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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评论

——有关李六乙版《雷雨》的思考

◆ 华心怡

文化托举，远方平易“近”人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卜 翌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经典总在“破”与“立”的张力中丰盈

过年看《唐探

1900》，完全是为了

开心放松一下，对于

喜欢看悬疑片的我

来说，“唐探”兼有喜

剧娱乐和动作片欣

赏，底色不会变。但

是看过之后，发现这

次的“唐探”变化太

大。

《唐探1900》有

着非常明显的两极

化 评 论 ，极 具 争

议。好评称：“这部

电影延续了《唐人

街探案》系列的搞

笑和悬疑风格，剧

情紧凑，节奏明快，每一个细节

都设计得恰到好处”“它用娱乐

的外衣包裹历史的重量，让观众

在笑闹中窥见先辈的苦难，在热

血中思考当下的尊严”“融入了

家国情怀……”差评认为：“笑点

生硬，推理薄弱，中英文夹杂让

人出戏”“一锅乱炖”“强行升华

主题”。

不可否认，《唐探1900》确实

各种混搭：剧情模仿了《神探夏洛

克》《名侦探柯南》《开膛手杰克》

《与狼共舞》，历史背景汇集了晚

清政府摇摇欲坠、八国联军侵华、

郑士良送枪支持孙中山革命、美

国排华法案、中央太平洋铁路修

建的血泪史、石油的开采，预示进

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加上探案的

主线，要把这么多内容无违和地

融合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上，并且

都要有表达，确实是难以把握

的。一个不留意，便是一顿批

评。导演陈思诚坦言：“每次拍系

列续集都需要更大、更新的东西

给观众看。”他表示：“《唐探

1900》不只是一部故事的设定。”

他要表达的是更多的想法。

内容多，容易乱。其实陈思

诚并不乱，如果你仔细去探究的

话，他在细节的处理上是有“埋

伏”的。比如岳云鹏饰演的费扬

古，他最后一句催泪的“救中国！”

也引发了诸多话题。一开始看到

岳云鹏的脸容易出戏，他奉命带

着两大高手去美国捉拿郑士良，

看起来像个草包，也不讲英文。

如果观众听得懂他在洋人面前的

一长串自我介绍，就知道他的深

藏不露。比如“粘竿

处头等侍卫”，粘竿

处是清朝的神秘机

构，又名“血滴子”，

可清除一切障碍，头

等侍卫就是高手中

的高手，所以后面他

的飞刀刀刀精准，只

是他的刀锋从未对

准自己的同胞。而

且，他英文极好，每

次在别人翻译时就

知道内容了。“枪快

还是刀快？”费扬

古当然清楚，作为

被 派 遣 的 海 外 官

员，他深知清朝的

落后，他希望祖国强盛，因此最

后同归于尽时说出“救中国”并

不矫情。费扬古代表了晚清时

代华人官员的诸多无奈，国家的

衰败和民族的危亡才是不可承

受之重。

另外，电影开篇的火车，就是

开在华人修建的铁路上，故事悄

然铺陈，顺利与结尾呼应。

我觉得影片中还有一处巧妙

的“混搭”，代表中华传统文化元

素的中医，其治病最基本方式“望

闻问切”，也运用到了探案手法

上，陈思诚的思路完全放飞了。

之所以选择中医，陈思诚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中医本身非常神

奇，讲究治病的最高境界是‘治未

病’，就是先防治，寻本溯源，其智

慧与侦探的推理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陈思诚认为：“中医的‘望闻

问切’与侦探的‘寻本溯源’在本

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通过细微的

线索找到问题的根源，所以这次

放在推理叙事中就显得非常贴

合、有力。”“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可

以挖掘和表现的元素真的太多

了，作为创作者我真的感到非常

幸运。”

《唐探1900》一下子回到百

年前的“变奏”，是陈思诚对过去、

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一次连接探

索，他要把纷繁复杂的世界糅在

一个地方“混搭”演绎，从而书写

自己的理解与感慨。他说：“我们

对那个时代、对历史的一些表达，

在这部电影中用‘唐探’的方式讲

出来，我希望能在电影结束后留

给观众一些思考。”

《一路繁花》热播。今天，我们

不谈诸位大姐大。综艺热值走高，

真人、名人之间的正面“冲突”，哪怕

明知有剧本加持，但观众还是架不

住旅途中的风景如画与舌战中的刀

剑如梦，利落的，勾人的。

相比于重社交性的恋综、强竞

技性的音综，以及情绪值拉满的喜

综，旅综是慢综艺。旅游地的人文、

景观，从食物到服饰，从习俗到观

念，都成为真人秀的“人”之外，最有

风情的售卖点之一。面对那条注定

不属于我们的河流，偶尔，我们也会

义无反顾地奔赴。河水沾湿了鞋

袜，然后，带着回味离开。这是旅行

的意义。

所以，《爸爸去哪儿》的亲子旅

行，《妻子的浪漫旅行》的夫妻旅行，

《闺蜜的完美旅行》的闺蜜旅行，以

及《花儿与少年》的青春上路，都曾

拉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连即将

分手的爱人也在旅行，“再见爱人”

里，他们在一步一景中完成爱情的

告别。

文旅的溢出效应，堆出了金山

银山。《爸爸去哪儿》播出后，普者黑

村成为知名的旅行路线，《花儿与少

年》则让纳米比亚成为非洲网红。

不只是文艺，连中国冰城哈尔滨，这

些年也因为南方“小土豆”的青睐火

出了圈，今年春节更是凭亚冬会，成

了国际“尔滨”，化雪成金。归根结

底，为旅行目的地带来流量的，是当

地文化的传播、文化的渗透，并落实

为文化的深入人心。

行者无疆。远方，因为文化的

托举变得平易“近”人。一直都是如

此。20岁出头的美国小伙海明威

来到巴黎，还没什么名气，哪怕一度

生活潦倒，也没有磨灭他思想的火

花。因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滋养将

其润泽。在《流动的盛宴》中，“迷惘

的一代”讲述的何尝不是“黄金的一

代”。而之后，瑞士的雪山，西班牙

的斗牛又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海

明威创作的背景和主题。这些远

方，成为他生命中的珍藏。

还有很多。陀思妥耶夫斯基迫

不得已的“欧洲之行”，让他更加认

清了自己的“俄国之心”，并写下了

三部名著。拥有东方情结的黑塞，

在旅途中看到东南亚华人的宽厚、

谦逊与温良。一部《老子》，亦成为

其心灵的遁逃。

光阴泻地，绝大多数人奔赴远

方，并不是为了创作鸿篇巨制而寻

找灵感。现代人的幸运在于，我们

已无需在未知中摸索上路。那些有

趣的、有益的、有故事的目的地，已

被人捧到了我们面前。旅行综艺、

《去有风的地方》这类漫游式的电视

剧，都成为“好物推荐”的平台。此

外，更有二次元文旅放眼世界。《原

神》中角色“蓝砚”近日担任贵州探

趣官，带领玩家在线下体验美好山

水与非遗技艺。此前，《原神》与张

家界景区的联动角色“荧”，与桂林

的联动角色“空与派蒙”，以及与黄

龙景区的联动角色“香菱”，都带着

粉丝览当地美景，掬当地人文。甚

至，不少国外玩家结伴而来，实地探

寻游戏中的中国。

旅行，是一种疗愈。我们在用

双脚丈量一片新土地时，同样会汲

取这片土地自开天辟地以来的人文

基因与经年积淀。因日常琐屑，胸

廓里日渐干扁的心，在一次次亲近

远方中，重又长出了血肉。

李六乙导演携手北京人艺，日

前在上海大剧院演绎了新版《雷

雨》，以冒险姿态挑战了几乎固化的

诠释：不再满足于呈现一个“旧世界

崩溃”的故事，而是要在寂静中聆听

曹禺先生笔下“天地间的残忍与冷

酷”。有人盛赞这一版《雷雨》“回归

文学性”，炫发哲思与诗意的锋芒；

也有人则认为过于形式感，弱化了

原著的力道。但无疑，再一次证明

了经典永不过时的生命力——正如

导演所言：“真正的戏剧不会被AI取

代，未来的奢侈品就是戏剧本身。”

此番李六乙版本的《雷雨》较大

的亮点即以1936年单行本为蓝本，

首次完整复原了几未演出过的“序

幕”与“尾声”，且严

格遵循原剧作的舞

台提示，以巴赫《b

小调弥撒曲》贯穿

全剧。演员在未参

与戏份时，依旧全

程“在场”，共同构

建 了“ 旁 观 者 视

角”，又呼应了曹禺

先生所营造的“拉

开观众与悲剧的心

理距离”，使观众得

以在疏离中重新审

视人物的命运。

张叔平设计的

舞台，笼罩于幽蓝

灯光下，楼梯、幕布

围合的“深井”，构

建了一个封闭的

“牢笼”：周公馆、教

会医院与杏花巷十

号共享同一空间，

简单的家具一成不变，仅通过光影

变化实现时空切换。这种抽象化处

理剥离了现实主义的细节，转而以

象征主义手法凸显命运的不可抗性

——蓝色如凝固的忧郁；旋转楼梯

或象征无休止的轮回；最终升起的

墙壁与纷飞的大雪则成为救赎和

“净化”的隐喻。

导演通过极简的舞台调度与刻

意缓慢的叙事节奏，大量对白被处

理为内心独白，通过静态对白、重复

台词和克制表演，展现人物内心撕

裂与精神困境，弱化外在冲突而聚

焦内在挣扎，呼应曹禺先生“带着哀

静回家”的创作意图。

胡军饰演的周朴园颠覆了传统

版本中的刻板脸谱，通过微妙的肢

体语言与克制的台词处理，将角色

的孤独、伪善与衰老和悔恨糅杂成

复杂的人性。在逼蘩漪喝药一幕

中，其压迫感并非来自外化的暴戾，

而是源于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默，这

种内敛的表演让周朴园从“施害者”

亦转化为“被困者”。

卢芳塑造的蘩漪则通过静态表

演展现其“冷火般”的炽热与绝望，

呈现出“疯癫”背后的清醒。她的反

抗中更多对自由意志的绝望追寻。

与周萍爱恨交织的肢体纠缠突破了

伦理剧的框架，将情欲与暴力、压抑

与释放并置，迸发出悲剧式的原始

生命力。

这一版中的周萍不再是单纯的

“渣男”，而是被塑造成一个“优柔寡

断的困兽”。在回忆场景中，他虽对

蘩漪喊出“我要你死”，却随即以抚

摸、安抚的动作展现内心的愧疚与

矛盾。这种“语言与肢体的分裂”外

化了角色潜意识中的欲望与道德撕

扯，呼应曹禺先生笔下“最不明白自

己要什么”的人物设定。这个“最难

演的角色”堪称这一版本中的最佳

奉献，获得了观众的共情，而不是传

统版本中的一味厌恶与批判。对周

萍的诠释提供了经典重构的新路径

——譬如人性深度的拓展：从“伦理

罪人”到“时代病症的载体”，这种处

理让《雷雨》的悲剧性从家庭伦理升

维至存在主义层面。

导演删去了原剧中的关键人物

鲁贵，这一选择虽淡化了世俗性叙

事，加强了核心冲突的纯粹性。蘩

漪、四凤与周萍、周冲的情感纠葛不

再被干预稀释，只是这种删减毕竟

弱化了原作对社会分化的批判，同

时，也提高了观剧门槛，未读过原著

的观众可能因叙事线索的断裂而感

到困惑。这正是“冷静化”“去动作

化”，过于追求诗意所付出的代价。

同样的，四凤因缺乏天真烂漫

的特质引发争议，其枯萎般的表演

虽契合导演对宿命论的定位，却弱

化了角色作为“光明象征”的比对意

义。周冲与四凤间的交流，及其理

想主义特质亦乏善可陈。最后抽象

化处理周冲与四凤的死亡场景，仅

以周萍自杀和角色定格收场，消解

了传统版本中“雷雨夜”的戏剧冲

突。上述这些删减和改编都致使角

色立体性有所减损，部分观众对剧

情和人物走向感到困惑。

导演摒弃具象化，采用意识流叙

事与时空交错结构，打破“三一律”的

紧凑节奏，使剧情更像“记忆深处的

梦”而非线性冲突。这种实验性手法

虽拓展了美学边界，但也可能让习惯

传统叙事的观众感到隔阂。

当然，这些争议无不揭示了经

典重构的难题，同《小城之春》一样，

《雷雨》的现代性不仅在于形式革

新，更在于以先

锋姿态叩问命

运。在当今，它

们既是反思传

统的镜子，也是

探索未来的路

标——真正的

经 典 ，永 远 在

“破”与“立”的

张力中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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