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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一会《锁麟囊》
◆ 朱 光

婺剧《浩气春秋》的当代创新追求
◆ 王艳秋

我带着满满的零食
进了影院，因为银幕出
现的将是干饭最香的男
人——松重丰饰演的井
之头五郎。

从来没有哪部电影
像《孤独的美食家》这般令
身边文艺吃货们热情高
涨。“五郎来上海了！”他们
一个个跑去围观本尊，一
会儿是黄浦的大光明影
院，一会儿又是虹口的太
阳宫……身兼编导演数职
的松重丰相当卖力，巡回光
顾了上海九个区十家影
院。粉丝踊跃地向这位身
高一米九的“电子榨菜”投
喂沪产名点蝴蝶酥、青团，
情不自禁地感慨：“伊哪能
吃不胖！”

在短视频吃
播泛滥前的2012
年，东亚电视界诞
生了两桩与美食
有关的大事，一是
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横空出世，
二是日剧《孤独的
美食家》在东京电
视台首播。谁也
想不到，这部看起
来像是为街头小
饭馆打广告的深
夜吃饭剧竟会如
此“长寿”，拍了一
季又一季，收视率
胜过一些大制作。影评家佐藤忠男
有段话很经典：“作品内容越是没有
称得上故事的故事，越是没有像样的
戏剧因素的表现，它本身就越纯
粹。”所以，我们爱看《孤独的美食
家》正是为体验一种纯粹忘我的沉
浸式吃喝，对应当下日趋微型化、个
体化、碎片化的社会。

剧版《孤独的美食家》每集二
三十分钟，而电影版长达一百一十
分钟，爱吃米饭的五郎此次踏上的
是“寻汤囧途”：为替在法国的日裔
老人寻找儿时喝过的“一酱汤”食
材，来到了日本五岛列岛，又误打
误撞闯入韩国旧助罗等地。剧集
未曾充分呈现的五郎的工作价值、
职业精神、个性魅力及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牵绊，终于有机会在电影里
淋漓尽致地展开。

到底是大电影啊，五郎第一餐
是在巴黎吃勃艮第炖牛肉配洋葱
汤，接着“没苦硬吃”台风天出海遇
惊涛骇浪，开启五郎版“鲁滨逊漂流
记”。被冲上荒岛海滩后，他自力更
生地挖蛤蜊采菌子煮鲜汤，心满意
足地吃完，不出意外地倒地吐白
沫。醒来后，他看见的是美丽温柔
的内田有纪，与七名女子一同为他做
韩国料理。根据内田有纪给的线索，
五郎回到日本帮助内田有纪的丈夫
小田切让重整旗鼓，再度熬出众口
称赞的拉面汤底，治愈了岛上的妻
子，也令巴黎的老爷爷焕发新活力。

日本拍此类都市小品题材格
外驾轻就熟，节奏流畅，随着食欲
高潮迭起。喜剧元素点缀得恰到
好处，就像在一份堆满鱼生海胆的
海鲜饭里时不时咬到一颗颗咸鲜

的鲑鱼子，噗地在嘴里爆
开，令人愉悦。
值得一提的是，五郎

喝着黄明太醒酒汤，问当地
警员这是何鱼。于是，我们
看到一个韩国人和一个日
本人鸡同鸭讲地交流，最后
在白纸上写下汉字“明太”，
双方才终于沟通明了。看
到这里，我由衷感慨：到底
汉字长期以来是东亚文化
共通的基础啊。共通的还
有米饭、筷子、美味的汤，
以及人类的情感。五郎接
受的各项委托工作，寻找
的种种物件或食物，其不
可替换性正在于情感，是
乡愁，是母爱，是夫妻间的
相濡以沫，也是萍水相逢

给予的关怀。
《孤独的美

食家》标题是“孤
独”，内核其实是
“自足”，让我们
重温一遍已经听
得滚瓜烂熟的剧
集开场白：“幸福
地填饱肚子，短
时间内变得随心
所 欲 ，变 得 自
由。不被外物所
打扰，毫不费神
地大快朵颐，这
种孤高的行为，
正是现代人被平
等赋予的最大治

愈。”这无疑是都市吃货的现代宣
言，强调精神上的自给自足。

而电影里的五郎又与剧集里
“众声喧哗，我独吃”的五郎不同。
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与周遭的关
系，体面、周到、诚信。台风天他取
走店家一块浮板，不仅留下了钱和
字条，事后还悄悄买了块新的快递
送去。在小田切让开的拉面店里，
五郎和同伴并排坐，埋首吃拉面。
这样共食的镜头，对《孤独的美食
家》来说也算得上“破天荒”。

某种程度上而言，《孤独的美食
家》并不“孤独”，恰恰相反，这么多年
来主打的是“陪伴”。在日本，陪伴民
众元旦迎新的除了红白歌会，还有一
年又一年《孤独的美食家》除夕特别
篇。上海的拉面店、居酒屋，还有卖
烧鸟、咖喱饭等等日式料理的小馆
子，只要墙上挂着电视机，十之八九
在循环播放《孤独的美食家》，食客们
仰着脖子同屏幕里西装革履的五郎
一起大快朵颐。谁能想到啊，这十多
年来，松重丰渐渐变成了我们最熟悉
的日本爷叔，我们看到他，便有如同
见街坊的亲切感扑面而来。

松重丰是日本演艺圈的黄金
配角，可是在《孤独的美食家》中著
名美人内田有纪、型男小田切让，
还有杏、远藤宪一等大咖，都愿意
来为他做配，令我们感到一种“不
孤独”的圆满。

片尾彩蛋是五郎猛然转身，冲我
们说了一句中文：“你肚子饿了吗？”
看完电影，肚子分外地饿。走在暮春
簇新的梧桐树叶下，我有种邂逅五郎
的恍惚，立即去吃了碗日式拉面。

汤，喝得一滴不剩。

《浩气春秋》一剧由陈美兰新剧
目创作团队出品，京剧表演大师尚
长荣作为艺术指导，著名京剧老生
演员裴咏杰导演，由第33届上海
白玉兰戏剧表演奖得主、青年老生
演员李烜宇主演并根据传统剧目
《水擒庞德》整理改编。这出戏在
继承婺剧传统中有着创新性拓展
和突破，让当代观众既感受到了婺
剧的大气磅礴和细腻动人，也开掘
出关羽形象崭新的一面。《浩气春
秋》的当代创新追求之一，是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转化，让
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生机，宣扬了
“忠勇”“仁义”“诚信”等价值观。
婺剧作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下年轻的戏曲创作者承担着对
经典剧目的保护和传承的使命，剧
目整理者带着使命感选取婺剧《水
擒庞德》重新创排。创新团队以何
种创新方式让关公文化更加贴近
当代观众的审美，作为整部戏的
“戏眼”，《浩气春秋》的最后一场戏
给了观众最好的回答。通过荡气
回肠的大段唱词，演员们精彩的肢
体动作以及细腻情感的表达，配合
烘托复杂情绪的音乐，编导演把关
公文化的浩气体现得淋漓尽致，让
当代观众以一种全新又直观的方
式感受关公的人格魅力。
当代创新追求之二，从细节出

发增加新内容，丰富情节场面的层
次，增强戏剧冲突性和紧张感。传
统戏《水擒庞德》的情节发展主线以
集中精简为特征，从庞德与于禁登
场、双方对战，再到生擒庞德，情节

发展通俗易懂，其他支线一带而
过。创新团队在保留传统戏精华的
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内容。《浩气
春秋》剧本分为序幕“势压樊城”，以
及“曹营求援”“下书比刀”“嫉贤移
营”“夜读春秋”“探营设计”“水淹七
军”“浩气春秋”七场戏。在“曹营求
援”“下书比刀”中把庞德的以死立
志、抬棺上阵提到主线情节上，不仅
能增加紧张感和悬念感，还能从关
羽欣赏庞德的忠勇和胆识上，凸显
出关羽的真诚待人的悲悯之心。在
细节上丰富人物关系，如在“曹营求
援”和“嫉贤移营”中增添几笔，勾画
了于禁与庞德之间的矛盾冲突，不
仅能从于禁的嫉妒贤能反衬出庞德
的文韬武略，更体现出庞德命运的
悲情。《浩气春秋》所彰显的婺剧表
演风格粗犷中有细腻、文武兼备的
特点，是顺应普通观众的审美倾向
而形成的独特之处，其中戏剧张力

的真实、性格化以及内心复杂的人
物形象，人物的细腻情感，武戏的优
美和文戏的力量感，尤其是“水擒庞
德”中具有舞蹈美的武戏大场面，以
及末场戏关羽的充满豪迈气概的大
段唱词等等，都能体现出《浩气春
秋》对传统的创新性发展的有益探
索，并以此来迎合当代观众的审
美。《浩气春秋》对传统剧目《水擒庞
德》老戏新编的突破，不仅传承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肩负时代使命传
递出当代人民的心声，让非物质文
化遗产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激励
人民更加奋进向上以及增强对中华
民族精神的自我认同感。在剧本整
理和整个舞台呈现的过程中，编导
演创新团队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
坚持戏随时代，重视传统并挖掘其
艺术价值，更结合当代的审美取向，
做出相应的调整，拓展了婺剧艺术
的创新性表达方式。

“一期一会”的意思，是“一辈子
只见一次”，由此，自当万分珍惜。
这四个字出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日
本茶道，描述的状态，通常是指在战
士黎明上战场的前夜，煎茶师傅，当
以对方品尝的可能会是人生最后一
口茶的心情，来精心烹茶。
如今，这四个字也用于剧场艺

术的精神彰显——演员，面对观众，
进行的现场表演，很可能也是“一辈
子只见一次”，即便有观众反复购票
来看同一位演员的演出，其每一场
演出的精神状态甚至演出时长都可
能略有不同，因而，每一场现场演
出，绝不重复，也是“一辈子只有一
次”的演出。所以，演员，也会以“可
能是我们人生中唯一一次的相遇”
而亮出自己的毕生绝活。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李佩泓日前在上海大剧
院仅上演了一场经典剧目《锁麟
囊》，堪称“一期一会”。

著名越剧
表演艺术家傅
全香当年说过
一个笑话，她年
轻时一口气要
连演十几晚，相
当于现在的“驻
场”演出。到了
快收官的那天，
她发高烧了，全
身乏力，面孔通
红。她心想这
下完蛋了，但演
员都恪守“戏比
天大”的原则，
哪怕上刀山下

火海，也要把戏唱下去。于是，红着
脸、发着烧、晕晕乎乎间，她继续支
撑完全场。岂料，当天效果反而更
好，因为她演绎的剧情，就是一位陷
入爱情的千金小姐娇羞而沉醉的状
态。大家都以为那天是她的超常发
挥。她自然也隐瞒了病情……
李佩泓联袂上海京剧院上演《锁

麟囊》之际，遇到的状况其实十分类
似。这一台演出，也是一期一会的
《锁麟囊》。当座无虚席的大剧院掌
声雷动的时候，没人知道李佩泓的
声带早先就出了状况且并未痊愈。
1000多座的剧场里，既有追随她多
年已经白了头发的戏迷，也有来自
海内外的青年观众以及外国友人。
他们并未看出李佩泓抱恙登台。她
依然稳定输出，呈现出程派的独特
魅力。以至于一位身穿传统服饰、手
持戏词折扇的年轻女观众表示：“本
以为京剧离生活很远，但是李老师一

开口，眼泪就跟着掉下来了。”李佩泓
的表演风格，摒弃了程式化的“炫
技”，转而以生活化的肢体语言和眼
波流转，将薛湘灵的命运起伏刻画得
生动而感人，可亲、可信、可共情。她
呈现出了一种在逆境中的尊严与善
意——正如“一期一会”里，创制艺术
与感受艺术的双方都秉承的态度。
倒是观众以一种近乎“炫技”的热情，
来表达对角儿的激赏。
戏曲在当今发展中华现代文明

的新时代，处于十字路口。但是，无
论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为基调的戏曲发展探索之路，还是
以博物馆式保留戏曲最基本的声腔
与表演之道，都要适当考虑当代观
众的审美。在这一版本的《锁麟囊》
里，戏曲最根本的声腔与手眼身法
步的表演，保持经典品相和内核，尤
其是主要人物的举手投足，尽显流
派风范。而各色杂役，尤其是两位
男演员扮演的彩旦，更是一开口就
逗得人乐不可支。与时俱进的台
词，就由这些配角们信手拈来：“我
预判了你的预判”“股票涨涨落落
呐！”虽然原本配角的岗位职责就是
插科打诨——毕竟主角的戏份时常
哭哭啼啼，悲从中来，这样在戏剧美
学上能让观众情绪兜兜转转平衡起
来，但是在不同时代上演，杂役的台
词都得“新编”，也颇考验功夫呢！
这一创新，体现出创作理念的端正，
与团队合作的密切。
京剧不仅仅是历史的传承，也

是始终活着的情感交融。《锁麟囊》
的故事，可能正以其他形式在不同
时代流转、发生；一代代著名表演艺

术家也在身体力行的传承中接续情
感与善良。由此，才使得我们可以
感受到千百年来真善美的传递如此
绵延不绝，无惧从青丝至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