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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佩尔的能量与活力，也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晚，在

MOViE MOViE 影城，在 2025年
法国电影展映现场，一位一天里

第四次见到她的影迷小吉激动地

为晚报记者细数：“下午在舞台上

一次，后来在文化广场门口又一

次，她耐心地给我们每个人签了

名，很好的助理还帮我们合了影，

刚刚在影院的过道里瞥见她一眼，

喊了她，她又跟我们摆手了，刚在

台上再见到她，第四次了，真的能

感受到她对艺术的无比热爱。”

于佩尔在上海的行程，满满

写着她对舞台，对电影，对艺术，

以及对上海这座她第四次到访的

亚洲城市的喜爱。

她在文化广场演了三场话剧

《樱桃园》，150分钟的大戏，剧中

人疯疯癫癫的状态几乎信手拈

来。每一场谢幕后她几乎都走出

剧院与喜爱她的观众握手，为他

们签名，哪怕上海的夜风并不温

柔，哪怕春天的飞絮有点扰人。

但她每一次走出文化广场的时

候，脸上几乎都没有疲惫，没有倦

容，带着挺拔的身姿和浅浅的笑

意。她对舞台的享受，可见一

斑。她也感受到上海观众的专注

与热爱，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忱

与昂扬，她说：“上海的能量和活

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她去上海大学，走进校园，更

走进学生中间，做了一场充分且

真诚的艺术对谈。她认真回应主

持人马可·穆勒的提问，也真诚地

解答学生的好奇。当被问及是什

么滋养了她的表演素养时，于佩

尔表示文学与戏剧影视作品对她

的个人生活有所充实，而与不同

导演之间的探讨则对其每一次的

表演注入了灵感与启示；当被问

及如何把握演员自我与角色的边

界时，于佩尔认为她在表演的时

候并不会思考太多，“想法留给导

演，答案由观众探索”。至于如何

从复杂角色中抽离，于佩尔以钢

琴家作比较说：“演奏结束，生活

继续。演员是一份需要专业精神

的工作，入戏与出戏的界限必须

清晰。”作为两度获得戛纳电影节

最佳女演员、两度获得威尼斯电

影节最佳女演员并斩获柏林电影

节终身成就荣誉金熊奖的法国国

宝级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的

谦逊与深刻，都扑面而来。

她作为2025法国电影展映的

宣传大使，出席了自己主演的电影

《日本的西多妮》和《波尔多囚犯》

的映前见面会，向喜爱法国电影

的影迷耐心介绍这两部电影的特

别的拍摄环境和意外反转的结

局，她还跟大家再次推荐自己的

话剧，希望大家如果在上海没看上，

可以未来两周去南京或北京看。

“这两部电影我都看过，一部

讲法国人在异国他乡如何处理丧

夫之痛，一部讲高压环境下不同

阶级女性之间的情谊。我抢了

票，就是想来再看一眼于佩尔，她

真的72岁了吗？举手投足，满是

优雅与活力啊！”影迷小丁下午早

早地来到MOViE MOViE 影城，

“这里都是跟我一样爱她，爱法国

电影的人，进场前我们一道等在

影院外，享受着日落后上海的‘蓝

调时刻’，感觉风都是温柔的。”

其实于佩尔昨天的行程还没

有结束，她后来又辗转到浦东美

术馆。这不是她的官方活动，这

是她的私人时间，但她跟 350多
个影迷一起，在夜风中，在星空

下，在黄浦江畔，共同见证《花样

年华》25周年特别版在中国大陆

上映的收官。晚风中她穿着同一

套灯芯绒外套，只是换了一条更

厚实的围巾。晚风中她站在黄浦

江的灯火里，跟这部海派经典电

影一起，与这座城市深情告别。

本报记者 孙佳音

当剧场一楼前半场的观众手里

出现了望远镜——那这位观众多半

不是来看戏剧本身而是来观看演员

的脸的。连日来，《樱桃园》确实吸引

了一批这样的观众，乃至于剧场三楼

单价280元的票也卖得飞起来。

我们去剧场，是去看于佩尔？契

诃夫？还是蒂亚戈·罗德里格斯？第

三个名字，是这一版《樱桃园》的导

演，也是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自1947
年创办以来，首位外国总监。这位葡

萄牙导演的戏剧主张是“生活戏

剧”——“剧场，就是人类聚会之所，

正如咖啡馆，大家在其中交换思想、

分享时光。”

因而，2021年7月5日，罗德里格

斯导演、于佩尔主演的《樱桃园》作为

当年戏剧节开幕大戏——就是在法国

教皇宫的广场上首演的。阿维尼翁戏

剧节的演出场地遍布小镇20多处，多

为历史建筑和户外，其理念就是如今

我们倡导的“建筑可阅读”——凸显建

筑与戏剧两大艺术的彼此交融。

所以，我们在文化广场舞台上看

到的舞美装置和戏剧手段，最初，是

为户外广场演出创意的。想象一下，

在古建筑广场上铺设滑轨模拟火车

站场景，且规范了各色椅子的行动

线；在广场上的音量自然需要一个小

乐队去扩大、去营造氛围感，那自然

也会因此融入叙事；在夜幕下的户外

演出首先要求长时间稳定照明而不

可能进行复杂光源的晕染或起到角

色心理外化的作用；户外演出时演员

的肢体动作也要动胜于静，故而现代

服饰肯定更便于跃动——反正在欧

洲观众的认知里，《樱桃园》的普及程

度相当于鲁迅小说之于中国观众，广

场里的观众不看字幕也知道滑轨旁

那穿着粉色西服套装的非洲裔演员

演的是原著中的斯拉夫人。

我们在传统剧场里端坐着看戏

的期待，与在户外广场上散坐的期

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大众，靓丽

的演员确实是打开戏剧这本“专业

书”的封面，正如当前社交媒体产品

的打开要义是美图。但是，能让人在

剧场里长时间端坐下去——正如在

婚后依然葆有吸引力的绝不是皮囊；

在剧场里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导演，在

婚姻里真正对话的是灵魂。无论在

剧场，还是如剧场镜像般的生活里，

精神能量才是终极引领。

创造故事灵魂的是编剧，让灵

魂在剧场里“活”起来的是导演。因

此，契诃夫、罗德里格斯，才是我们

真正要去剧场探究的。于佩尔本人

其实也好奇，这部戏在室内演绎会

是怎样的面貌？她探究的其实是第

四层——当戏剧发生的空间发生了

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

影响不小呐！舞美在户外，不宜

动；舞美在室内，宜更换。舞美是集

中体现剧情主题的视觉符号。滑轨，

既符合广场路面，也体现《樱桃园》开

头柳鲍芙坐火车回俄罗斯的剧情，更

象征时代列车对停滞不前的人的抛

弃。户外演出没幕布，需要演员在观

众面前手动换景，滑轨也是为了方便

道具移位。滑轨上的华丽宫灯，也是

百年前俄罗斯贵族元素的凸显，令简

洁为主的图景终于贵气了一些。

服饰在户外，宜行动；服饰在室内，

可随意。夜间户外演出服饰首先要色

彩靓丽，而为了行动便捷还应款式简

单。因而，坐在剧场二、三楼的观众对

该剧的整体观感是：“一边看字幕，一边

看一群彩色小人跑来跑去。”

音响部分，户外演出的小乐队以

现场演奏和歌唱能力决定一切音效；

室内演出可以各种配乐再现人物内

心、塑造全剧基调、营造情感氛围。

也因为有这个小乐队，室内观剧时，

台上台下的互动才具备条件甚至带

来欢乐。上海观众听懂了自称在弹

“曼陀林”其实是吉他的演员的中文：

“一起唱……”可以想象在广场上的

“一起唱”是多么合拍。

这部戏确实如于佩尔所说，排演

成了契诃夫想要的喜剧——优雅与

破败、品位与贫穷、宽容与绝杀等生

活中处处隐藏着似乎波澜不惊的矛

盾，时刻会被引爆，形成了新的戏剧

张力。“战斗民族”仅仅是斯拉夫人的

一个立面，俄罗斯小说里有更多“无

用的人”——“百无一用的贵族”对时

代火车的迎面撞击，既惶恐又麻木。

曾经学过俄语的于佩尔扮演一

位自巴黎回乡的俄罗斯贵族也妥

帖。只是，在广场上演“生活戏剧”，

与在剧场内演经典戏剧的范式完全

不同；在中国观众“看小人”时，她的

声音塑造能力没有为其加分——全

面的戏剧演员仅凭声音控制能力就

可以“演戏”，所以才有“广播剧”。

当然，这首先要感谢上海文化

广场有魄力把这台剧目引进，否则我

们连窥探该剧面目的机会都没有。综

上所述，大约只有对契诃夫式喜剧相

当熟悉且对罗德里格斯的导演风格颇

为好奇的专业观众，才会毫无问号地

看完全场。因为熟悉剧场的观众知

道，演员，只是如同舞美、音乐、服化

一样平等的戏剧元素，是在戏剧编

剧、导演“统领”下，呈现戏剧精神的

载体——好似恋爱时期的人的皮囊。

我们当然会老去，但是当我们看

到爱人眼里依然有着闪耀的光，才会

让我们觉得为此生花费的“票钱”都

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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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宝级女演员于佩尔
上海行程排满

影迷激动细数：
“我一天见了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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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徐翌晟）201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

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于
当地时间 4月 13日在秘鲁利马逝

世，享年 89岁。这位拥有秘鲁与

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其

诡谲瑰奇的小说技法与丰富多样

而深刻的内容为他带来“结构写实

主义大师”的称号，《绿房子》《酒吧

长谈》《公羊的节日》《世界末日之

战》等作品影响了许多中国的文学

爱好者。最早把略萨作品翻译成

中文的翻译家赵德明教授也于 4
月 3日在北京延庆区医院去世，享

年 85岁。

1936年 3月 28日，马里奥·巴

尔加斯·略萨出生在秘鲁南部亚雷

基帕省首府亚雷基帕市的一个中产

家庭。不过，略萨的成长却是在玻

利维亚。略萨读大学时参加秘鲁共

产党组织的共产主义学习小组，学

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

思想家的著作，还担任过指导员，并

短期加入秘鲁共产党。上世纪 60

年代，他也热烈支持古巴革命。

略萨上一次来到中国是 2011
年 6月，有一站停留于上海，他在

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

作了公开演讲和作品朗诵。关于

那次中国行，略萨写信致中国读

者：“我从来没想到我写的故事能

到达如此遥远的地方，亦即从我儿

时起似乎就构成我梦境中一部分

的国家，也是我心目中非现实景物

组成部分的国家，就如同我在历险

故事中读到的那许多奇异的、令人

难以置信的国家一样。现在我知

道了，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非

常强大的国家。在她的众多人口

中，有一些读者与我共同分享在我

的小说中创作的那个神奇的世界，

这对我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付出了

那么多努力写的故事和长篇小说，

是一种莫大的补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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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个周
末，法国著名女演员
于佩尔主演的契诃
夫名剧《樱桃园》在
文化广场上演，成为
了城中文化热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