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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典歌剧多个新版惹争议
萨尔茨堡音乐节新版《阿依达》首当其冲

“世界十大歌剧之一”“史上最美歌

剧”“最辉煌歌剧” ……自1880年在巴黎

问世后，歌剧《阿依达》被赋予了诸多美

名。 每隔几年，都会有导演携新编《阿依

达》登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英国皇家歌

剧院、 柏林国家歌剧院等世界一流艺术

殿堂。 今年，又一版《阿依达》在“欧洲三

大古典音乐节” 之一的萨尔茨堡音乐节

亮相， 然而观众似乎对这部由音乐节新

任总监马库斯·辛特豪瑟亲自挂帅、号称

“现代版《阿依达》”的作品并不买账，对

场景布置， 视频多媒体甚至乐团演奏都

提出了质疑， 美国更有权威乐评发文用

“失败”形容了此次改编。

舞台似微波炉，经典作品
的当代改编尺度难拿捏

意大利指挥大师里卡多·穆蒂指挥

维也纳爱乐乐团， 俄罗斯当红女高音歌

手安娜·奈瑞贝科和意大利男高音弗朗

西斯科·梅利同台演出，新编《阿依达》无
疑是今年音乐节的重头戏， 演出票也早

早就售罄。不料首演后，演出中充满当代

性的舞台设计和视频多媒体饱受诟病，
舞台总监、伊朗视觉艺术家西林·涅沙特

无疑首当其冲，受到不少负面评价。
知名乐评人鲁伯特·克里斯琴森在

英国率先发文批评：“涅沙特空洞的设计

使演出大大减分， 整个舞台仿佛置身于

一个巨大的微波炉中， 这种设计不但显

得过于轻浮， 不能提供给观众任何视觉

上的享受，也无助于戏剧发展。看似时尚

的视频投影更是毫无意义， 场景变换冗

长无比， 再加上两段幕间休息都极大程

度上干扰了观众的观赏体验， 我无法理

解指挥穆蒂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 ”
随后，乐评人扎卡里·伍尔夫也在美

国媒体上撰文炮轰演出：“《阿依达》是今

夏问题最多的演出。 涅沙特对于她的首

部歌剧作品显然没有任何想法， 她抱着

‘重在参与’的心情来到了本届萨尔茨堡

音乐节， 却没有把她25年来的设计经验

运用到演出中，视频也与演出毫无关系，
然而， 总监辛特豪瑟似乎并没有想要挽

救这一切。 ”
不过， 若说涅沙特对作品 “毫无想

法”显然言过其实，从这位极具个性的女

艺术家演出前接受的采访来看，她对《阿
依达》有着不同的理解。 “我不喜欢的是

传统的演绎———仅仅把《阿依达》当作欧

洲人的想象产物， 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

人被妖魔化了， 他们以非常丑陋的面貌

出现———所以我要消除这种脸谱化的呈

现，让这些人物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她
说道，“所以在我执导的版本中， 故事的

背景不是发生在古埃及而是在欧洲，这

里同时存在着各种宗教， 时代背景中既

有古老，也会有现代和未来的元素。这个

版本的《阿依达》体现的是不同的文化背

景、种族、宗教差异和时间的交融。 ”然

而，她也毫不避讳地谈到“此前对《阿依

达》和古典音乐一无所知”，舞台总监在

没有充分了解经典的情况下就对歌剧进

行了设计和改编， 可能也是作品饱受争

议的原因之一。

经典并非万灵药，刻意改
编反倒弄巧成拙

《阿依达》这部四幕七景歌剧由意大

利作曲家朱赛佩·威尔第创作， 剧情由法

国古埃及考古学家芳思华·马里耶特的原

著改编。 1880年《阿伊达》于巴黎首演时，
威尔第曾亲自担任指挥演出，讲述了古埃

及法老王时代，东非大陆的埃及和埃塞俄

比亚战事又起， 埃及王手下战将拉达梅

斯率部出征， 迎战埃塞俄比亚国王阿姆

纳斯洛。 此时，埃及王女儿阿姆涅丽斯公

主爱恋着拉达梅斯， 而拉达梅斯的心上

人却是阿姆涅丽斯的女奴阿依达。 而这

位女奴不是别人， 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

的女儿，原来阿依达也是一位公主。
作为传统歌剧的代表， 《阿依达》

比其他经典作品更为 “传统” 一些， 由

于故事情节的设定， 很难在制作上进行

彻底颠覆， 连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也会翻

出几十年前的制作重复利用， 业界和观

众对这部作品也都已经形成了 固 定 印

象， 此前对于该作品的创新性改编也不

乏失败。
美国赫伯龙戏剧联盟就曾联手迪士

尼进行过音乐剧版《阿依达》的制作，将

这样一部经典歌剧改变为音乐剧确实是

一个大胆的想法， 然而音乐剧不但没有

抓住自身的音乐优势， 将歌剧版的舞蹈

音乐进一步强化， 反而使用流行化的音

乐破坏了《阿依达》的埃及韵味。 音乐剧

开头现代人参观博物馆的“戏中戏”手法

也完全是为了硬贴“现代演绎”而设计出

的桥段，不仅无助于推动剧情，还浪费了

大量宝贵的舞台时间。
经典并不是质量保证， 实则是一把

双刃剑， 观众走入剧院难免期待看见熟

悉的元素。 为经典引入全新的理念势必

要冒着打破这层期待的风险， 如何在保

留原作精华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耳目一

新的演出，主创们需要下一番功夫。

以科学家的赤胆忠心标记荧屏精神坐标

电视剧《黄大年》反映“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黄大年的先进事迹，无数观众看湿了眼眶、热了心头

六集， 这应该是近些年最短的电

视剧之一。但一位海归科学家“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赤胆忠心，绝不会被

篇幅所限。 相反， 这般真切的爱国情

怀， 还会同其他记录伟大时代的作品

一起，标注着电视剧荧屏精神坐标。
从 10 月 12 日起， 央视一套播出

六集电视连续剧 《黄大年》。 该剧根

据 “时代楷模 ” “全 国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千人计划” 专家黄大年的先进

事迹改编。 2009 年 12 月， 享誉全球

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放弃国外优越

的条件回国， 扎根科研一线、 教育一

线 。 从重新踏 上 故 土 的 那 一 刻 直 到

2017 年 1 月 8 日离世 ， 他在生命的

最后七年谱写出最壮丽的篇章———七

年间， 他使中国物探技术用五年时间

走了发达国家 30 年 的 路 ； 七 年 间 ，
他吸引大批专家学者回国； 七年间，
他指导了 18 名博士研究生、 26 名硕

士研究生……
如同科学家本人的生命旅程虽步

履匆匆却无比 厚 重 ， 电 视 剧 《黄 大

年》 也挤干剧作上的 “水分”。 该剧

导演杜军说： “黄大年身上有着中国

科学家的美德， 他忘我工作、 忠心报

国， 同时淡泊名利、 甘于奉献， 这些

高 尚 的 情 操 都 是 思 想 上 的 ‘干 货 ’
‘硬 货 ’ ， 能 够 赢 得 观 众 。 ” 的 确 ，
《黄大年》 一经播出， 便使得无数观

众湿了眼眶、 热了心头。

“振兴中华 ，乃我辈之
责”，这句誓言他践行一生

电 视 剧 从2009年 的 一 堂 演 讲 开

始，台上主讲人是黄大年，而台下坐着

的上百位听众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科

研人员。 在这家位于伦敦的航空地球

物理公司， 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的传

奇人物。他领衔的300人团队里包括不

少外国的院士， 他们从事的技术和装

备研发， 则代表着当今世界各国科技

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 是强国

展示实力的重要标志。 黄大年的科研

又取得了新突破， 他的外国助手迫不

及待地想开瓶红酒庆祝， 而海外的石

油公司更是发来重金合作的邀约。
剧 集 的 另 一 支 线 从 吉 林 大 学 讲

起。 正当黄大年名扬世界的同时， 他

的母校也为之震动了。 乘着国家 “千人

计划” 的东风， 这所走出过李四光等地

质学家的高校， 决定召唤黄大年回国。
但彼时的吉林大学， 无论是物质生活条

件还是科研水平， 都无法与世界一流水

准相提并论。
就这样， 吉林大学来打前站 “探口

风” 的老同学叶明， 与拿着高薪合同前

来的世界顶尖公司代表亨利， 在黄大年

伦敦的居所相逢了。 现实中， 中国科学

家 “挥一挥衣袖” 就毅然决然地踏上归

程。 电视剧里， 编剧安排了一场戏， 让

亨利在屋外听到了黄大年的歌声， 他对

黄大年说： “我听不懂歌词， 但能感受

你对你的祖国充满感情。”
“背上行囊， 为祖国寻找富饶的矿

藏……” 那是科学家在吉林大学开启地

质学求学道路时挂在嘴边的歌， 当年，
他们唱着歌， 写下 “振兴中华， 乃我辈

之责” 的毕业寄语。 如今， 祖国一声召

唤， 激活了赤子的一颗心， 黄大年第一

时 间 便 决 心 割 舍 18 年 旅 英 的 一 切 ，
“裸归”。

报效祖国是 “最幸福的
事”， 他愿为之用生命与时间
赛跑

“你的爸爸是科学家， 但你可别骄

傲。” 这是剧中黄大年的妻子对女儿的

教 诲 。 20 来 岁 的 姑 娘 不 解 其 中 深 意 ，
直到父亲这样告诉她： “我在英国搞科

研 ， 始终是个被追赶者 。 但作 为 中 国

人， 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 而你

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差

距甚至刚刚起步， 那你都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成功。”
满腔赤子情， 一颗报国心。 对于黄

大年来说， 学成归来， 报效祖国， 才是

最大的成功， 才是今生最大的价值。 电

视剧仔细描述了他回国的第一天。 这一

天何其漫长， 从伦敦经北京飞长春， 到

了长春放下行李， 黄大年就直奔吉林大

学， “只要一张桌子” 就投入工作， 老

同学打趣他 “像是坐火箭回来的”。 这

一天又是何其短暂， 短到科学家顾不上

与亲妹妹吃顿家常便饭便一头扎进尚在

翻修的办公室熬通宵 ， 短到他 发 狠 话

“祖国的 24 小时最好都是白天”。
“我就是甩开膀子干活来的。” 剧

里的黄大年有这句台词 。 “小 米 加 步

枪” 与导弹之间的差距， 则是剧中黄大

年归国时面对的中国地质科学与世界制

高点的距离。 作为全球不可多得的战略

科学家， 他的回国， 一方面能让某国航

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 100 海里， 另一方

面， 中国叩响 “地球之门”、 赶超世界

先进水平的重大战略计划， 也沉沉地压

在他肩头。
剧中， 黄大年为报考自己博士点的

两位研究生安排了特殊的面试： 到操场

上与他比赛跑步。 他说： “跟祖国的亲

人们在一起， 为报效祖国的同一目标奋

斗， 这是最幸福的事。” 但要在短时间

让中国的相关科研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

跑， “有一场又一场硬仗等在前方， 必

须有过硬的身体素质”。

实际上， 黄大年正是在用自己的生命

与时间竞速。 为了让中国科研的相关领域

实 现 “弯 道 超 车 ” ， 他 从 英 国 人 眼 中 的

“养生达人” 摇身变为 “科研狂人”， 一心

要用 “五年撵上人家几十年的脚步”。 电

视剧中， 他与孤灯相伴， 他在电脑前啃个

玉米权当午餐， 他在自己主持的重大科研

项目通过了评审的前夜服下速效救心丸，
都只是他七年厚重时光的一处处缩影。

比起科学家的头衔， 他更
喜欢“人民教师”的称谓

电视剧里还有一群可爱的年轻人， 他

们是黄大年带 教 的 博 士 和 硕 士 研 究

生， 也有他担任班主任的本科学生。
剧中有个虚拟的人物李斯华， 姑娘与

黄大年一样祖籍广西。 正因为她从小

以黄大年为榜样， 这才追随偶像的脚

步考入吉林大学地质学院。 剧里还有

两位男生， “当下年轻人该追什么样

的星， 该放飞怎样的青春梦想， 观众

或能从电视剧里得到些启示。” 剧中

黄大年的扮演者丁勇岱说， “化人”
也是原型人物本身最看重的一部分，
他常说比起科学家的头衔， 自己更喜

欢 “人民教师” 的称谓。
“中国正努力从科技大国向科技

强国迈进， 而这段并不平坦的进程需

要几代人去完成。 如何培养更优秀的

人才 ， 让文化 与 智 慧 长 久 地 传 承 下

去， 值得每个人思考。” 黄大年这段

话， 体现的正是他致力于培养国家高

精尖人才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也是这

段话决定了六集电视剧有很大半篇幅

在描绘黄大年身为人民教师的点点滴

滴。 比如， 他为自己的研究生特意申

请了 “茶思屋” 以放松神经、 打开思

路； 他又欣然接受大学 “名师班主任

计划 ”， 成为本科 “李四光实 验 班 ”
的班主任， 还自费为班里 24 名学生

每人购置一台笔记本电脑。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

我何求。” 首席科学家教起了本科生，
很多人不理解， 但电视剧借台词讲出

黄大年的内心独白———“人的生命相

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 随

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 若能做一朵

小小的浪花奔腾， 呼啸加入献身者的

滚滚洪流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我

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

的事情。” 因为他， 一粒又一粒中国

梦的种子在年轻人心头发了芽。

黄大年与妻子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 扎根科研一线、 教育一线。 图为该剧剧照。

海外视野

经典并不是质量保证， 实则是一把双刃剑， 观众走入剧院难

免期待看见熟悉的元素。 为经典引入全新的理念势必要冒着打破

这层期待的风险， 如何在保留原作精华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耳目

一新的演出， 主创们需要下一番功夫

温情描摹当下百姓生活真实画卷
编剧王丽萍现实主义新作《国民大生活》播出

渴 望 慢 生 活 的 北 京 男 青 年 与 一

心追求梦想的 上 海 囡 囡 之 间 会 擦 出

怎样的火花 ？ 他 们 之 间 的 爱 情 又 将

遭遇怎样的世 俗 阻 力 ？ 近 期 ， 由 王

丽萍编剧 ， 郑 恺 、 袁 姗 姗 领 衔 主 演

的 都 市 时 尚 轻 喜 剧 《国 民 大 生 活 》
正在东方卫视与浙江卫视热播。 因为

生活化的呈现与温暖的格调， 这部电

视剧收获了不少好评。 “没有了玄幻

狗血大 IP， 电视剧观众总 算 有 了 自

己愿意看的东西！” 编剧汪海林给出

了这样的评价。
2011 年 ， 编 剧 王 丽 萍 用 一 部

《双城生活》 讲述了上海小伙与北京

姑娘的爱情故事， 探讨了南北文化差

异， 获得不俗收视。 六年之后， 跨地

域爱情组合的主人公从 “70 后 ” 演

员涂松岩 、 马伊琍变为 “85 后 ” 演

员郑恺和袁姗姗， 这样的传承再度证

明———有意义的社会话题是影视作品

取之不尽的题材宝库， 现实主义题材

永远不会过时。
现实主义题材是王丽萍深耕多年的

创作类型， 但其作品风格总是积极与时

代接轨， 洋溢着时代的脉动和节拍。 与

以往的作品相比， 《国民大生活》 多了

一份对青春质感与浪漫气息的追求。 虽

然 聚 焦 的 是 北 京 与 上 海 的 双 城 故 事 ，
《国民大生活》 却从泰国开篇。 不得志

的编剧陆露 （袁姗姗饰） 为寻写作灵感

来到泰国参加瑜伽冥想课程 。 在 课 堂

上 ， 她认识了北京小伙王舒望 （郑 恺

饰 ）。 因为一场行李误换引发的风波 ，
两个年轻人相识之初便开启了一场 “逃
亡” 之旅。 这场 “逃亡” 成为陆露与王

舒望相互了解、 坠入爱河的契机， 凭借

短短一周的相处 ， 两人决定 “闪婚 ”。
然而， 回国后， 爱情的真正考验才拉开

帷幕。 双方的家长成了第一道障碍。 两

人刚回到北京， 王舒望就因为为陆露打

架出头进了派出所， 引得北京家长的不

满 ； 来到上海 ， 毫无 “应战经 验 ” 的

“毛脚” 王舒望， 一身邋遢运动服就登

门拜访， 又没给打扮精致的上海丈母娘

留下好印象……当代都市青年的浪漫恋

曲能否在生活的柴米油盐与事业的矛盾

取舍中突围？ 这成了 《国民大生活》 的

最大悬念。
与早年的 《双城生活》 不同， 王丽

萍介绍， 这一次的 《国民大生活》 没有

强调太多的地域性 ， 这让 《国 民 大 生

活》 相比前作更显开阔。 从目前播出的

情况看， 剧中南北文化的差异碰撞以幽

默的细节呈现为主。 最明显的要数男主

角 “王舒望” 的名字， 这三个字用上海

话念与 “横竖横” 音同， 即 “心一横，
豁出去 ” 的意思 。 除了有趣的 谐 音 效

果 ， 这个名字也暗合了作品表现 的 主

题———不 局 限 于 “作 天 作 地 ” 的 爱 情

戏， 而是展现主人公的欲望、 理想与现

实的碰撞， 讨论了当代年轻人的迷茫、
成长和自我认知， 对待认准了的爱情、
事业与理想， 年轻人也得拿出点 “豁出

去” 的闯劲儿。
《国民大生活》 触摸着上海、 北京

两地真切得充满烟火气息的生活。 主创

介绍， 为还原真实细节与生活质感， 剧

组特地在拍摄地中选取了老百姓所熟

悉的地标性经典场景。 在北京的拍摄

中， 受到老北京们喜爱的卤煮、 烧烤

纷纷入镜， 营造出浓郁的京味儿， 就

连陆露随王舒望回到北京， 出租车一

个急转弯让她 一 头 栽 进 男 友 怀 中 的

“情人弯” 也有真实原型。 上海部分

是电视剧的重 头 戏 ， 对 熟 悉 申 城 的

观 众 ， 观 看 这 部 电 视 剧 更 有 一 重

“认地标” 的乐趣。 太原路、 武康路

的 小 洋 房 ， 新 场 古 镇 的 古 色 古 香 ，
多伦路的艺术 氛 围 等 等 ， 观 众 都 能

在剧中一窥。
王丽萍说， 为电视剧取名为 “国

民大生活 ”， 是受到 “舞台小 世 界 ，
世界大舞台” 这句名言的启发。 对于

每一个老百姓来说， 现实生活正是他

们的舞台。 她希望在作品中把当下中

国年轻人的心理轨迹、 情感状态、 生

活理想表达得更加细腻真实， 惟妙惟

肖。 让 《国民大生活》 汇聚这些小舞

台， 组成老百姓生活热气腾腾、 幸福

满满的大 “画卷”。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张祯希

《国民大生活》 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理想与现实之中碰撞、 在滚滚红尘中回归爱情本质的故事。 图为该剧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