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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铁三角十年后
在《聊斋》重逢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一场观众见
面会，能开2个多小时，观众还都不
愿意离场；3场演出，门票全部售罄，
还要加座。这就是林奕华戏剧的魅
力。虽然每次采访林奕华，媒体们都
面对着几小时的采访录音，手足无
措，但不能否认的是，观众们爱他。
10月 26-28日，他十年之后重组铁
三角、找回《华丽上班族》时的主创张
艾嘉和王耀庆，共同创排的《聊斋
Why We Chat？》，将作为第二十届国
际艺术节参演剧目登陆上汽·上海文
化广场，不出所料，又成了上海文化
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昨天，林奕华和张艾嘉、王耀庆
一起，和媒体、观众一起畅聊这部作
品。尽管连王耀庆都自嘲说“观众看
一遍跟看两遍没区别，都是看不懂”，
但所有人都愿意在林奕华的作品中，
寻找自己的感悟。林奕华说，这部结
合古典文学和现代演绎的作品，自己
特意把聊和斋两字拆开解读，因为这
两个字也无疑触及了当代人的痛处。

《聊斋》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
发想，故事借由叫“斋聊”的聊天软
件，渐渐拨开在络绎不绝的酒店中发
生的那些秘密。作品尝试借同名原
著中对社会道德制度的批判，对好坏
对错的进一步剖析，来探讨都市男女
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自恋、嫉妒、支
配、被动攻击性人格和身份焦虑之间
复杂却立体的关系面。

导演林奕华说：“‘聊’是精神寄
托，‘斋’是狭小空间，里面有很多知
识。光在书名的头两个字上，已是现
代人的生活写照。”他表示，这些古典
名著是我的伙伴，从小玩到大，他非
常喜欢在这些文字中去找寻自己创
作的灵感。

林奕华昨天透露，小时候读《聊
斋》时，和如今读完全感受不同，“我
去年夏天重新读完，发现四个字特别
重要，那就是改变命运。”林奕华认
为，蒲松龄的魔幻故事其实可以给到
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东西，虚实难以分
清，是《聊斋》给人的感觉，而很多现
代人的生活也是如此这般。

值得一提的是，林奕华这次特别
邀请张艾嘉、王耀庆，三人在阔别十
年之后，重返舞台。十年前，在《华丽
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中，王耀庆饰
演的大伟是在无间道里的鬼，张艾嘉
饰演的张威是在十字路口的人。当
他们相遇，就形成了不可改变的宿
命。十年后，张威跟大伟已不可能重
逢，但张艾嘉跟王耀庆却又再一次相
遇，在《聊斋》里。与前一部戏不同的
是，他们的人生将会有很多选择，因
为在人与鬼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
能：百变的狐。当张艾嘉是狐狸时，
他的道行会不会毁于王耀庆的手
上？当王耀庆是狐狸时，他的尾巴会
不会被张艾嘉抓住？又或当狐狸对
上狐狸，谁会是它们的第三者？是人
还是鬼？这一切都等待观众在剧场
之中找寻答案。

“没看懂，就再看一遍，”演员
王耀庆说，“林奕华的戏可贵的地
方就在这里，观众每次看，都能看
到不一样的东西，引发感触的东西
也不同。”

舞台上出现了两个潘冬子
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由

赵明担任编剧及编导。赵导的作品
多次摘得“文华奖”“荷花奖”“五个一
工程奖”等中国舞蹈届含金量最高的
大奖。

《闪闪的红星》故事家喻户晓，潘
冬子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故事从
已经成年的红军战士潘冬子的视角
徐徐展开，行军路上的种种与儿时的
记忆相交织，令潘冬子更加坚定了信
仰，那就是为救起更多的母亲、守护
更多的家庭而英勇奋战到底。这种
全新的蒙太奇式的舞剧叙事方式及
故事结构不仅理清了人物间的关系，
行军路上各种节奏的埋伏、急行、夜
行也与舞剧的变奏性不谋而合。

通过回忆与现实的不断交替，随
着故事的推进，“以情入理”中赵导将
为观众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红军战
士潘冬子的形象，用最真实的情感打
动观众。最后，当潘冬子冲入火海，
救起千千万万的母亲的时候，达到革
命信仰的升华。

此前，赵明在受访时说，他试图
呈现的是一部“超现实主义与超浪漫
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舞剧中现实与
回忆交叠，两个潘冬子共同在舞台上
讲述过往的经历，这在舞剧创作中是
比较少见的”，赵明说这是一种心理
化的结构方式，倾注了自己对人生议
题的理解，“我把我本人对舞剧、对人
生、对生命、对革命的感悟和对理想
的认识都附着到了这部作品中。”

经典元素没有缺失
在创新之余，舞剧也保留了许多

经典要素。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傅

庚辰先生创作的《映山红》《红星照我
去战斗》《红星歌》深入人心，因此芭
蕾舞剧《闪闪的红星》特意保留了这
三首经典乐曲。

此外，担任该剧作曲的杜鸣根据
编导赵明的要求，进行了全新的创
作，为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谱写了
动人的音乐，既兼顾了芭蕾的艺术表
现方式，又保持了音乐的舞蹈性又饱
含积极向上的情感力量。

同时，作为一部红色题材的芭蕾
舞剧，《闪闪的红星》的音乐一方面结
合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另
一方面，在尽可能保证芭蕾高雅、讲
究的音乐语言和审美品味的同时，展
现了民族特性，更接近中国人的审
美，也更为朴素，并未刻意运用炫目
繁复的作曲技巧，而是符合芭蕾的特
质、符合舞剧整体的剧情，让音乐自
然地流淌出来，唤起观众的情感起
伏，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和亲切感。

此外，该剧的核心：红色元素，也
在创新中保留了下来。

担任本剧服饰及造型设计的李锐
丁将他的设计定义为“红色的交响”。
他说道，“所有的色彩走向是一种交响
式的表现方法，轻、重、浓、淡、张扬、抑
制、抒情、高亢，都在设计中有节奏地
出现。所有人物的设计来源于原始形
象本身，但又区别于原始形象，有着
显而易见的突破及变形。”本剧的服
饰在具体制作上也运用了国际流行
的毛裁、拼贴、肌理、手绘、半朋克式的
方式，以期达到红色革命艺术化，历
史题材现代化，民俗元素时尚化，民
族样式芭蕾化，中国故事世界化。

演员为演出淬炼军人精气神
为了此次首演，上芭派出了强大

的演员阵容。成年潘冬子将由上海
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员/国家一级演
员吴虎生扮演，潘冬子的母亲与父亲
将分别由上海芭蕾舞团首席主要演
员/国家一级演员范晓枫以及上海芭
蕾舞团主要演员/国家二级演员张文
君扮演。此外，主要演员/国家二级
演员戚冰雪、吴彬等也将在剧中扮演
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为了掌握所
塑造人物的精髓，他们还用各种方
式，淬炼出了军人的精气神。

对演惯了王子的上芭首席明星
吴虎生而言，为在舞台上塑造潘冬子
红军战士形象，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

“优点”，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匍匐、
下蹲、倒地。在吴虎生看来，潘冬子
的内心既有对父母、伙伴、家乡的爱
与依恋，又有因为童年的悲伤经历而
立志为了民族的美好未来抛头颅洒
热血的一往无前，是一个平凡的、接
地气的人物形象，更是一种代表着热
血与坚毅的精神符号。

同时，这也是上芭首席范晓枫首
次挑战革命母亲的角色，范晓枫说
道，“‘母亲’是潘冬子人生的一面旗
帜，她给予冬子的爱，她所展现出的
勇敢、无畏、坚韧都深深影响着冬
子。”为了在芭蕾的语汇下表达一个
勇敢的、坚定的中国母亲，范晓枫细
化了动作和眼神的处理，在拿捏人物
神韵和肢体表达上也下足了功夫。

据上芭透露，这部高难度的戏排
了4个月。紧张排练的间隙，上海芭
蕾舞团从首席到群舞，近80名演员
不但抽空跟“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战
士们学习军姿，在汗水中淬炼军人的
精气神；更前往江西“深扎”采风，坚
定理想信念的同时，为舞剧创排和角
色表演汲取养分。

上芭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全球首演

创新艺术表达 延续红色情怀
昨晚，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上海芭蕾舞团的原创芭蕾舞剧《闪

闪的红星》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盛大首演。当成年版的红军战士潘冬子，将行军路上的种
种和儿时的记忆交织时，不少观众都感觉到了新意，这也让幕间的掌声不断。上芭人也告
诉记者，这样一部作品，是革命精神和红色情怀的延续，也是上芭人对芭蕾艺术的传承与创
新，更是以海派芭蕾讲好中国故事，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又一力作。 青年报记者 陈宏

《闪闪的红星》在艺术节首演。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