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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评论

《大真探赵赶鹅》请观众一起来破案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朱 光

现实是影视最好的素材库
◆ 陆玮鑫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沉浸式话剧从京城火到申城

“若干年后，如果韩国要拍《请

回答2024》，估计是比较精彩和值

得期待的，因为这次的重磅事件。”

近期，有关韩国政坛震动，尹锡悦弹

劾案，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引发热

议。中韩两国的主流社交平台上，

不少人对未来将该事件影视化颇为

期待。这一方面展示了文化输出可

能带来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也让

人不由得感叹，现实，永远是影视最

好的素材库。

不少人提到的“请回答”系列，

便是韩国方面源于现实的系列电视

剧，《请回答 1997》《请回答 1994》

《请回答1988》三部播出后，在韩国

乃至亚洲地区引发热议，其中的“韩

国男足晋级世界杯”“三丰百货坍塌

事件”“汉城（今首尔）奥运”等历史，

带出一波复古风和“回忆杀”。在电

影领域，如《南山的部长们》《辩护

人》《熔炉》《特工》《首尔之春》等基

于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作品，均称

得上叫好又叫座。“现实”与“艺术”

结合屡屡带来成功的现象，也给人

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东西。

现实题材的优势，在于其在观

众记忆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去年

斩获韩国电影票房冠军的《首尔之

春》在第一版预告发布时便引发热

议，除了主角自带的光环，题材本身

就能带来关注度。电影上映前，不

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观众通过各种

渠道表示：“想看看导演是否能把事

件全景呈现，电影效果是否符合预

期，我们对此都挺有发言权的。”不

论作品的观赏感觉如何，取材自现

实事件的影视作品，在起跑线上就

赢了其他题材一筹，这种先天的优

势，说到底来自制作团队在选材时

的“接地气”。

2012年，一部名为《朝韩梦之

队》的体育纪录电影，以黑马姿态冲

入年度票房榜前列。这部主要讲述

1991年朝鲜与韩国联合组队，拿下

世乒赛女团冠军的真实事件改编的

电影，借着伦敦奥运会的东风，用观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重现了当年令

无数人记忆深刻的一幕幕情景。时

任韩国国乒女队主帅的玄静和更在

观看途中忍不住流下热泪。直至

2018年，朝韩两队在瑞典世乒赛再

度联合组队时，这部电影再次成为

热门，征战赛场的球员教练也会骄

傲地表示：“我们将现实搬上银幕，

又让银幕里的情节再次照进现

实。”这样的情感“闭环”，是现实题

材电影给出的良好反馈，其所带来

的情感共鸣，或许也比任何才华横

溢、天马行空编剧的作品，更加真实

而强烈。

诚然，以真实事件作为题材创

作影视作品，经常在情节、人物刻画

甚至基调等方面遇到挑战，遭到质

疑，但勇敢尝试总是需要的。参考邻

国那些成功的例子，再看看当年的

《红蜘蛛》《重案六组》，如今热度飞升

的《我是刑警》，影视人选材时返璞归

真，从现实这个实时更新的素材库中

寻找灵感，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在一幢外立面打扮得很文艺，

内里地板还有着水泥灰的商场6

楼，零星站着几位身穿黑色服饰的

年轻人与周围大面积的大白墙形成

极大的反差。走进黑色“鹅”的“嘴

巴”，忽然进入了一个逼仄的北京老

胡同——这就是当前新兴的沉浸

式、重社交话剧代表《大真探赵赶

鹅》的场景。这部在北京火爆到已

开启第二部的话剧，第一部日前在

上海启动，且竟然一口气付了上海

这家还没开门的商厦6年的租金！

第一眼，《鹅》剧的环境就与众

不同。主演区就是一条小巷，二三

十米长，也是走廊——三四百位观

众沿着这条走廊，走向各自的座位

区：有的围坐在羊肉汤摊位旁；有的

在西餐厅典型的红白格子四方桌旁

落座；有的沿着与走廊平行的长条桌

坐好翻翻桌上的档案袋；有的坐在高

脚椅上，椅子旁有沙球、响板……完

全是上世纪90年代的气息。高处，

则有三块大屏幕，展现出“幕后戏”，

还会出现港剧《英雄本色》周润发的

片段……在这个完全不规则，也搞

不清其他演区在哪里的环境里，演

出开始了。

怀旧感
充满北京胡同味道的资深片儿

警李建国登场，他的气质颇像1998

年播出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

福生活》里的张大民，唠唠叨叨，“是

你大爷”。当天有一位警校毕业生

来报到，名为“赵赶鹅”。时而强干

时而柔弱、时而怒斥时而发嗲的女

所长，力主“老带新”。与此同时，胡

同内接连发生女生被杀案件。查案

过程不是剧中人的单独行动，而是

演员带着观众一起“查”。例如，先

前翻看档案袋的观众，这下意识到

自己是“联防队员”——不时要与女

所长、片儿警展开即兴对话。

严谨的分析，该剧的重点并不在

“演”剧情，而是在与观众一起互动

中，顺带推进剧情。例如，李建国有

个摇滚继女婷婷——是已故战友“托

孤”于他。他怕她学坏，反对她摇滚，

要去夜店“抓”她回家。李建国会先

冲到坐在乐队区第一排的观众前，让

他们“亮出身份证”。“哟，

你今年8岁，还是个小学

生呐！你能进音乐厅

吗？”“崔真实？韩国人？

来中国干嘛？”此时，观众

表现成为全剧亮点。40

岁的大男人立刻起来敬

个少先队队礼——生

动、形象，赢得全场笑声、

掌声。“韩国留学生崔真

实”还真的以一句韩语

“你好”打招呼……李建

国在“找女儿”之前，婷婷还会让身

边观众扮成她的乐队成员，一起先

唱首欢快的歌曲，活跃的观众还颇

入戏，立刻站起来绕场一圈“开火

车”。旁观的观众一起快活地伴唱，

俨然演唱会现场……

氛围感
氛围感，是该剧一大优

势。老北京胡同里的生活气

息扑面而来，羊肉汤、联防队

员、警惕性颇高的扫地大

妈。上世纪90年代的怀旧气

息也包裹着观众——也要记

得与演员对话里的时间线。

李建国对于婷婷组乐队不以

为然，会问观众：“组乐队有

什么用？”观众答：“去参加综

艺《乐队的夏天》”——道理

是对，但时间线就不对啦！

当然，答错了也没啥关系，大

家一乐呵，戏继续推进。

轻松感，是该剧真正的、

难得的优势。演员与观众在

一个平面，甚至在低于观众的平面

上演戏，就显得特别自然生活流。

女所长一秒切换“警察”与“相亲嗲

女生”的场面，特别显示出演员的放

松和演技。她会在西餐厅里“抓”一

个男观众，现场“相亲”——展现出

婀娜女性的声线和身段不遗余力，

但是一旦被路过的李建国或赵赶鹅

看见，她立马“弹”回“所长”职业定

位，宣告“这是线人，线人！”两极夸

张之间毫无过度的表演，是由内而

外的松弛感及由此带来的喜感。演

员的轻松感会传递给观众。看这出

戏的观众都比一般观众松弛很多，

也乐得参与互动。

幽默感
幽默感，是该剧招人爱的地

方——虽然这貌似是部悬疑剧。

北京胡同的“贫嘴”是最为显现的幽

默感。演员与观众的即兴互动带来

的幽默也颇不可测。例如，一身穿

牛仔服的男演员要求第一排男观众

帮忙挪一下自行车，此时就传来“抓

小偷”的喊声——原来牛仔服帅哥

是“小偷”，把男观众吓得立刻“逃”

回座位。这类俏皮的、小小的“恶作

剧”颇让人梦回童年。还有处处留

痕的小心机，例如身穿橘色背心扫

地的大妈，亮灯时背心背后印的是

“环卫工人”，暗场时，荧光色突显出

的则是“坏人”，“卫”“工”不见了，

“环”字少第一笔——当然，最终，这

也并非破案线索。

如果要与注重蛛丝马迹、深刻

主题、逻辑严密的“硬核推理”相比，

沉浸式话剧《大真探赵赶鹅》明显志

不在此，解密的过程并不复杂，但是由

观众一起参与的揭秘过程十分“带

感”，仿佛参加了一场有趣味、有好奇、

有迷思，也有感悟的盛装游戏——反

正，戏剧自古希腊的Drama发展至

今日，也不失为一场可以反复玩耍、

互动频繁的Play！

前些日子，在短视

频平台刷到一名叫何楚

涵的大学讲师，她将其课

堂上的教学片段依次展

示在个人账号中。身为

90后青年教师，她新颖

独到的观点与表述令人

耳目一新，已经吸粉上百

万。近日，我在其直播间

得知，一年多来，她将讲

稿加以拓展充实后结集

成册出版，是为其第一本

书《星河落人间》。

谈及书名，作者介

绍，她从先秦至明清选

取 25位中华文化史名

人，他们犹如璀璨的星

星，为后人留下宝贵的

精神财富。封面的设计

理念也是如此，一位衣

袂飘飘的贤者站在山间

大石上，举杯向天空。这个人物

最可能是李白，也可以是其他24

位先贤，乃至所有的古代名士。

对于这些中华文化名人，近

些年来对他们的讲述方兴未艾，

较有影响力的诸如余秋雨的文

化散文系列、刘小川的“品中国

文人”系列、夏立君的《时间的压

力》、李舫的《大春秋》等，角度不

同，风格各异，见仁见智。《星河

落人间》的整体特色首先在于它

是按照评传书写这些传主，选取

他们最具人生华彩的阶段与最

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加以阐述，做

到重点突出。

何楚涵非常了解当下青年

的学习诉求与语言特色，行文中

我们会发现，那些我们早已耳熟

能详的文化名人，在其轻松却不

失严谨的讲述下，更加利于理解

吸收，尤其是融入了一

部分当下流行词，显得

尤为接地气，诸如“流量

密码”“超级会员”“田园

诗大V”“开盲盒”“热搜”

等，让那些千百年前的

古人不再遥不可及，仿

佛就坐在面前和我们品

茶对饮。

本书总体属于风格

浅近的普及性读物，因而

作者在行文时，注重选取

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材

料，哪怕作对比论证的时

候都没有用生僻的例

子。比如在讲述王维17

岁创作的名篇《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在提及“遥

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

少一人”从自己抒情转换

为亲人视角的写作方法

时，何楚涵引证了杜甫

《月夜》，她诙谐地写道：

“杜甫也是很‘嘴硬’了，

明明是他想念妻子，却从

妻子的角度下笔，写妻子

思念自己。”

通读下来，真正令

读者眼前一亮的，还是

何楚涵身为一名青年女

性作者，对诸位先贤情感生活的

细腻描绘。这些故事在笔者的

阅读视野中，他人较少论及，或

者即便也有论及，何楚涵的论述

依然很动人。苏轼与王弗、李清

照与赵明诚、唐伯虎与沈九娘、

纳兰性德与卢氏等，这些名人伉

俪故事当然不能说鲜为人知，但

何楚涵结合作品娓娓道来其背

后的故事，不仅让诸多先贤形象

愈加丰满立体，还让读者对作品

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了。

研读本书，是一场轻松惬意

的中华文化穿越之旅，恰如作者

所说：“这本书不仅是一本知识

的汇编，更是一扇通往传统文化

的时空之窗。”在我看来，本书可

以作为走近这些先贤的入门钥

匙，由此开启通往辉煌灿烂的中

华文化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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