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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是著名作

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代

表作之一，荣获第五届

茅盾文学奖，被誉为

“现代上海史诗”。2003

年首次被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改编为普通话版舞

台剧，一直常演不衰。

20年后，舞台剧《长恨

歌》（上海话版）（以下简

称沪语版《长恨歌》）以

一种更为贴合上海气质

的 精 彩 演 绎 ，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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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沪语舞台剧热潮，再

一次征服了广大观众。

沪语版《长恨歌》编

剧赵耀民从27万字的

原著中提炼出“上海小

姐”王琦瑶的三段情感

经历，用3个半小时说

尽40年的情与爱，絮絮

讲述依附于男人的美丽

女子逐步走下坡路直到

不归路的悲剧。

王琦瑶是“典型的

上海弄堂的女儿”，被命

运裹挟，混沌一生而从

未彻悟，充满了自相矛

盾的拧巴：有一套自以为是的“面子

与芯子”理论，嘴硬说“我这一辈子别

的不敢说，但总是靠自己”，却屡屡在

看似自主选择实则随波逐流的过程

中放任自己陷入不堪境地。小说中

的几次“爱情”被精剪成三段以男性

为主导的情感纠葛：被李主任金屋藏

娇是大员圈养“金丝雀”的传统戏码；

与康明逊之间是特殊年代的互相取

暖；与老克勒的短暂畸恋，王琦瑶卑

微到了尘埃里，为了排遣孤独，她决

定把珍藏了一辈子的金条交给他，只

求他继续陪伴自己，却也惨遭拒绝。

海派文学与海派戏剧都具有市

民社会特点，对都市文明既有欣赏又

有幻灭的复杂态度，有一种藏在日常

生计里的罗曼蒂克。小说开篇对弄

堂、流言、闺阁、鸽子进行了细致描

写，用文字营造出宏阔叙事空间和想

象空间，围绕王琦瑶和她周围的人

物，把上海的摩登洋气、精致旖旎，把

几十年的城市变迁、市井生活的城市

记忆一一展现。

舞台上需要由舞美、灯光、音效

设计的通力合作还原出切合原著意

境的视觉效果，主创团队以细腻与精

巧的设计，对剧中女性

无常、无奈和无解的命

运形成审视与反思视

角：波浪形重叠交错的

屋檐上点缀着青瓦和老

虎窗，舞台上方中间悬

着鸽子浮雕，随着剧情

推进，光影也随之在屋

檐上投射不同的时代信

息，搭配上整体压抑厚

重、深沉阴郁的色彩基

调，隐喻着王琦瑶的悲

剧命运，她被长脚掐死

后，屋檐缓缓下坠，为一

场俗世悲剧的起承转合

画上了句点。舞台上三

个大小不一的转台承

担着迅速转场的重任，

又暗喻了岁月流逝的

时、分、秒指针，鸽群、金

条、婚服等意象贯穿始

终，在不同的场景里透

露出隐秘而幽微的女性

心理。

方言作为重要的文

化符号，是地域文化鲜

明而直观的体现。沪剧

版《长恨歌》与近年来深

受观众好评的《繁花》

《雷雨》《魔都俏佳人》等沪语版舞台

剧共同掀起了上海题材方言作品的

热潮。

吴侬软语的尖团音和五声调丰

富了台词的顿挫节奏，深化了原著中

的尘世氛围。与小说笔调的冷峻不

同，舞台上的人物具有温热的生活气

息。娇软嗲糯的上海话含蓄隽永，摆

脱了“话剧腔”的演员发挥起来也更

具有松弛感，人物对话原本就经常暗

藏机锋，有了方言的加持，互动起来

更为复杂和深刻：王琦瑶与吴佩珍、蒋

丽莉的塑料姐妹情令人慨叹；严师母

与王琦瑶表面互相恭维、实际上处处

提防并时时窥探对方底细的隐隐较

量，这些俗世中的精明和隐忍、算计和

市侩，言有尽而意无穷，极具戏剧张

力，这是普通话版比拟不了的优势。

沪语版《长恨歌》是献给上海的

一阕清丽妙词，值得我们在秋天的夜

晚再次走进剧场（10月25日至11月

10日上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

剧院），与剧中人共悲欢，体会上海方

言的魅力，从王琦瑶的故事中感悟人

生这袭华美的袍上，密密麻麻缝制着

的命运的粗粝狰狞，获得悲悯与警醒。

舞剧《敦煌归来》作为第二十三届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委约项目，日

前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上演。

这部作品以晚唐时期的敦煌“信使团”

为故事背景，实验性地试图通过舞蹈

艺术展现敦煌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凸

显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

胡沈员是在几年前一档电视节目

《舞蹈风暴》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现

代舞演员。他在总决赛中的舞蹈《遇

见》以周深的《大鱼》作为背景音乐，那

飞沙扬起停在半空的瞬间，永远定格

在记忆中，就好像是带着翅膀的精灵。

舞蹈和舞剧是舞蹈艺术的两个不

同领域，它们在形式、内容和表演方式

上都有区别，综合来说，舞剧是通过舞

蹈来讲述故事，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和

戏剧性。

这一次，胡沈员作为出品人、制作

人、总编导，带领团队花了两年时间，

创作了《敦煌归来》这部舞剧，主创团

队都是国内的一线。

这部舞剧以有很强西域背景

的舞蹈——敦煌男子舞为

突破口，糅合了历史

与现代审美，在

人物和历史

大背景下

试图刻画敦煌文化的坚韧和骁勇，前

有王潮歌在敦煌当地创作沉浸式、视

觉效果极强的互动演出作品《又见敦

煌》，另有徐克《新龙门客栈》里的大漠

孤烟和儿女情怀，无疑都是灵感和压

力。在舞剧的舞美设计就可见一斑，

采用了立体沙块来展现西北土地的特

征，每一次立体沙块的移动，都寓意着

信使团前进所经过的每一块承载厚重

历史的土地。人物石婆和她的仆人，

加上在客栈里的一番类似武术的舞

蹈，都可以看出细节和心思。更多

的，我们还可以看到胡沈员和深圳舞

蹈团的深度合作，以自己在舞蹈上的

影响，对不同风格的舞蹈作品的探索，

联动更年轻的舞者，以独舞开场，群舞

中糅合朝鲜刀舞、敦煌男子舞和西藏

舞，以一己之力致力为之后舞蹈舞台

留下更多好舞者，不再是一人像，而是

众人像。

值得学术探讨的区域会是舞剧中

戏剧性和故事性有没有可能被呈现得

更好？好的舞者在转型编导的过程

中，探索和思考的是什么？好多年前

和黄豆豆的对谈时也听他展开过这个

问题。笔者在一周前，刚刚看完国际

现代舞团HofeshShechterCompany的

《梦剧场》，听到导演谈论梦境对舞蹈

的启发。大的历史背景一定更能展示

家国情怀，个体的灵动和情感链接

是不是可以在民族舞和现

代舞的融合中演绎出

有国际高度的艺

术特点和文化

价值？

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来上海演出

《张协状元》，勾栏瓦舍般的演剧氛围、里

巷歌谣式的古朴情致，引发沪上观众浓

厚兴趣。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主版演出之一，把擦亮地域历史

文化名片、释放古典戏曲当代价值的这

篇文章做得有声有色，让观众再次感受

到，传统戏曲唱做并重、悲喜交融的样

貌，充满机趣，洋溢着生命活力。

瓯剧《张协状元》改编自古老的宋

元南戏，原为宋代中期活跃于温州一

带的“九山书会”才人所作，文本充满

江南风韵和民间色彩。这部收录于明

代《永乐大典》的戏文，历经800余年流

传，至今仍被学界称作“迄今发现最早

的、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本”。故

事讲述书生张协在赶考途中落难，与

贫女结为夫妻。秋闱高中后，又面临

情感与富贵的选择，良心拷问，几度挣

扎，幡然悔悟。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

蕴含着千百年来中华文化中最浅显也

是最经典的伦理法则，从中也让我们

看到，它对之后中国戏曲的繁衍、生长

产生了重要影响——你在演古早的世

情百态，我在悟现世的人生哲理，这样

一种演评相生的戏剧场景，成就了中

国传统戏曲永恒的魅力。

“返璞向新”不单是剧中的一句唱

词，也是这部新编传统戏的艺术定位，

戏里戏外在价值取向上的贯通，是主

创的一个巧思——妙趣所在，观众心

领神会。全剧以搭建一个乡间戏台开

场，将卸妆后“行头”归入戏箱作为全

剧收尾，用传统“饶头戏”方式把一个

戏班子的台前幕后完全“曝光”于观众

眼前，不光有趣，我以为，一个戏台从

无到有、从锣鼓喧天到人去台空的过

程，是把“假戏真做，戏假情真”的理念

妥妥地植入了观众心里。

可以看到，“返璞”的追求在这部

戏中做得极致而用心，传统戏中常见

的“一桌二椅”都被简化，彻底回归到

以表演为核心的演剧形制。随之，虚

拟、假定、“跳进跳出”，一人多角、插科

使砌等手段自由介入，生动活泛，绝无

情境障碍，让“表演生万物”的戏曲美

学精神得以充分展现。

一位从事导演的艺术生看完全剧

后，不禁感叹：世界戏剧舞台上一些被

视为前卫、先锋的方法理念，原来我们

戏曲舞台上早就有，且运用得如此丝

滑顺溜。他觉得瓯剧《张协状元》给他

最深的印象是，把一切“有意为之”做

得自然而轻松。

“梅花”“白玉兰”双奖得主方汝将

在剧中饰演张协，从他略带夸张的表演

中，我们看到一种出自审慎思考的设

计，那就是：以深刻的喜剧精神描摹出

人性的弱点，在追求情感真实、逻辑合

理的前提下，着力去呈现民族的内省态

度。他以鲜明的风格化表演，将一个

“心机男”的多面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从方汝将身上既能看到传统戏曲

规范、扎实的功底，更有不羁的、自由洒

脱的地方戏表演特色。角色着高靴的

碎步、磋步、圆场等一整套戏曲步法，以

及抖袖、袖花、跳转卧鱼、跌扑僵尸等，

都超越了常规“生行”的程式，这种基于

剧种气质的创造，不仅传神，也十分精

彩，大大丰富了瓯剧的艺术表现力。

作为“天下第一团”，瓯剧和全国

许多稀有剧种一样，只此一家。能不

能继续培养出方汝将、蔡晓秋这样能

唱响全国的瓯剧名家，直接关系到剧

种的绵延发展，在这一点上温州市瓯

剧艺术研究院显然是有远见的，不仅

未雨绸缪启动得早，也做得很扎实。

据了解，剧团来沪前一周，在温州当地

农村演出，5天连演10台大戏，戏码完

全不同。老带新的阵容，让青年演员

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今年11月，瓯剧

《张协状元》还将赴法国参加“巴黎中

国戏曲节”——“上得了殿堂，下得去

田埂”，让瓯剧这棵古老朴拙的大树焕

发出新的生机。

要说全国各地“人艺”的特质，

外国戏排第一的要数“上海人

艺”——1995年起与“上海青话”

合并成了如今的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这一特质确实绵延至今。不

过，毫无疑问，《哗变》是北京人艺

保留剧目中排名第一的外国戏

剧。因而，它可以在《茶馆》这出民

族话剧作为北京人艺此番上海驻

演“开篇”后的第二部，登上第二十

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

单纯从演员培养角度而言，

《茶馆》是一台“梯队式”老艺术家

带领后辈，注重人艺演剧传统传承

的戏码；而《哗变》则是把年岁差不

多的全体男演员“拉出来遛遛”的

剧目——其演技高低，比《茶馆》明

显多了，尤其是当全男班演员的双

排扣军服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之

际。坐在上音歌剧院的第四排，

1.0的视力就看不太清楚演员面庞

的轮廓了。

台词，在《哗变》中是传递剧情、塑

造人物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男演员主

要通过台词的表达，再现法庭时空不

可抵达的“案发”现场——刮台风的那

一天。如果说声音以及掌控声音的能

力基本属于天生，那么台词功夫则多

少属于先天与后天的融合。这是一部

展现1944年二战期间，战舰凯恩号上

发生的“凯恩号哗变”事件，在法庭上

展开调查的“唇枪舌剑”的话剧。小说

《凯恩号哗变记》曾获得过普利策奖。

40多年后的1988年，英若诚把小说翻

译成中文，北京人艺邀请到查尔顿 · 赫

斯顿执导。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

主演。36年前，该剧首演之际轰动京

沪两地，依靠台词支撑的剧情彰显了

整体男演员的演技不仅高，还配合默

契。2006年，重排版《哗变》上演，曾经

的副导演、已故著名导演、北京人艺前

院长任鸣担任重排导演，冯远征、吴

刚、王刚等自18年前就开始“进入台风

天”。连日来在上音歌剧院上演的版

本，基本上就是2006年版的复刻。因

而，对于该剧的理解，一来要结合二战

历史；二来要略知话剧风格——话剧

在形式上是有时代烙印的，当前，全球

话剧（舞台剧）的形式早就超越了70年

前以台词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贫瘠”手

段。因而，看《哗变》，主要的看点还是

演员们声台行表的技术掌控能力。

至于形体和表演，每一位观众的

眼睛都是雪亮的。形体和表演，是舞

台上与声音和台词同等重要的演绎手

段。舞台上最不重要的是什么？颜

值。因而话剧演员甚至需要一张“可

塑性强”的脸——就是装扮成什么

样就能成什么样；而影视剧演员则

需要一张“美得有特质”的脸——

因为影视特写一张脸就占满屏的

时刻还是蛮多的。以至于冯远征

在演影视剧的间隙，需要“回话剧

舞台充电”。他有一次在上海，同

时参演了三个剧组，住在三个宾

馆，位置正好是个等边三角形，每

一条边也就需要他走路十几分

钟。他在这个等边三角形里“困”

了一两个月后，终于在妻子探望他

的那天“疯了”。梁丹妮偷偷给何

冰打了个电话，让他去试探冯远征

“到底正不正常”。何冰后来给她

回了个电话：“没事没事，他就是宣

泄一下。”冯远征的“疯”源于：“我

尽在摄像机前输出表情包了！”演

话剧，是滋养；演影视剧，是掏空。

在《哗变》的舞台上，身体最硬的是

吴刚。对此，他早在20岁出头的

时候就认清这一点：“女生可以考练

剑，我就跟老师申请我也考练剑。老

师宽容，同意了。当然我也从不逃课

认真学，态度是第一位的……”

要论当前这一版《哗变》中谁演得

好，那还得是丁志诚。虽然他在影视

圈的名气肯定不是最响的，但是他对

于医生的表现，在全男班演员里脱颖

而出。他那大部分时间好整以暇的

“躺平”姿态与忽然间强调观点的高亢

激昂，形成了极大的情绪起伏，抓住了

观众的注意力、勾起了大家的期待

心。虽然，他只不过作为证人出场了

很短的时间，但是他塑造的角色形象

比其他戏份相仿的演员，更为鲜明、生

动……

要想一直做一名好的话剧演员，

应该没空去拍影视剧的。

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重磅演出之一，见多识广的上海

观众被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剧《斯巴达

克斯》震撼到了。这是一出慷慨悲壮

的英雄史诗，也是俄罗斯芭蕾学派的

扛鼎之作，打破了人们对芭蕾固有的

认识。演员谢幕四五次，掌声、叫好声

依然如潮水般经久不息。

有着近250年历史的莫斯科大剧

院，其芭蕾舞团代表了国际最高水平

之一，由时任艺术总监格里戈格罗维

奇创排于 1968年的舞剧《斯巴达克

斯》，以豪迈、自由、狂放的风格，让人

们看到，芭蕾同样也可以充满阳刚之

气和力量之美。《斯巴达克斯》成为世

界芭蕾史上的不朽经典。

一束光打在舞台中央，克拉苏如古

罗马雕像般伫立在战车上，金色的战袍

闪闪发亮。倏忽，台上的雕塑活了起

来，古罗马战士、被压迫的奴隶、角斗士

纷纷上场，一幅2000多年前亚平宁半岛

上的画卷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斯达

巴克斯》舞蹈语汇丰富，近3个小时的

演出中，以男性为主角的大小舞段有

20多个，对舞者的体能与技艺都是极

大挑战。扮演斯巴达克斯和克拉苏的

演员尤其让人惊叹，他们都有着古希

腊雕塑般的体态，线条清晰，动作优

美。一次次弧形起跳、C形起跳，他们

高高腾跃，宛如闪电划过舞台，旋转动

作又如旋风一般干净利落。大剧院的

舞台够大了，但扮演斯巴达克斯的男

演员三次大跳，就从舞台的这一头跳

到了那一头，其爆发力、弹跳力和稳定

性令人震惊。社交媒体上，网友纷纷

感叹：人类的身体居然能拥有如此大

的能量，去完成那么高超的动作。

除了精湛的技巧，《斯巴达克斯》

最大亮点是刻画人物性格，表达强烈

情感，演员用行云流水般的舞姿和丰

富的表情和眼神，把克拉苏的傲慢、斯

巴达克斯的强韧、弗吉里亚的深情、艾

金娜的妖媚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特

点在多个男女双人舞段中得到了体

现。与大开大合的独舞不同，双人舞

充满诗意柔情，缠绵悱恻。男演员用

一个个高难度的动作将女演员托举到

空中，如同羽毛一样轻盈优美。这种

强与弱的对比、力与美的结合，鲜明地

体现了俄罗斯芭蕾的审美特质。

翻开节目册，每一场的主演阵容

都不同，但在舞台上“个个是首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大剧院芭

蕾舞团的群舞水平非常高，每一位舞

者都全身心入戏，斯巴达克斯唤醒奴

隶一起抗争的群舞，以及多个战斗场

面，也都技巧高超，整齐划一。

《斯巴达克斯》的成功，离不开哈

洽图良的音乐。出生在亚美尼亚的哈

洽图良是苏联著名音乐家，也是《马刀

舞曲》的作曲者。这部交响乐融叙事

与抒情于一体，既有金戈铁马的铿锵

之声，也有百转千回的弦乐低语。据

介绍，哈洽图良为了写好这部交响乐，

曾多次前往意大利罗马，想象和感悟

古代角斗士在竞技场中的画面，以找

到适合《斯巴达克斯》的基调。此次莫

斯科大剧院交响乐团一同来沪，现场

演奏气势磅礴，荡气回肠，让音乐和舞

蹈成为天作之合。

早在1959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

舞团首次访华，乌兰诺娃、普利谢茨卡

娅等一大批顶级艺术家来京沪演出，是

轰动全国的文艺盛事。当时，画家叶浅

予、张乐平曾画下了《天鹅湖》《仙女们》

的速写，梅兰芳也曾写下感言评论乌兰

诺娃的表演，“变化开阖，自有天然工

巧，而不见其雕琢之痕”。1989年莫斯

科大剧院曾来沪在市政府礼堂演出《斯

巴达克斯》。之后，舞团于2001年来沪，

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了《天鹅湖》。

正如舞团现任艺术总监马哈尔 ·

瓦泽耶夫所感慨的：“从前的间隔太久

了，今后彼此之间的走动频率该高

些。”这也是大家的共同心声。我们期

待“舞码家底”丰厚的莫斯科大剧院芭

蕾舞团更多到访申城，将更多的风格

不同的精品佳作呈现给上海观众。

申城爱乐者的老朋友

“姐夫”——瓦莱里 · 捷杰耶

夫亲率俄罗斯马林斯基交

响乐团再来申城，以纯正地

道的“马林斯基之声”演绎

三位俄罗斯泰斗级作曲家

的经典力作。捷杰耶夫此

次选择的三组曲目不仅是

捷杰耶夫和马林斯基交响

乐团的拿手绝活，更蕴藏着

俄罗斯交响乐独树一帜的

标杆性音乐宝藏。

上周日晚，捷杰耶夫与

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时隔一

年后再次在东方艺术中心

音乐厅亮相，为上海观众呈

现了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

会》、肖斯塔科维奇《b小调

第六交响曲》以及柴可夫斯

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

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

览会》原本是一部钢琴组

曲，后由拉威尔等音乐家改

编为管弦乐版。整部作品

共分为漫步、侏儒、古堡、杜

乐利花园、牛车、蛋中小鸡、

穷富犹太人、市集、墓窟、女

巫的小屋、基辅城门楼11

首组曲，其中的“漫步”主旋

律穿插于全曲，以此连接各

曲，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性和

延续性。捷杰耶夫的指挥风格被认

为具有魔法般的魅力，他的袖珍版

“牙签指挥棒”一直是他标志性的物

件。在当晚演绎《图画展览会》过程

中，捷杰耶夫充分展现出他对细节的

精准把控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

肖斯塔科维奇《b小调第六交响

曲》创作于1939年，并于同年11月由

穆拉文斯基率领列宁格勒交响乐团

进行首演。捷杰耶夫在指挥这部作

品时，通过其擅长的“变化式”处理方

式，使得每个乐章的特色更加鲜明，

通过“精雕细琢”的处理和强烈的情

感表达，将“肖六”的复杂性和深度展

现得淋漓尽致。

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

曲》是一部充满激情和深刻内涵的作

品，展现了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和对命

运的抗争。当晚，捷杰耶夫在与乐团

呈现这部作品时，通过极为充沛的情

感处理和精准的节奏控制，将老柴的

音乐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首乐章一开始以单簧管独

奏引出深沉阴郁的主题，进

入主部后发展为蓬勃有力

的快板，展现了作曲家对命

运的抗争和对生活的坚

定。第二乐章以圆号奏出

的优美旋律为主题，弦乐在

鲜明的力度对比间将情感

抒发得充沛真挚。第三乐

章呈示部中弦乐和木管先

后演奏圆舞曲的旋律，音乐

的气氛变得优雅温馨，在

经历了两次命运的重击后，仿佛置

身于温暖的梦境中。第四乐章将首

乐章的主题以庄严的进行曲形式再

现，在序奏中，命运主题以庄严和堂

皇的姿态出现在面前，管乐与打击

乐的加入有力地增强了作品恢宏壮

丽的色彩。

每一次现场聆听捷杰耶夫与马

林斯基交响乐团都会有一次全新的

发现，当晚同样不例外。乐团整体状

态上佳，我欣喜地看到木管、铜管声

部有了年轻血液补充，第一小提琴声

部亦有了新老交替……捷杰耶夫早

已将自己的独特烙印刻在了乐团历

史之上。古稀之年的“姐夫”激情依

旧，对艺术的热情持续不减当年，对

古典音乐的炽热探索从未停下脚步，

相信捷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

这对古典乐坛的常青树还将用音乐

书写传奇，用音乐继续点亮属于他们

的那片天空。

打破人们对芭蕾固有的认识
莫斯科大剧院舞剧《斯巴达克斯》——

话剧《哗变》就是“试金石”
◆ 朱 光

要论影视演员的演技，那还得舞台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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