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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班单人剧《低音大提琴》

在人生孤岛，我们如何面对孤独？
2024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展演剧目，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后浪新潮演出季单人剧《低音大提琴》目前
正在排练厅紧锣密鼓地排练中。3月27日，青年报记
者探班排练现场，听主创聊了聊故事内核——普通人
都会面临的有关孤独和生活意义的话题。

该剧将于4月12日—5月5日在上海话剧艺术
中心·戏剧沙龙上演。单人剧《低音大提琴》出自德
国编剧帕特里克·聚斯金德之手，讲述的是在一个失
眠的夜晚，一位低音大提琴手谈起自己的过往——
他的事业、爱情，他的渴望、崩溃与思索。而他在舞
台上看似“自言自语”“絮絮叨叨”的陈述，也呈现了
时代洪流之下所有人的反思。 青年报记者 冷梅

《低音大提琴》是帕特里
克·聚斯金德在1980年发表的
处女作剧本，之后被译成各种语
言，成为欧洲话剧舞台上长盛不
衰的经典剧目。在这部作品里，
他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巧妙
拉近了观众与主人公的距离，让
观众感受到生活中充满了矛盾
的情感。

排练厅里所呈现的舞美是
木质色系，有着跟大提琴一致的

“低沉与稳定”。客厅、厨房、卫
生间、更衣室……家中几处隔断
有着弧线圆润的曲线，当中是一
把深褐色的大提琴，时刻提醒着
唯一的男主人是大提琴手，多年
来，他与这把爱琴有着“相爱相
杀”的过往。

2003版《低音大提琴》的演
出风靡申城后，当年的主演杨溢
就如剧中的低音大提琴手一般，
怀抱理想、热情、怀疑、犹豫，度

过了往后的 10 年演艺生涯。
2013年，杨溢又以导演身份回
归，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成长，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试图为《低音
大提琴》带来全新的诠释。如
今，又过去整整10年，再次担任
导演，杨溢说：“这部戏的经典之
处在于它能够不断被演绎，每一
次的呈现都能带来新的启示和
理解，希望这个故事在每个人心
中都留下独特的印记。”

本轮的演出中，导演杨溢将
与舞美设计沈力以及主演王耀
庆共同探索和塑造角色的内心
世界，他们将强强联手打造属于
2024年的《低音大提琴》，希望
观众能从中体会到角色内心的
挣扎与不安，从而在心灵上得到
共鸣。

该剧采用的舞台表现形式
是小剧场，小剧场并非只是物理
空间上，就观演关系而言，它是
一种令观众与演员物理和心理
距离更接近的戏剧形式，这也是
小剧场戏剧的魅力所在。小剧
场缩短的不仅是观众和舞台的
物理距离，在伸手可触的舞台
前，连演员散发出的气息都可看
见，在同一个空间交换呼吸，你
在剧场里，你也在舞台上，而舞
台就在生活中。

沈力说道：“20年前，我和杨
溢同样青春年少，初版的舞美很
简单，很多道具就是从我家里搬
来的。20年后，我说，这部戏的
舞美非我莫属，我们要把当年舞
台上的某些遗憾在当下一一实
现。我们要在舞台上还原一位
大提琴手的内心世界，理想与现
实不断撕扯。他与大提琴，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极简舞美与创作
源于20年前的戏剧情结

本轮主演王耀庆，曾在影
视剧和舞台上塑造了许多令
人难忘的角色。此次在单人
剧《低音大提琴》中，他将独挑
大梁，一人撑满整场舞台，用
独特的演绎方式呈现角色内
心的声音。

王耀庆很期待加盟这部小
剧场力作，他相信“舞台”是一
个特别能够滋养演员的地方。

场灯熄，排练拉开帷幕。
王耀庆身穿深灰色的家居服，
在沙发前拧开台灯，进入角色
情境。主人公又失眠了一晚，
生活乃至工作的压力接踵而
来，压得他焦虑得难以入眠。

之后，像每一个上班族清
晨醒来一样，首先洗漱、料理自

己，然后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煎一个鸡蛋，烤两片面包，冲一
壶咖啡……王耀庆手中动作娴
熟，这是晨间“深入肌肉记忆”
的一组惯性动作，嘴中还不忘
絮絮叨叨，吐槽生活琐事……

王耀庆很享受舞台上表
演的获得感，并沉醉于和导演
一起切磋角色，不断地思考舞
台上呈现的细节。他坦言，这
段看似稀疏平常的生活片段、
动作细节要和台词一起“行云
流水”“严丝合缝”，其实开场
的这段表演对他来说是最大
的挑战。导演也和他把这一
段呈现反复推敲，让台上的表
演看起来更加自如和平常。

因此，杨溢很感激王耀庆

在舞台上的付出。毕竟这部
戏关乎的是他纯粹的个人戏
剧情结，想不到刚一邀约，王
耀庆便欣然答应，并在之后的
几个月间，每天都全情投入排
练。

为了更加深入地体会一
位真正大提琴手的感受，王耀
庆用10天时间跟随交响乐团
的专业老师，每天练琴2小时，
速成学习了大提琴的独立曲
目片段，可谓相当用功。

“低音大提琴在乐队里是
最低沉的乐器，最低可以低到
低音E。这种雄壮低沉浑厚的
声音可以激发荷尔蒙分泌，也
是主人公内心独白最真实的
写照。”王耀庆说。

台前幕后双向奔赴
低音E激发表演大能量

如今，王耀庆即将迎来50
岁。当年杨溢饰演这个角色
时，只有20多岁。王耀庆说，
很多经典的舞台作品都能经
得住时间考验，你在生命的任
何一个阶段去看这部戏，都会
有不同的感受。演员在台上
呈现同一部作品，也会因为年
龄和阅历不同，而赋予作品截
然不同的气质。“粗看这部作
品，也许会让人觉得这只是在
讲一个‘低音大提琴手’的故
事，其实不然。看到后边，你
会发现它在讨论的是生命的

意义。”王耀庆说。
为什么大提琴手的故事，

也是每个人的故事？王耀庆
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深刻的作
品，讨论了社会阶层问题，以
及每个人生活中遭遇的心境
变化，“人们所面临的是一样
的喜怒哀乐，心理上有差不多
的诉求和感受。戏剧冲突就
来自于此。大家看到的只是
一个平凡人的故事，他被困在
一个地方，这种困境是否源于
自己的内心？也许很多平凡
人都会有共鸣。”

一个人、一把琴、一出戏，
人生的喜怒哀乐在舞台上悉
数登场，生活中往往矛盾丛
生，每一个个体背后都有难
以言说的隐痛。每一个人都
是一座孤岛。在帕特里克·
聚斯金德笔下，那些稀疏平
常的“小人物”以及他们“窄
小”的生存空间得以“切口
式”具象展现。大提琴究竟
该低音独奏，还是继续“和
弦”？相信每个人心中自有
答案。应该把它献给每一个
寄居城市孤岛的灵魂。

生活里的烦恼不会过时
这是属于每个普通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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