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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忍的，
其实不仅仅是《庆余年2》的广告

自开播以来，《庆余年2》在平

台数据上连破多项纪录，甚至在海

外多地也创下细分领域观看纪录，

风头无二。但对于这部当下被热

议的“剧王”，“一集十个广告”“就

差把收款二维码植入进去了”的吐

槽声也不绝于耳。观众不能忍的是

广告吗？不，不能忍的是，5年等待

换来的失望，而且是植入了广告的

失望。

不得不承认，得益于原著和第

一部的热度和口碑，《庆余年2》的收

视数据可圈可点。在国内，首播当

晚，《庆余年2》即创下了多项纪录，

腾讯视频开播仅57分钟，热度值就

突破了30000，开播第二日热度值破

33636，创腾讯视频热度值历史最高

纪录。在海外，《庆余年2》成为迪士

尼流媒体平台Disney+有史以来播

出热度最高的中国大陆剧。

这样的成绩单，要归功于第一

部打下的“江山”，《庆余年1》2019

年开播，成为当年最火热的剧集之

一，并在全球五大洲27个国家和地

区播出，因此第二季开机前，《庆余

年2》就已经落实和迪士尼的合作，

全球同步发行。

遗憾的是，《庆余年2》最终没有

逃脱国产剧“续集难工”的宿命。第

一季拿下了豆瓣7.9分，同样的导

演、同样的班底，同一部小说，这次

只有7.1分。5年，观众没有等来他

们期待的朝堂、江湖、爱情等元素，

网友评论：“前面几集剧情注水、拖

时长、故事推进慢实在太明显了。”

让观众难以接受的是，广告太

多。不少观众评价：“《庆余年2》五

步一广告，十步一堆广告”。不过，

也有网友表示理解，“播得好的剧广

告一般都多”“人家是剧王，广告商

都来投，所以也很正常”……观众不

能忍受的是广告吗？

有业内人士统计过，《庆余年2》

的集均广告在腾讯平台比《繁花》要

少，但是与《繁花》相比，观众对《庆

余年2》广告的评价却大有不同。近

四成观众对《庆余年2》的广告持负

面情绪，对《繁花》广告持负面情绪

的却不到一成。

观众之所以对《繁花》和《庆余

年2》广告的态度不一样，还是因为

内容。笼统地说，《繁花》与《庆余年

2》的广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前者

推动了剧情发展，为剧情锦上添花；

后者像是硬生生跳出的“消费品”，

喧宾夺主。比如安慕酸酪在《庆余

年2》第一集中，范闲假死潜回京都，

看见全城商贩借着“吊唁小范大人”

的名义、促销自家商品，此时安慕酸

酪的摊主，拦住范闲，完整说出了产

品的大段推销词。这种植入除了展

示场面的荒诞，与剧情推动并无关

联，也让节奏拖沓。反观《繁花》，通

过宝总在剧中穿西装的镜头，展示

阿玛尼西装的质感，这让网友感叹：

“把这些片段剪一剪就可以成为阿

玛尼西装的宣传片！”

严格地说，一个是古装剧，一个

是现代剧，可比性不大。可见观众

恨的不仅仅是广告，而是不给力的

剧情中，还夹杂那么多广告。吸金

与生存固然重要，但没有内容支撑，

也只能拉一波流量而已！

◆ 戴 平

◆ 毛时安

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刺猬

铸造文学与舞台剧的双向赋能

日前在东方艺术中心首演的话剧

《向延安》，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及上海解放75周年的礼赞

之作。它改编自海飞获“人民文学奖 ·

长篇小说双年奖”的同名小说，并由海

飞担任编剧。

如何将这部300多页、故事跨度逾

20年的原作浓缩到话剧舞台，是一个

大难题。作为谍战题材作品，编剧和

导演的追求，不仅是给予观众外部的

情节刺激与视听冲击，而是希望这部

戏在谍战类型的基础上，更加具备一

种文学的价值和诗性的品格。导演李

伯男提出的这个要求做到了吗？我看

完这部长达3小时的话剧作品，认为基

本上做到了。《向延安》将文学之中的

人性幽微与诗性品格结合起来，在舞

台上得到戏剧的呈现，谱写了一曲令

人动容的青春之歌。

向金喜是向家的三少爷，酷爱厨

艺。他看上去有点玩世不恭，其实重

情重义，处事细致缜密。在社会动荡

中，他面对“失去”亲情、友情和爱情，

一直保持着理想和信念。要追随女友

去延安前，他不知道革命、流血、牺牲

意味着什么；但没有去成延安，留在上

海之后，他接受地下党指示，凭着高超

的厨艺，先后隐藏在日寇的秋田公司

和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中，暗中为

革命工作，背负了“汉奸”的骂名，蒙受

不白之冤；他还接受组织指令，与实际

上是他的“大嫂”的袁春梅假扮夫妻，

当了自家侄子的“父亲”。这就是向金

喜这个“非典型”革命者的感人之处。

北京人艺演员刘智扬饰演这个一号主

角，身入、心入、情入，从懵懂单纯到成

熟稳健，有极强的爆发力和感染力。

大哥向金山是一个生意人，他读

过大学，却行踪不定，还是一个潦倒的

“老光棍”，其实他早就投身革命，也有

了爱人和儿子。二少爷向金水，是76

号行动队队长，杀害了许多爱国志士，

罪恶累累，但他的身份也保护了向

家。这三兄弟的性格和行动的不同，

成就了《向延安》的主要戏剧冲突，体

现了文学性和戏剧性的互融性。李传

缨饰演的地下党员老唐，大义凛然，饱

含真情，感人至深。顾鑫饰演向金山、

李施嬅饰演袁春梅、江佳奇饰演罗家

英、王楠均饰演向金水的表演，也都性

格鲜明、可圈可点。各路演员集合成

的“大家庭”成员，在剧中配合默契，形

成鲜活的“一棵菜”。

整部戏的节奏张弛有度，在扣人

心弦的情节跌宕起伏中，主人公的精

神信仰和斗争成长的红线，始终贯穿

其中，脉络清晰。人物的台词充满文

学性，听后有丰富的回味。话剧《向延

安》拥抱人性复杂与命运无常，观照生

命之中的美与真实，让踟蹰的脚步得

到鼓舞，让软弱被理解，让平凡者的不

凡生活被看见。此剧最大的特色是：

铸造了文学与舞台剧的双向赋能。

舞美设计也有特点。一个恢宏写

意的钟楼居于中心，成为本剧的主要

意象。钟楼被特意设计成“四面有门”

的形式，成为一种“可以从不同的路径

和大门抵达延安”的隐喻。在灯光和

多媒体的合作下，如同时代的年轮般、

流动地迁移着场景，最终将故事推向

高潮。“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声，混

杂着外滩的枪声，百乐门的舞曲伴奏

着黎明前的黑暗，流行与古典交织的

配乐，演绎出摩登与悲怆并存的气

质。在灯光和多媒体的合作下，最终

将故事推向高潮。

观赏话剧《不可说》的过程有

点烧脑。估计很多观众和我一

样，一开始被男女主角一地鸡毛

的争辩所牵引，以为接下来的故

事逻辑大抵偏向于家庭伦理。直

到出现时空交错的表演和罗生门

式的悲剧关系（到底是谁死了？

还是都死了？），才开始调整视野

角度和思想维度，不再纠结于形

而下的生生死死，而把注意力集

中到形而上的启悟。

由此就可理解，你让剧作者

写此剧的“故事梗概”，可能连他

本人都很难表述到位。如果这样

写：“一对事业有成的医生夫妇，

在争吵与摩擦中小心翼翼地维系

夫妻关系，而妻子前男友的突然

造访，揭开了一个多年的谎言，于

是一连串的悲剧开始上演……”

这样概括准确吗？窃以为不很准

确。争吵、摩擦、谎言、事故，展开

得都不够细致、不够高潮，如果以

传统话剧的“戏剧性”衡量，那么

戏剧冲突显然是不够的。寄望于

戏剧冲突，也许你会有点失望；可

是一旦你循着“罗生门式悲剧关

系”深思其间的人生哲理，便能体

悟剧作者的匠心与苦心。

究竟是什么样的匠心和苦心

呢？

剧作者其实用剧名“点题”了。充

满玄机的“不可说”，寓意无穷。当剧中

主人公絮絮叨叨言说时，或被误读，或

引发争吵，越说越远离初衷，越说越远

离和谐。所谓罗生门，指的就是当事人

各执一词，让真相扑朔迷离。不说犹

可，一说乱套，这是不二命门。虽然剧

情中的主人公说的是他们的事，然而其

所折射的，何止于此？你会在游离之

处，突然引发诸种联想，生活中原本毫

无意义的某些细节瞬间涌上心头，然后

顿悟“不可说”的妙义。

越说越错，哪里是口才的原因？纵

然你有如簧之舌的辩才，在人生面前，

你的辩才毫无用处，你一开口，上帝就

发笑。说到底，人性的复杂和幽暗有时

连我们自己也无法估量，遑论他人。为

了剧情需要，也许不得不安排谎言到

场，可是即便没有谎言，面对赤裸

裸的坦诚，可能也未必会有更好

的结局。

剧作家喻荣军近年的创作，

较多锁定在形而上的主题。之前

看过他的《家客》和《乌合之众》，

其别具一格和别开生面的表述，

让我对“话剧的种种可能”充满了

想象和期待。不再耿耿于怀于故

事剧情，不再简单厮守于三一律，

让“说话艺术”插上思想的翅膀，

辅助于与时俱进的舞美设计，一

次次带给我们惊喜。

一直以来，我都执着地认定：

在所有的艺术样式中，话剧是最

善于表达思想的，最能直抵观众

的灵魂。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而

言，一个民族的思想启蒙，常常是

需要“借助工具”的，而话剧无疑

是最佳的工具之一。关于思想启

蒙，应该作宽解——对情感领域

的深度探究，对理性世界的深入

探讨，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何尝不

是一种思想启蒙？

对于创作者而言，各种各样

的故事类型几乎都被编排过一

遍，“创新”的余地是有限的。无

论你有多么催人泪下的剧情，无

论你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巧合，观

者难免会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慨

叹。而一旦不囿于形而下，而从形而上

的立意入手，则天地广阔。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不是

“捷径”，而是一条“孤勇者之路”——因

为这条路上，走着的都是思想者，如果

你的思想品质不具有引领风范，那么你

是无法厕身其间，在所谓的广阔天地纵

横捭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的

话剧更加考验创作者的思想和艺术功

力。虽然喻荣军的话剧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但我看到了希望。

我不知道这样的“剧评”是不是言

不及义？对这部《不可说》，最好的剧评

就是“不可说”，或者说“不可说破”——

本来其内核是无限丰富的，但形诸文

字，就不得不“世俗化”了。在幽冥的人

性世界里，语言常常是苍白无力的。此

刻在电脑前，我就有这种无力感。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随着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问世，宣

告着一个根植于上海红色文化的经典IP，将正式

以“三生花”的样态竞相绽放在中国艺坛。一个内

容IP，从大银幕诞生到舞台重构，然后重上大银

幕焕新再造，其跨越数十年的艺术嬗变历程，注定

将成为一个独具范本价值的文化现象。

艺术突围

如果说1958年版的影片是《永不消逝的电

波》经典IP之花的首度绽放，2019年由韩真、周莉

娅联合执导，王佳俊、朱洁静主演，上海歌舞团出

品的同名舞剧，则充分发挥了舞蹈艺术写意、会

神，恣肆、隽永的基因特质，堪称完美的“二度创

作”，使得经典IP之花更是在当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

力。“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舞剧同样奉

献了一句堪称“戏眼”的主题词，不仅加深了舞剧本

身的审美深度和情绪共鸣广度，对于红色经典文

化IP，也进行了一次与时俱进的深化与升华。

舞剧电影的创作初衷，就是将舞剧《永不消逝的

电波》这部时代舞台经典，通过现代化的光影技术，

长久地留在时间长河里。郑大圣执导的这部舞剧电

影，从首映的观看体验上，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一次颇

具创新价值的艺术突围，在大银幕上，“电波”这个经

典IP三度绽放奇光异彩。这个根植于上海的红色

文化经典IP，终成一朵各具精彩的“三生花”。

艺术创新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个性风格的电影导演，郑

大圣导演在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创作过

程中，很好地把握了创作中不变与变化的整体分

寸感，在不露痕迹，高度的克制内敛中，在影片中

做出了自己的艺术“加法”和“减法”。

所谓的不变，是导演不仅忠实地呈现了原版

舞剧符号化特征强烈的质感氛围，也基本完整保

留了原版舞剧中最经典的舞蹈段落，如《渔光曲》

《诀别》等，舞剧中风格化的报馆、旗袍店的群舞场

面，也得到了高度还原，甚至在经典舞蹈段落的拍

摄的主机位上，刻意地采取了剧场观众的视角。

即使从未进入剧场看过舞剧的观众，也能从这部

电影直接感受到舞剧本身的艺术感染力。

但如果止步于此，这部电影可能还是难以挣

脱“舞台纪录片”的审美疲劳。于是，在充分尊重

舞剧本身的艺术语言系统的完整性基础上，导演

精妙地加入了两个独特的导演视角，进行了大胆

的“变化”。一是充分发挥影像艺术的独特张力，

全面应用杜比全景声、4K超高清、MOCO（动作捕

捉摄影机）、伸缩炮、LED虚拟摄影等最新影像技

术，用个性化的蒙太奇手法，在完整的舞蹈段落里

画龙点睛地呈现主人公的眼神、神态和肢体微表

情。在男女主人公情感升华的几个关键段落的共

舞中，背景更是以电脑特技辅助，对人物内心的情

绪进行了风格奔放热烈的外化表达，崭新的影像

语言与经典的舞蹈语汇强烈对撞，构成了别致而

和谐的复调叙事。

影片中，还精心设计了带有布莱希特间离风

格的打破四面墙的立体视角。在小裁缝英勇牺牲

一段，大胆地将主体机位摆放于舞蹈演员身后，直

接代入了台下正在观看舞剧现场表演的现代观众，

使观看者成为镜头语意的有机构成。即便是在《渔

光曲》的舞蹈段落里，导演也在观众主视角之外，增

加舞台侧幕条的类“窥视”的第三者视角镜头，这种

“间离”感强烈的镜头语言的作用，不仅更加凸显了

人间烟火的美好，也隐隐地暗示着这种美好的脆弱

易碎。风格化的艺术处理背后，寄托着导演强烈的

创作主张——让经典和现实产生强关联，为此，他

不惜打破观与演的固定逻辑，利用镜头主客关系的

倒置，猛然将观众从艺术欣赏者拉到了人生共情者

的位置，从审美客体变为共情主体。

艺术魅力

舞剧电影相比于舞台版本的最大突破，是增

加了现实场景中的生活化表演段落，特别是对李

侠和兰芬潜伏12年的家庭生活进行了层次丰富、

细致入微的展开，从石库门弄堂里的人间烟火，到

亭子间里的举案齐眉，两情相悦。在影视基地精

心搭建的家居场景里，完成了高度生活化的氛围

营造，其画面质感令人不由自主被带入情境，由此

也带来了这部影片最大的惊喜，就是两位主演王

佳俊和朱洁静，奉献了一个个令人过目难忘的精

彩表演段落，特别是在诀别的高潮段落，朱洁静的

一段无声哭戏，其难度和完成度，令许多专业人士

也连连赞叹。一流的舞蹈家和一流的影视演员之

间，那一种叫作“艺术通感”的“X元素”，在两位优

秀的舞者身上迸发出了迷人的火花。也许在舞剧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之后，王佳俊和朱洁

静会拥有更加广阔的舞台。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还艺术化地

对1958年电影版中那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

你们！”和2019年舞剧版中经典的主题词“长河无

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进行了基因化的“复

刻”，一段老电影里的声音和一句已经在剧迷心目

中成为观剧密码的主题词，都在舞剧电影中一个

最意想不到的场景相继出现了，“三生花”同根同

源，完美对接。作为经典IP“三生花”的最新一

朵，舞剧电影的主创团队也创造出了只属于这一

版舞剧电影的经典时刻——电影尾声时，两位主

人公穿越时空，在当代的上海城市景观中，隔江相

望起舞，然后在朝霞中，对着浩然长空，默默叩击

出“我爱你，永远”的摩斯电码，这时，三部作品的

精神脉络豁然打通——共同的红色底色，共通的

文化情绪，共振的人间情感，通过一代代艺术家彼

此呼应的真诚表达，“电波”一次次焕发出崭新的

文化魅力，在时代长河中永不消逝，由此而生的

“三生花”，才能花开不败。当这朵“三生花”绽放

在我们的时代，作为观众，我们会情不自禁喝一声

彩。

——评话剧《向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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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钟伟

“三生花”，花开不败为哪般？

巨大的看不甚清晰的脸部，布满了整个银

幕。朦胧的晨曦中，宝塔山前，八路军战士李侠缓

缓脱下军帽，同样的朦胧中，纺织女工兰芬慢慢脱

下白色的工作帽；李侠一袭长衫，戴上那副具有标

志性的圆形眼镜；长长的织布机前身材修长的兰

芬换上粉色的旗袍，高高举起全剧中须臾不曾离

的那只黑色手提包；最后战士李侠庄重地举起右

手，向着延河之滨巍巍宝塔敬礼……就像一幅湿

漉漉的水墨画。5月27日，上海解放75周年当

晚，由上海歌舞团携手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推

出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这样撩开了她

神秘的面纱。这部长达90分钟，只有一句画外音

的影片令在场的观众热泪盈眶，心潮激荡。放映

结束，全场观众依然沉浸在剧中，最后才爆发出呼

啸的欢呼和热烈的掌声。这是上海这座光荣之

城、英雄之城、伟大之城写给新中国成立75周年

的一封红色情书。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潜伏上海12年、负责

秘密电台的地下党员李白被捕，他宁死不屈，就在

上海解放的20天前，英勇牺牲。从生活到艺术，

1958年，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

映，主人公李侠头戴耳机，向延安发出最后一份电

报时冷峻英俊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电影不可磨

灭的经典的时代记忆之一。2018年，上海歌舞团

创排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演轰动，全国巡

演近620场，魅力不减，激起了巨大的观演狂飙，

不乏连续刷剧、追剧者，甚至难以想象地出现了连

刷50场的热情观众。这部舞剧也成为了一部真

正意义上的现象级文艺作品。

我一直担心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如何

面对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令人欣慰的是，出

自文艺世家的电影导演郑大圣，以其深厚的艺术

修养和艺术感觉，调动了主演王佳俊和朱洁静

这两位青年舞者潜在的艺术天赋，以高度电影

化的叙事语言，激发出舞剧巨大的新质审美能

量。除了进剧场，还有一种打开舞剧美丽的全新

方式——舞剧电影。审美，打开历史的方式是多

种多样的，给人的艺术震撼也是多种多样并行不

悖的，哪怕面对的是同一对象。

影片不是舞剧拷贝和翻拍，而是一种全新的

解读和再现，是对舞剧结构的分解和重构。影片

开始的“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的引子

和“我想念你们”的结尾，如一本大书的封面和封

底，遥相呼应。而那段充满着上海烟火气息，涂满

唯美主义色彩，在《渔光曲》旋律中展开的身着旗

袍手执蒲扇的群舞，则先声夺人地成为影片正式

开始的第一场。而那段婀娜的舞蹈律动中，穿插

了光斑闪烁动荡不安的旧上海黑白纪录片画面。

全片中还不时出现上海街头弄堂日常生活的画

面，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和辅以扑面而来的市井

气息，给人广阔的联想。

影片充分发挥了电影蒙太奇镜头转换、组接

自由流动的灵动性，丰富拓展了舞台表演的内

涵。在镜头摇移推拉的镜头运动中，展现了李侠

发报时，话务机、收音机、楼梯、阁楼的战斗环境；

兰芬画眉毛、结围巾、吃早餐的细节；电梯中与女

特务柳妮娜不期而遇穿插了拷打的镣铐声、惨叫

声；李侠阅读带血报纸之际独舞的极度悲痛、传递

情报三人舞的心理高度紧张，就连面部表情都在

特写镜头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小裁缝牺牲的那

场戏，从电车里他抢下李侠脖子上红围巾的一瞬

间，镜头始终聚焦，直到枪响那一刻他倒在潮湿的

电车路轨旁。红围巾、白兰花充满画面，卖花女孩

消瘦的身影飘然而过，虚化的白色背景前，观众看

到李侠在教小战士读书识字的动人情景，镜头又

突然回到面向着观众的剧场舞台……

当然最令人感动的还是李侠兰芬夫妻诀别的

双人舞。伴着钢琴颗粒饱满的旋律，在爱情回忆

的甜蜜中，墙纸上的粉色花朵慢慢绽放，微风中轻

轻吹起兰芬旗袍浅色的下摆。贯穿全片的电波意

象，此刻时而像坠落的流星，时而像汹涌的波涛，穿

插在黑色的夜空中。他们紧紧拥抱着，修长的手指

在彼此肩头敲击着爱和信念的摩斯密码，传递着令

我们灵魂为之颤抖的无声却深情的告白。影片中

流露的爱，是最上海人的，也是最上海城的；是最个

人的，也是最众生的；是最英雄的，也是最世俗日常

的；是最上海的，也是最中国的。

我非常欣赏青年舞者王佳俊和朱洁静在影片

中的表现。他们不断突破自我，升华了艺术表演，

其才华不仅在动作的飘逸舒展，还在情节节点上

有爆发力的高超的肢体语言，而且进一步发挥了

连电影表演艺术家潘虹都赞叹不已的体验人物内

心的能力，刻画了人物感情世界和内在精神气质，

实现了“舞蹈生活化，生活舞蹈化”的结合。李侠

看到战友牺牲的内心悲痛和克制、发报时如战士

一般的坚定，以及书生的儒雅、牺牲前的从容；兰

芬诀别爱人生离死别时的悲痛欲绝，还有双人舞

目光交集时流露出的甜蜜爱意——所有的肢体律

动都写在眉眼之间。他们气息相通，舞姿饱含情

感浓度，达到了表演和生活、演员和角色、灵魂和

肉体高度融合的审美境界。他们对非舞台表演的

强大适应能力，即使经过镜头的特写，依然经得起

我们严厉的挑剔。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人

在白色恐怖下险恶环境中内心深刻的信仰力量，

还有并肩战斗的夫妻之间平静朴素真挚且坚定不

移的爱。而1958年孙道临让我们怀念了几十年

的声音，“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在霞光

中回荡，作为影片的结尾，堪称神来之笔。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舞台的假定性

写意性与电影的写实性生活化相结合，完成了凄

美、壮美、唯美“三美

一体”的红色IP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