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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中国王子”，在上海舞台动情歌

唱。上个周末，中匈联合打造的莱哈尔轻歌剧

《微笑王国》亮相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由上海歌

剧院青年指挥家张诚杰执棒，男高音歌唱家石倚

洁、女高音歌唱家宋倩领衔。布达佩斯大艺术宫

也通过官网，同步播放了“2019年匈牙利中国

春文化节”时上演的《微笑王国》。

两座城市之间的友谊缘起于四年之前——

2018年，由上海歌剧院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大艺

术宫联合制作的《微笑王国》首演于上海，这也

是该剧舞台版在中国内地的首演。一年后，作为

“2019年匈牙利中国春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这版《微笑王国》由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执棒，

在布达佩斯大艺术宫完成匈牙利首演。三年后

《微笑王国》从布达佩斯回到上海舞台，为双城

佳话续写璀璨新篇章。

作为上海歌剧院2022春夏演出季的开幕大

戏之一，《微笑王国》是一部讲述中国故事的经

典歌剧，莱哈尔赋予该剧优美动人的旋律。“剧

中的人们总是笑对一切，哪怕内心有再多痛苦，

也不会表现在他人面前，而是将微笑带给他们。

我很喜欢这部轻歌剧，对它感情很深。”在男主

人公苏城的饰演者石倚洁看来，《微笑王国》虽

然包含一些20世纪初欧洲人对东方的猜想，但

其核心是个具有中式哲理的故事。苏城本人也是

一个儒家传统思想的男性形象，克制、内敛、情

感不轻易外露。“据说，当年清朝政府曾经派过

多位大使到奥匈帝国，其中一位名字跟‘苏城’

还略微有点像。我猜测可能某位大使是受儒家思

想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绅士

的人，在那里的社交圈小有名气，给当地人留下

了很好的印象……这部轻歌剧很正面地塑造了我

们东方人的形象。”石倚洁早在大学时期就对这

部轻歌剧非常感兴趣，从好奇到了解再到向往，

2018年出演苏城终于圆了他“中国王子”梦，

时隔四年再次出演《微笑王国》，他又有了不同

的感受。

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内心的沉淀，石倚洁对苏

城身上的“孤独感”以及他对命运身不由己的无

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而在声音方面，苏城

属于抒情男高音，中低音区的音很多，石倚洁近

年从轻型抒情男高音转向抒情男高音，中低音区

更加圆润厚实，此番重拾苏城一角，他对这个角

色的驾驭更加驾轻就熟。

一部歌剧在舞台上最后呈现之前，需要各个

部门进行钻研、排练和磨合。“这次我使用的总

谱是许忠院长给我的，他曾在2015年和2019年

分别于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匈牙利布达佩斯大

艺术宫指挥过《微笑王国》，总谱上有他当时做

过的标记，这对我帮助很大。”指挥张诚杰表

示，在排练前期，许忠院长也和自己进行了很多

音乐上的沟通和交流。

合排之前，张诚杰用了四个整天专门单独排练

乐队，打磨演奏法、声部平衡、音色力度，钻研如

何将早期维也纳音乐风格的特点还原呈现，精确到

哪一处开头不可以慢起、哪一处的乐句要有说话的

感觉等等。张诚杰对《微笑王国》德语对白的钻研

也很细致，他与剧中女主人公丽莎饰演者宋倩经常

在一起琢磨对白，细抠每个音节、每个语法、每个

语气。在角色塑造方面，宋倩致力于把握住丽莎作

为一个维也纳伯爵千金的人物特点——骄傲、敢爱

敢恨，让观众可以共情她的爱与痛苦。

男高音歌唱家石倚洁饰演“中国王子”苏城

中匈联合打造的莱哈尔轻歌剧
《微笑王国》亮相东艺

短视频《上元千灯会》，让网友感叹“因为

戏曲被感动”，目前仅B站观看量已经突破1500

万；爆款游戏《原神》中的京歌《神女劈观》一炮

而红，网友在剧情PV下的评论区留言“每日亿

遍”；在Z世代戏曲人的抖音账号里，作品点赞

数动辄破十万，他们用戏腔唱古风歌曲，为“小

白”科普专业知识……

随着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的盛行，戏曲正

在舞台之外的场域频频亮相，其自身具备的深

厚底蕴给予了新一代创作者宽广的发挥空间，

而来自年轻人的多样表达也同时反哺着古老

艺术的生生不息。倘若把戏曲比作故事主人

公，当代镜头下的她正在“多栖”发展，以更鲜

活、更个性化的方式描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每一次创新，就是让戏曲
多一次“在场”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

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歌曲

《燕归巢》熟悉的旋律响起，演唱者则换成京

剧老生名家王珮瑜与歌手阿兰，二人跨界合

作，将这首流行歌曲唱出别样的韵味。“相约

上元千灯会，又见人间好团圆”，王珮瑜的戏

腔念白说罢，京剧《长生殿》《古城会》《四

郎探母》 中的重逢名段一一登场，夫妻之

情、兄弟之情、游子之情尽显无遗。

晚会中多次采用了戏曲片段化的呈现，

戏园里，京剧表演艺术家孟广禄搭档青年演

员，以影视化的手法重现了《将相和》《春秋

笔》《定军山》《锁麟囊》《打龙袍》 中的名

段，生旦净末丑不同行当演绎出“仁义礼智

信”的精神内核，让年轻观众不禁打下“向

国粹致敬”“国粹太绝了”等弹幕。黄梅戏、

豫剧、昆曲、秦腔……由13名小演员组成的

“鳌山小绝”则以致敬“同光十三绝”的形式

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戏曲剧种带到台前。

“戏曲碎片化呈现的背后，是大量的素材

积累，它们一次次地带给年轻观众惊喜，是

惊鸿一瞥、再一瞥、又一瞥的过程。”上海戏

剧学院副教授郭晨子对记者表示，“某种程度

上，这场晚会是以戏曲为素材的一种再创

作，表达出年轻一代的‘戏曲印象’。一台节

日晚会能让多少年轻人走进剧场变成戏曲观

众不得而知，但在传统节日里，这场晚会让

传统戏曲在场了，这就是意义。”

Z世代加盟，期待把粉丝变
成戏迷

在传统戏曲片段外，戏腔歌曲也占据晚会

的另一个重头，流行歌曲《小小》迎来全新的昆

编版本，“上戏416女团”再度演绎代表作《探

窗》，获得满屏“416”弹幕的排面。作为戏曲文

化的衍生品，戏腔歌曲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

喜爱，日前发布的《bilibili年度国风数据报告》

显示，近一年戏腔视频的播放量增速高达

275%，其中《赤伶》成为B站年度点赞量最高的

国风音乐。

巧合的是，《赤伶》 也是“上戏416女

团”的出道曲目，女团由五位来自上海戏剧

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00后女生杨淅、边

靖婷、朱鹮、程校晨、朱佳音组成。去年毕业汇

报演出当晚，因为不想浪费精致的妆容，五人便

随手录制了一曲《赤伶》，没想到意外出圈，收获

一众粉丝。在2022央视春节戏曲晚会中，组合以

戏歌《佳人戏》亮相，青春的面容和全新的演绎

惊艳了不少戏迷。

充满元气、热爱生活、喜欢分享，贴在Z世代

身上的标签同样属于416女团，也正是这些属性为

戏曲当下的传播找到了更多方式。“一开始的初心

只是想分享一些京剧生的日常、兴趣爱好，以及

京剧的唱法，没有预料到会这么受欢迎。”女团成

员之一、“程派”青衣杨淅对记者说道。“一切都

是源于热爱”，穿汉服、拍视频、听古风歌曲，这

些都是女孩们平日里的休闲方式，杨淅还曾与朱

鹮一起参加过汉服的走秀。

在网上发布视频之余，416女团也时常和粉丝

们交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群。杨淅的粉丝

群里目前已经聚集了2000多位戏曲以及古风爱好

者，她曾做过一次统计，发现粉丝的年龄段从十

七八岁的学生一直延伸到四五十岁的中年戏迷。

“我唱了一段《红娘 · 叫张生》，你帮我听听。”不

时有票友发出自己演唱的段落和杨淅分享，她听

到后也会及时在群里唱上一段，纠正粉丝一些念

字上的偏差。她说：“我们不太可能在剧场里进行

戏腔的表演，还是希望更多人来看舞台上的我们

唱京剧。”

杨淅和边靖婷已经是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

的专业演员。元宵节当晚，《上元千灯会》和江苏

元宵京剧演唱会恰巧同时播出，两边都不想错过

的杨淅看得有些手忙脚乱。虽然在网上是有着百

万粉丝的UP主，但在剧团里二人还是需要跑龙

套的新人。当被问及如何平衡主业与副业的关

系，杨淅的回答则相当坚定：“我认为我就是一

名戏曲演员，如果连京剧都没唱好的话，谈何推

广戏曲。我非常享受跑龙套的时光，只有这样近

距离吸取艺术家们的表演，才能扎实地精进自己

的表现。”

从“再来一遍”到“每日亿遍”，传统戏曲焕彩青春容颜
■本报记者 王筱丽

一度被视为今年网剧黑马的《江照黎明》
上周六在争议声中迎来大结局。尽管主演马思
纯与白客等青年演员演技得到观众好评，即便
他们分别饰演的女主角李晓楠与男主角王诚走
到了一起，迎来“HappyEnding（幸福结
局） ”，可这依然没能遏止评分不断下滑的
趋势。《江照黎明》从播出伊始7.8分跌落
到6.6分，坐实了不少人“高开低走”的
预判。

悬疑剧能够愿意在破解案件谜题同时，
聚焦女性群体的现实困境，原本赢得网友的
一致赞赏。主创对于剧本和拍摄的打磨，也
显得诚意十足。为何“高开低走”？从观众
反馈看，没有平衡好悬疑叙事与情感铺陈，
是导致该剧不及预期的关键所在。

套着悬疑外壳试图探讨
女性现实困境

生长于有完美姐姐、强势母亲的单亲家
庭，外形普通、能力普通的妹妹会选择怎样
的男人共度一生？李晓楠的答案是同样普通
但老实本分、关心自己的苏睿。然而，就是
这样一个“不出错”的婚姻选择，却把她拉
入无尽深渊。好赌、出轨、家暴、借高利
贷、威胁家人，甚至屡次试图杀妻骗保，外
人眼中的“模范丈夫”，面对她时却是换了
“恶魔”的面孔。眼看李晓楠就要在江边遭
遇苏睿毒手，然而天亮过后，躺在岸边的尸
体却是苏睿。
《江照黎明》一开始，就为观众呈现了

这样一个充满戏剧反差的境况。在营造诡谲
悬疑氛围同时，同样引发现实关切——那便
是“不出错”的婚恋选择，为何最终导向了
“致命结局”？谈及该剧创作灵感，编剧黄芬
表示，是受到近两年社会案件的触动。因而

在人物和剧情的细节中，我们也能找到一些现
实的投射：比如苏睿热衷饲养冷血动物；比如
其杀妻是为伪装成意外最终骗取巨额保险；再
比如其购置大量治疗哮喘药物投毒、给私家车
做手脚伪装车祸的杀人手段。这些细节观众此
前都通过近两年的社会新闻有所了解，因而更
容易沉浸在《江照黎明》设定的故事之中，对
李晓楠逃无可逃的绝望遭遇感同身受。

从2020年的 《摩天大楼》《白色月光》
到去年的《八角亭谜雾》，国内悬疑剧主创有
意识地将目光聚焦于处于现实困境中的女性
群体。这一次，《江照黎明》则更进一步：以
李晓楠为核心，身边女性不论身份年龄，都
面临各自的现实境况。这也就跳脱了一般悬
疑推理剧次要角色“脸谱化”的窠臼，极大
拓展了社会议题的讨论半径。作为第三者，
于虹的性格扭曲源自于父亲极度的“重男轻
女”，以为“好男人”苏睿是自己脱离原生家
庭的救命稻草，殊不知自己却成为对方意图
还债的猎物。而对于负责苏睿案件的女警
官，则展现了职场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的两
难。正如黄芬所说，主创是在悬疑剧中“见
缝插针”地塑造不同类型女性，鼓励现实中
的女性勇敢面对困境。

部分苍白空洞的情感线削
弱了故事力量

“明明用12集可以讲完的故事，非要拖成
24集，一点点耗干你的期待，真心实意地追
剧却对不起我的会员。”一位网友的吐槽很有
代表性。不过，相比于不少观众选择快进倍速
看的“掺水剧”，《江照黎明》的水分不在台词
与情节，而在于缺少驾驭平衡悬疑叙事与社会
议题的能力。

悬疑部分，在拍摄手法上，该剧有诸多出

彩之处。比如第二集结尾，导演通过一组剧中
人物打破“第四堵墙”看向观众的蒙太奇镜
头，向观众设置“谁是凶手”谜题。而在第六
集，苏睿对李晓楠施暴的场景，尽管没有血腥
情节，却通过肩架摄影机带来的动态追随镜
头，带来恐怖的窒息感，从而给观众留下深刻
印象。不过，该剧在悬疑案件的展开中却虎头
蛇尾。比如该剧男主角、白客饰演的王诚。前
期，他是“谁是凶手”谜题的干扰项。中后
期，他既是李晓楠情感与生活的“拯救者”，
又是苏睿案的受害者家属，同时又身负破解李
晓楠姐姐“案中案”谜题的使命，多重线索看
似令案件迷雾重重，不断反转，可每条线非但
没有充分展开，反而由于“主角”这一身份很
快被观众排除嫌疑，进而看透剧集的“底牌”。

在这之后，主创就将不少笔墨留给了情感
部分，然而闪回片段里的零碎情节又很难完整
地呈现困境。比如为了展现世俗眼中精英女性
照样有难言之隐，就安排李晓楠的姐姐李暮楠
在婚姻中受到强势丈夫的牵制，被迫成为全职
太太，哪怕在娘家也没能寻求到支持，最终被
丈夫间接害死。而这影响了妹妹李晓楠的感情
观，最终落入苏睿的魔掌。遗憾的是，不管是
挖掘少女时代的“时间胶囊”，还是姐姐墓前
几场戏，都没能展现李暮楠与李晓楠的姐妹情
深，反而被观众解读为拖垮主线叙事进度的
“水分”。

“可能《江照黎明》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
的状态并不完美，但一向喜欢自嘲‘烂片编
剧’的我，这次却绝对无法戏谑调侃它为烂
片。因为它表达的东西，有沉甸甸的分量。”
本剧另一位编剧曹笑天如是总结。只是主创
或许没有认识到，一旦尝试探讨深刻的社会
议题，也就意味着观众对作品有着更高的预
期。倘若缺乏叙事驾驭能力，其所承载的正
向价值与人文关怀也就被架空，难以抵达普
通观众。

黄启哲

《江照黎明》口碑高开低走
没能架好悬疑与情感天平

■本报记者 姜方

歌剧《微笑王国》日前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