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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不挡王小欢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朱 光

中国原创戏剧要不要加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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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话剧院的话剧《苏堤春晓》
前些日在沪上演，辛柏青时而古意
盎然地吟诵诗词，时而插科打诨般
说说白话文——台词量爆表的状态
赢得观众赞赏的同时也引发网友的
不满：能不能加字幕啊？
上海歌舞团自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后又一力作舞剧《李清照》
上演时，每一幕开场前都有一段既

凸显剧情梗概又彰显主人公心绪
的女词人代表作，但是大部分观众
依然不满足：能不能再多选几首？
能不能换另一首？近日在上剧场
和东方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暗恋
桃花源》则不仅有中文字幕还有英
文字幕……
中国原创戏剧，到底要不要加

中文字幕？

2009年，人称“大导”的北京人
艺德高望重的林兆华导演的《窝头
会馆》于北京首演，邀请上海媒体前
往，为其日后的上海巡演造势。该
剧汇集了何冰、宋丹丹、濮存昕、杨
立新、徐帆等实力派话剧演员，全剧
说的是北京土话，堪称“北京土话八
级考试”，让上海记者看得半懂不
懂。出于职业本能，上海记者问“大
导”，可以理解方言能带来独有的喜
感和情绪，那么是否能给《窝头会
馆》配上字幕呢？“大导”双手一背，
回头撇嘴：“配什么字幕呢？！不都
是中文吗？”当然，林兆华的个性历
来如此直接。后来他到上戏导演系
与新生交流时，被一年级学生提问：
“如何做个好导演？”他也直白地回
答：“这只能靠祖师爷赏饭吃。”
近年来为中国观众熟知的德国

邵宾纳剧院以前只有德语字幕，随
着与欧洲之外的国家的戏剧交流越
来越多，前往该剧院学习的各国艺
术家也越来越多。有一位自上戏毕
业的导演系学生在邵宾纳学习时建
议：是否可以给剧目加上英语字
幕？一开始，德国戏剧人的反馈是：
既然到了德国的剧院来看戏，那就
应该懂德语。慢慢地，德国人开始
接受加上英语字幕。
在上剧场看话剧则从来不会有

这样的烦恼。这里无论上演的是中
文话剧还是外国戏剧，永远是中英
文双语字幕——因为导演赖声川本
人的英语堪称母语级，也热衷以双
语写剧本。
另一个极端是——中国原创音

乐剧必须有中文字幕，因为大部分

先作词后作曲的音乐人，未必能做
到“依字行腔”，亦即音阶的起伏顺
应汉字四声的起伏。例如，“你会不
会在等他”的最后音符必须上扬，如
果改为下降，盲听就会误为“你会不
会在灯塔”。可以负责任地说，大部
分中国原创音乐剧必须看字幕才能
了解剧情。音乐剧本身是舶来品，
罗马字母不存在音调带来的误会。
所以这是中国原创音乐剧独有的难
题，很少有剧目可以完全克服。

毫无疑问，加字幕这一手段，本
质上是让观众易于理解剧情——但
是，想一想，在没有电的时代，无论海
内外的何种戏剧都是没字幕的，而戏
剧依然自古希腊时代起就长存至
今。国际顶级戏剧人如铃木忠志就
是“反字幕派”，他不仅无所谓来自各
国的演员以各自的语言同演一部《李
尔王》——这部曾经在话剧中心上演
的八国语言剧目有中文字幕，但是演
员之间都未必能听懂对方的语言，不
过依然知晓台词的内容，当然这与他
们对这部莎剧的高度熟悉有关；他甚
至还反“电”反“网络”，所有参加他的
表演训练营的演员，都要断电、断网，
在深山里耕种、生火、赤足……

在戏剧圈内，字幕乃至字，只是
组成戏剧的元素之一，甚至未必是
“要素”。戏剧分为话剧、舞剧、音乐
剧、歌剧乃至杂技剧等，纯粹就艺术
创作规律而言，只有话剧中可以有
相当篇幅的文字——台词是必需
的，字幕是未必的；其他剧目，尤其
是本国观众在欣赏本国舞剧、音乐
剧、杂技剧时，根本不应该出现文
字。因为，舞剧的基本构成是或静

止或悦动的线条，形成的“抒情”或
“叙事”；歌剧、音乐剧的基本构成是
主题性音乐的回旋、变奏推进角色
的情绪或故事的情节……亦即，在
欣赏舞剧的时候，要去看的是“线
条”；在欣赏歌剧、音乐剧的时候，要
去听的是“音乐动机”——演员的容
貌与肢体，只是“线条”与“动机”的
载体。所以，艺术家的创作目标与
观众的欣赏方向，可能是“反”的。
中国每月进剧场的观众，肯定

远远低于进影院的人数，更远远低
于在家看视频的人。常看视频，就
会被“规训”为看短视频也需要字
幕。常看电影，也会被“设定”为看
艺术作品也需要字幕。这本质上也
是文化与娱乐的区别。剧场艺术，
相对而言是需要基金扶持的文化，
艺术家更在乎对于艺术规律的遵
循、上层建筑的“守护”，艺术创作本
身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故而，剧场
艺术，可能需要从零开始的观众“够
一够”。当然，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是
否“够得上”，乃至“旗鼓相当”，均是
一个动态过程。
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打字

幕的原创戏剧就是致力于追求你的
男生；无字幕的原创戏剧，就是相对
高冷，可能需
要你去追的男
生，罢了。当
然，两种男生
也是两路人。
如果高冷男生
一言不发还是
魅力非凡，那
就认命吧！

意大利电影
周在上海举行，
看的第一部是索
菲娅·罗兰和她
的银幕老搭档马
尔切洛·马斯特
洛亚尼主演的
《意 大 利 式 结
婚》。美丽的费
洛梅拉从16岁
邂逅花花公子多
米尼克，用了22
年的时间才等到
与他成婚。这期
间，她在做妓女
与做女工之间切换，
生了三个儿子。多
米尼克在城市之间
飘荡游走，在费洛梅
拉与无数貌美女之
间切换。费洛梅拉
装病诈死，在神父面
前骗得多米尼克的
婚约签名，但多米尼
克知情后又痛斥反
悔。费洛梅拉赌上
了最后一把：儿子。
三个儿子中有你的
一个！
轻喜剧的风格，

往往只是悲剧的娱
乐化包装。“意大利
喜剧总是以幽默的
外壳承载着苦涩沉
重的内核与戏剧性
的冲突。”《还有明
天》的意大利女导演宝拉·柯特莱
西说。费洛梅拉有多么袅娜动
人，多米尼克就有多么顽固冷酷。
这是1964年拍摄的电影。

《意大利式结婚》充满了女性的辛
酸、男性的霸道。美丽与专情只
是被男性荷尔蒙榨汁，却敌不过
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这些巨虎。年
过半百，横飞来一个子嗣——被
结婚而肯定的老新娘只是成功在
作为生育机器的成功。
时间到了当下，《还有明天》

拍摄于2023年，宝拉·柯特莱西
自编自导并主演。电影的时间背
景是1946年战后的意大利。比
起女主角的虐待狂丈夫，多米尼
克简直称得上天使了。情虐是精
神的；身虐，是精神肉体两方面
的。《还有明天》也想走轻喜剧路
子。它的故事与表现手法是写意
的。丈夫的形象造型活脱脱一个
希特勒，充满了专横野蛮的恐
怖。有人大赞，丈夫殴打妻子用
上了双人舞的姿势与音乐节拍。
在残酷黑暗之中如果有轻盈与习
俗，那是导演避免了血淋淋场面
给予观众的窒息感。也可以看
作：柔弱的妻子迪莉娅已经视这
样的殴打为正常的日常生活。
影片最深刻的是威严十足的

一家之主“爸爸”，并不能养家，大

女儿不读书做了
洗衣工，妈妈马
不停蹄地一天做
数份零工，这才
将六口之家的生
活维持下去。倒
尿喂食、照顾瘫
在床上的公公的
活儿也是迪莉娅
的。

伊万诺下班
回家，身上会倒
出半身的沙土。
导演含蓄地指明
了该男人的工

种，辛辣讽刺了他作
为“一家之主”卑微
的地位与无法养家
的现实。这样的男
人往往是自卑与自
傲混合的双头妖
怪。他在家唯一的
优势是他的拳头。
他在拳打妻子的动
作与气势上找到存
在感。很多人称赞
《还有明天》后半部
埋伏的悬念：迪莉娅
几经风险拿到的纸
条，并不是她的青梅
竹马留给她、她将离
家出走与之结伴去
北方的地址，而是妇
女与男性首次平等
拥有选举权的选票。

个人遭遇与划
时代性历史事件，《还有明天》如
它的片名一样，对于意大利女性，
给出的是方向性指示。但是谁都
明白，制度性变化与个人命运之
间，是很难画上等号的。除了已
经成年的大女儿，对于还有着8
岁、11岁两个儿子的母亲迪莉
娅，她何时离家是合适的？一张
选票，能保证她丈夫的家暴就此
收手？银幕上的故事，对于观众
而言，个体的命运才是最揪心
的。犹如电影《出走的决心》，一
个李红的出走，其感染力超越了
纸面上奋争女性的统计数据。
苏敏，李红的原型，在视频上

看到她，驾车飞扬的神态里刻着
岁月无情的沧桑。她最好的年华
过去了。她最美的容颜不知给谁
看过。
电视剧《六姊妹》里，老五刘

小玲最率性也最舒畅。离婚，离
婚，再婚。看着她第三次结婚，她
与新丈夫貌似般配，琴瑟和谐，
“好好过日子”的信心满满，你觉
得也许她是不称职的母亲，但她
珍惜了属于她的时间。六姊妹
里，唯有她不随父亲的姓，姓了母
亲的姓。这可能也是编导的寓
意。为自己而活的面孔必定是漂
亮的。六姊妹中，的确刘小玲最
漂亮。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这是哪里找来的演员啊，从稚
气未脱的法庭译员演到独立开业的
大律师，从怦然心动的邂逅演到初
为人母的满足，从向弱女子伸出援
手的太太演到决然离开丈夫的妻
子，再演到对身陷囹圄的前夫发起
救助的义士……她的声音极有塑造
能力，大段的台词情感充沛掷地有
声。两小时四十分钟的一台戏，尤
胜男一角充分发挥了她的表演能
量，好一个话剧舞台上的大青衣！
看罢《庭前》，牢牢地记住了王小欢
的名字。
如今看到《春逝》，眼前的还是

王小欢吗？旗袍是花的，头发是烫
了卷、定了形的，讲话是带着“的呀”
的南方口音的，步子是细细碎碎的，
态度是温柔甚至带着点讨好的。小
且俏，这回的王小欢像是个花旦，改
了行当。
“九人剧社”的《春逝》一剧赢得

了无数观众的共鸣和热泪，也遭到

了一些争议。剧中的两
位女主角分别取材自中
国早期女物理学家顾静
徽和吴健雄，前者是中
国的第一位物理学女博
士，在光谱学领域成就
斐然，后者有“东方居里
夫人”之称。但见台上
的瞿健雄飒爽英姿，讲
话做事钉是钉，铆是铆，
毫无半分通融余地，的
确十足女科学家的风
范；顾静薇就不同了，她

闲暇时间听唱片、喝红酒、吹口哨，
喜欢糯米甜汤，几乎贯穿了全剧的
不是她的光谱学实验而是数次挫败
的相亲，真应了某小说中的一句话：
女人的出路是做“女结婚员”。因
此，顾静薇一角对演员表演的挑战
更大，舞台上呈现的是物理学研究
之外的、生活中的物理学家。她为
在适婚年龄找不到合适的交往对象
而苦恼，为她所就职的中央物理研
究所经费不足而不得不精打细算实
验仪器的费用，她悉心教学得到了
表彰，奖品却是一条她一辈子都用
不上的领带——谁让她是唯一的女
性导师呢？连办公室椅子的高度都
不适合她的身高。她的研究领域或
许是广阔的，但她具体的生存环境
是逼仄的。何以应对？这样的一位
女科学家，面对她要指导的后起之

秀、咄咄逼人的瞿健雄时无限包容，
她还想要找到一份自洽，比如独处
时吹吹口哨。王小欢饰演的顾静
薇，不仅有花旦的娇俏，不时还带有
女丑的自嘲。
《春逝》中的顾静薇要用到不少

道具，如手帕、酒杯、照片、留声机、
领带等，诸般琐碎和随之而来的舞
台调度要组织在有机的行动中，非
但不能流之于琐碎，还要妥帖、自
然、生动。王小欢一气呵成地完成
出自她对于人物的理解，在她看来，
瞿健雄就像是曾经的顾静薇，瞿健
雄所面临的困境，顾静薇也都曾经
历，正因为此，才有了嗜好甜品和音
乐的、人生态度通透旷达的顾静
薇。她是“过来人”，这是王小欢创
造顾静薇的出发点。
剧中的瞿健雄和顾静薇一静一

动，并没有雀跃的具体姿态，但王小
欢饰演的顾静薇以其在舞台上的积
极行动而有一种对生命的热情、一
种雀跃感。《春逝》巡演之际，王小欢
已经投入了《翻山海》的排练。剧
中，她饰演的周苔不但要会打篮球，
还会武术。这一次，她又变身刀马
旦了。
青衣、花旦、武旦甚至女丑，王

小欢皆能胜任。“文武不挡”是褒奖
戏曲演员戏路子宽、表演能力强
的，何尝不能用来称赞话剧演员王
小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