特点外，李晶花的另一亮点在于唱，

她结合中国民族歌剧演唱方法来处理曲剧声腔，

音高音准和表现力都呈现出一个新的境界。

青年越剧演员俞果宗“徐（玉兰）派”，在越剧

《舞台姐妹》中饰演邢月红。小生演员演女性角

色是一次跨行当表演，“戏中戏”则需要呈现多个

越剧小生流派，在一系列角色身份切换中，俞果

的表演自然流畅，毫无违和感；重场戏也表现出

对舞台的把控能力。其唱功扎实、韵味醇厚，深

得真传，虽是传承剧目，但完成度较高，将一名女

子越剧艺人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化，以及艰难的心

路历程表现得丝丝入扣。浙江越剧“吕派”花旦

李云霄因出演“新国风”越剧而成为“破圈”的一

代。然而，李云霄不满足已有的艺术标签和所积

累的人气，勇于挑战自我，在现代戏《钱塘里》中

饰演一个受到生活和伦理考验的都市青年。离

开了九尺水袖能不能适应舞台表演？真实故事、

烟火人家能不能让越剧依然好听好看？李云霄

以亲身实践去寻求当代越剧的发展路径，把创新

突破视为进阶之路，而通过《钱塘里》中方小米这

一形象的塑造，也交出了令师长和观众满意的答

卷。

藏族演员格多是上戏2017届表演系西藏班

学生。在汉藏双语版话剧《哈姆雷特》中饰演丹

麦王克劳狄斯。凭借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理解，舞

台上的格多以特有的气质，将时空、地域屏障化

解为表演优势，潜心刻画出人物内心的奸诈阴

暗、惶恐不安；其表演节奏不疾不徐，富有音律感

的藏语台词行云流水般铺展开来，让华丽的莎士

比亚语言呈现出一种新鲜的、从未有过的天然律

动，从而打开了世界名剧中国化民族化的想象。

莎士比亚说，戏剧是给它的时代看看自己演变发

展的模型。以这个理念来看所有从事表演艺术

的人们，每一位都是自觉而辛勤的建造师，是用

心最为专一的时光雕刻家。

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将“特殊

贡献奖”授予越剧一代宗师、“吕派”艺术创始人

吕瑞英。吕瑞英早年主演《梁山伯与祝英台》而

崭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党和政府的重点

培养，其间向朱传茗、张传芳、方传芸等昆曲名家

系统学习旦角表演艺术，形成了文武兼备、绚丽

明亮的表演风格。由她主演的《三看御妹》《金山

战鼓》《西厢记》《九斤姑娘》《十一郎》《桃李梅》

《花中君子》等成为越剧舞台上的经典。

继去年成功举办白玉兰戏剧主角奖演员优

秀剧目展演，本届仍将积极推动这一活动的开

展，并鼓励文艺家深入基层、扎根人民、弘扬优秀

文化，届时也将集结一批获奖中青年演员深入基

层演出，进一步拓展白玉兰戏剧奖的外延及影

响，把表彰优秀文艺家的活动办成与人民共享的

艺术节庆。

——第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综述

第32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以参评剧
目83台、参评演员总数152人创下历届之最。四季
飘香，近悦远来，贯穿全年的“白玉兰”演出、评奖活
动，在打造亚洲演艺之都、促进国内外戏剧交流合
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也成为具有鲜明标识度的城
市文化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