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二十年后，戏剧的发生与接受都变了
———复排巡演版《三姐妹·等待戈多》观后

竟然距离首 演 已 经 过 去 了 近 二 十

年！ 1998 年， 林兆华导演的 《三姐妹·
等待戈多》 亮相， 两部经典名作的并置

拼贴与观众的冷淡反应和作家余华的惺

惺相惜加在一起， 使那次演出似乎成了

一个演出事件； 如今， 《三姐妹·等待

戈多》 复排巡演， 主打的是当红明星做

主演， 粉丝热烈响应， 不知不觉中， 戏

剧的发生与接受都变了。
舞台上林氏的 “三姐妹” 和 “等待

戈多” 并没有变。 “三姐妹” 还是困在

水中央， 宛若在一个孤岛上， 她们的演

区和观众席隔着黑色的水池， 隔着贝克

特笔下那棵著名的树； 她们的演区沿中

轴线立起一个白色的框， 三人等分在中

轴线上， 转台转动时陷入婚外恋的玛莎

和姐妹们分开了。 像是在镜框式的舞台

上又给 “三姐妹” 搭起了一个台， 画框

中又套了一层画框， “三姐妹” 被围困

的意象得以加强， 她们像是内画鼻烟壶

里的美丽图画， 工笔细描， 图案精妙，
勾画的难度不小， 外表看上去也栩栩如

生， 奈何困在小小的玻璃瓶内， 根本连

新鲜的空气也呼吸不到。
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的部分处

理得像滑稽小丑 ， 的确 ， 这些 年 来 演

《等待戈多》 观众总是笑声阵阵。 这两

个角色置身水中时， 分别饰演爱上玛莎

的韦尔希宁中校和追求小妹妹伊莲娜的

土旬巴赫男爵， 戏就这么串上了。
二十年前 ， 仅 仅 是 《三 姐 妹 》 与

《等待戈多》的并置、串联、拼贴足已使人

眼前一亮，惊诧或惊艳，二十年后，没有

人会再质疑并置的动机和意义， 拼贴而

且不只是文本的拼贴也在剧场里变得常

见，这时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依然是首

演版本的拷贝，显得有点粗糙了，似乎只

是停留在半成品或初具雏形的状态，还

没有来得及精雕细刻。
比如， 台左侧梯子上的叙述人， 他

时而叙述时而扮演， 时而读 《三姐妹》
的原剧本时而扮演 《等待戈多》 中的孩

子 。 他于全剧的游离或加入 ， 他 “独

立” 存在或 “高高在上”， 这都没有问

题， 但当他朗读 《三姐妹》 中的部分舞

台提示和安德烈或切布狄金的台词时，
带来了一种对契诃夫原作无能为力的局

促感。 舍弃了 《三姐妹》 原剧的风格样

貌， 舍弃了 “不相干” 的登场人物， 可

又舍弃得不彻底， 基本还是依托四幕的

内容把三姐妹的台词全部保留， 于是，
一些他人的台词或必要的连接就索性丢

给叙述人 。 同时 ， 延续导演的 一 贯 风

格， 剧中人并不交流， 而是各自发声、
形成多声部的交织， 这样一来， 所有角

色———无论是 “三姐妹” 还是韦尔希宁

中校和土旬巴赫男爵， 都陷入了独白的

状态， 叙述人的朗读因此无法成为一个

声部 ， 混在其他声部中又多余 ， 尴 尬

了。 他的设置非常功能性， 于今日的演

出， 他的功能还需要保留吗？ 抑或是，
留下了他， 必须赋予新的阐释和意涵？

全剧登场的 女 性 角 色 除 了 “三 姐

妹” 外， 还有她们的嫂嫂娜达霞， 一个

和 “三姐妹” 格格不入的庸俗小市民女

人。 她自然是到不了 “三姐妹” 的演区

的， 只能影子似的在舞台最深处出没一

次， 或者听到她在台侧的咆哮， 并不出

现形象。 没有余力顾及也和 “等待” 无

关的人物， 何苦还现身呢？
《三姐妹·等待戈多》 更像是 “三

姐妹”在“等待戈多”，“三姐妹”是主体和

主语。《三姐妹》和契诃夫其他的戏一样，
写的都是人生的状态而并不直接描摹发

生的事件， 呈现的都是人和人的交流但

分明不啻于自语， 他开创了现代性的戏

剧又不像现代派剧作家那样， 完全丢开

事件和交流直接写状态，直接抽象、诗性

到《等待戈多》的地步。 舞台上的“三姐

妹”在另一重意义上也如在囚笼，既挣不

脱契诃夫的原作， 又像是已从原作中抽

离出来半符号化了， 成了活着的标本，
“到莫斯科去”的传声筒。

舞台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容纳所有，
袒露一切，不由生畏、不由期待。已经有，
而且一定还会有各种版本的《三姐妹》和
《等待戈多》，多希望眼下的《三姐妹·等

待戈多》 并不只是二十年前的那一版的

复刻，毕竟，二十年过去了……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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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衔主演”何来一溜？
《咬文嚼字》公布 2017 年十大语文差错

本报讯 （记者陈熙涵） 有 “语林

啄木鸟” 之称的 《咬文嚼字》 昨公布了

2017 年十大语文差错 。 热播剧和电视

名栏目成了语文差错的 “重灾区”。
今年 2 月央视开播的 《朗读者》 一

期节目中 ， 濮存昕和董卿强调 老 舍 的

“舍 ” 应该读作 shè， 在观众中产生 很

大的影响。 其实这是缺乏依据的， 正确

的读法是 shě。 “舍 ” 有 shě 和 shè 两

个 读 音 。 读 shě， 义 为 舍 弃 ； 读 shè，
义为房屋。 老舍原名舒庆春， 字舍予，
笔名老舍。 舍予是舍我、 无我的意思，
“舍 ” 即 舍 弃 ， 应 读 第 三 声 。 老 舍 的

“舍” 和舍予的 “舍” 同音。 根据亲友

回忆， 老舍生前自己也读 shě。 如果读

shè， 便成了老房子的意思 ， 显然不符

合这个笔名的寓意。
今年 “双十一” 马云推出了一部功

夫影片， 其主题曲 《风清扬》 将 “青频蒙
之末” 的 “频蒙” 误成了 “萍”。 “青频蒙
之末” 出自宋玉 《风赋》： “夫风生于

地， 起于青频蒙之末。” 青频蒙， 是一种草
本植物， 其茎横卧在浅水的泥中， 叶柄

伸出水面， 只要水面有风， 青频蒙就像测

风仪一样轻轻摇动 ， 后世以 “青 频蒙 之
末” 比喻事物处于萌芽状态。 而 “萍”
则指水生植物浮萍 ， 其叶片贴 在 水 面

上， 不会随风而起。 所以， “风起于青

萍之末” 是不合常理的。
今年的热播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

中有句台词 “人生不相见 ， 动 如 参 与

商 ”， 剧中人将 “参 ” 读成了 cān， 正

确的读法是 shēn。 “人 生 不 相 见 ， 动

如参与商” 出自杜甫诗 《赠卫八处士》，
“参” “商” 指的是参星和商星， 均是

二十八宿之一。 参星在西， 商星在东，
二星此出彼没 ， 不会同时在天 空 中 出

现。 人们常用 “参商” 比喻亲友分离后

不得再见。
还有一个差错出现在 “某亲子园虐

童” 事件的媒体报道中。 一些报道提到

有关涉事单位时称之为 “非盈利组织”，
正确表述应是 “非营利组织”。 “非营

利组织” 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组织

机构， 通常指学校、 医院、 科研机构、
图书馆以及社会福利机构等等。 “非盈

利” 即不产生利润， 显然不符合 “非营

利组织” 的属性。
一些灾害报道中的概念混淆， 在今

年屡见不鲜。如“飓风”误为“台风”。2017
年 8 月哈维飓风登陆美国， 给当地带来

了巨大自然灾害。 不少媒体在报道此事

件时把“哈维飓风”误为“台风”。 气象学

上，发生在大西洋、墨西哥湾、加勒比海

和北太平洋东部的称“飓风”；发生在北

太平洋西部和南海的称“台风”。 “哈维”
显然是飓风而不是台风。

在某明星离婚事件的众多网络新闻

中， 不少报道把当事人当时递交法院起

诉离婚的 “起诉状” 误成了 “起诉书”。
“起诉状” 是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为

了向人民法院起诉而递交的法律文书。
“起诉书” 则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

序， 代表国家向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提起

公 诉 的 法 律 文 书 ， 又 称 “公 诉 书 ” 。
“起诉状” 和 “起诉书” 的发起人有别，
属两种不同的法律文书。

当下荧屏和银幕， “领衔主演” 的

用法屡见不鲜。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领
衔主演”一栏里往往出现多人并列。 《咬
文嚼字》指出 ，这违反了 “领衔 ”一词的

本义。 所谓“领衔”，是指在共同署名的

文件中，排名在第一位的人。 后来也指

在艺术表演者的名单中，排名在第一位

的演员。 不管用于什么场合，“领衔”只

能是一个人，不能是一群人。
另外， 这一年里常见的语文差错还

包括： “敬请赐候” 误成 “敬请期待”
“城 乡 接 合 部 ” 误 为 “城 乡 结 合 部 ”
“一诺千金” 误为 “一言九鼎”。

如今， 《三姐妹·等待戈多》 复排巡演， 主打的是当红明星做主演， 粉丝热

烈响应， 不知不觉中， 戏剧的发生与接受都变了。 （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供图）

有一种“天赋异禀”叫坚守
综艺荧屏给普通岗位上的平凡人创造的“不可能”点赞

100 步正步、100 步齐步、 三处转

弯， 天安门前 36 人的国旗护卫队如何

做到整齐划一，每个人每一步都精准踏

到预设位置？ 四辆汽车驶上长 26 米最

高点达 12 米的钢铁跷跷板， 两边保持

平衡，当过川藏线汽车兵的老司机这种

车技从何而来？
没有发现万绿丛中一点红的“超视

觉”，没有遥控动物行为的“超脑”，正在

央视播出的综艺节目 《挑战不可能》第
三季，最近推出的这组在平凡岗位上的

“不可能”， 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泪水。
让这些“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个人和团

队，凭借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在各

自岗位上的默默奋斗，几年甚至是几十

年的训练、摸索与总结。 如果说这些人

是天才，那么他们的天赋就是对责任与

信念的坚守。
“看似普通的小事，日积月累也能

磨出过人的技能。 看似平凡的岗位，勤
劳不辍也能练出行业状元。 ”节目嘉宾

董卿这样评价普通人的 “不可能”，“把
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

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

在千锤百炼中萃取行业
的极致，就是成就不平凡

在挑战类综艺中，观众会惊叹于一

些挑战者的天赋，但是最让人感动的往

往是那些不靠天赋创造“不可能”的平

凡人。 他们展现出了极致的匠心，并且

用自己的汗水与坚持告诉人们，“择一

事终一生”这句话背后的分量与力量。
有观众用 “震撼 ”形容 《挑 战 不 可

能》中“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战士在天安

门广场上完成的日常挑战。 36 名队员

需要在 100 步正步走和 100 步齐步走

之后， 每个人都精准踏在升旗台旁的

规定站位上。 行进期间， 不但要求步

伐整齐划一， 步幅保持在 75 厘米， 还

要在经历三个转弯处时通过调整步速、
步幅与角度来确保队伍的齐整。 挑战

途中， 伴随着清脆整齐的脚步声， 战

士们从金水桥起点出发， 在升旗台成

功定位， 最终完成了一整套升旗动作。
当战士们完成这个挑战时， 节目演播

室里通过大屏幕观看挑战的观众集体

起立掌声雷动。
震撼的“奇迹”浸透着不为人知的

汗水与泪水。战士们对步伐与速度超越

常人的理解与掌控，源于千万次反复训

练产生的 “肌肉记忆”。 在日常的训练

中，他们一天走齐步踢正步的数量达两

万五千步，用战士的话总结就是：“一天

一个两万五，两年一个新长征。”升旗手

不光要拿着国旗练，还要每天举着五公

斤的哑铃反复模拟展旗动作上百次。因
为不停用右手锻炼，他的右手手掌比左

手手掌厚出一圈，有时右臂麻木僵硬到

连衬衣都穿不进去。
通过刻苦钻研将本职工作做到极

致 ，从 而 创 造 “奇 迹 ”的平凡人还有很

多。来自湖南的基层狱警姚刚，从工作需

求出发，炼就了“辨影识人”的绝技，一

次， 仅通过一只被录像捕捉到的手的影

像，就识别出了监狱中违纪的犯人。他说

这项绝技来自日常的总结与训练， 平时

走在大街上， 都会忍不住把路人当作练

习对象； 银行职员王东云手工点钞 27
年， 对工作的高度熟悉练就了她光凭别

人的点钞声就能判断点钞数目的绝技。

支撑“不可能”的是为责
任负重前行的坚持与牺牲

不少“不可能”的挑战背后隐藏着

一个个为人们的幸福生活负重前行的

身影。完成“天路挑战”的川藏线汽车老

兵、能在 350 米外进行盲狙的“猎鹰突

击队”女特警、驾驶重达 43 吨的坦克完

成“漂移”的战士……他们用坚持甚至

是牺牲，探索着生命的极限，更守护着

人们的生活。
在神奇而又危险的川藏公路上有

一群甘于奉献的勇士，他们担负着高原

物资运输保障的任务，维系着这条连接

着西藏和内地的生命动脉。 一期节目

中， 四位在川藏线上服役了 16 年的退

役汽车兵， 完成了一项难度极大的挑

战———他 们 必 须 驾 车 依 次 驶 上 长 26
米，最高点接近 12 米的钢铁跷跷板，并
通过调整汽车相互间的距离，维持跷跷

板十秒的平衡。
这项对选手的车辆控制能力、默契

配合度以及心理素质， 堪称极致的考

验， 对于这些 16 年间频繁穿梭在艰险

的“高原生死线”上的老兵来说，也许只

是一场基本素养展示。 “对川藏线上的

汽车兵来讲，每一次进入川藏线都是一

场生死考验。 ”
最难能可贵的是对不怕苦、不怕难

精神的代代传承。退伍汽车兵介绍：“当
年，川藏线是由 11 万军民靠着人背、马
驮、手凿修起来的。建成通车时，老一辈

的川藏线汽车兵上高原都随车带着铁

锹和十字镐，一边修路一遍搞运输。 60
多年来，川藏线上的官兵孕育出了艰险

多吓不倒，条件差难不倒，任务重压不

倒的川藏线精神。 ”这样的精神延续亦

是奇迹背后的亮点。

■本报记者 张祯希

莱娅公主终成绝唱，“星战”史诗未完待续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上演首周，全球斩获4.5亿美元票房

时隔两年，“星球大战”的热潮再度

袭来。 上周五，“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第

八部《最后的绝地武士》在北美正式开

画， 上映当天便斩获了 1.04 亿美元的

票房，成为北美百年影史上第二部单日

票房过亿的电影， 仅次于前作 《星战

7》。 全球范围内，影片上映三天便取得

了 4.5 亿美元的惊人成绩，并跻身电影

全球首周票房前五名。 《星战 8》的上映

无疑会在 2017 年末将全球电影市场推

上又一个高潮。

时长过长，情节复杂，但
《星战 8》瑕不掩瑜

《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武士》的故

事紧接 《星球大战 ：原力觉醒 》结尾展

开。不可否认《星战》系列向来有向前作

致敬的传统，这次新电影也或多或少有

着《星战 5：帝国反击战》的影子 ，只是

这一次导演莱恩·约翰逊为故事注入了

新的叙事手法和新情感，赋予了整部电

影别样的生命力。 “事情并不会朝着预

期的方向发展。”卢克·天行者在影片中

的台词印证了约翰逊想要带给观众惊

喜的决心。即使这部长达 152 分钟的电

影前半程混杂了太多分支剧情，但不少

影评给电影的最后一小时打出了 “完

美”的评价。经典角色的回归、炫目的特

效场景、 令人瞠目结舌的剧情反转为

《星战》系列开启了一段全新的征程。
光明与黑暗， 人性的善与恶， 这

是 “星战之父” 乔治·卢卡斯创作系列

电影的立意之本。 《最后的绝地武士》
除了在大场面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之外，
还对于 “星战” 的背景世界进行了补

充， 也更多地阐释了星球体系中深层

次的内容， 为角色设定和系列电影的

布局指引了方向。

“有的电影，注定不仅仅
是电影 ”

1977 年， 彼时 21 岁的凯丽·费雪

出演了乔治·卢卡斯执导的首部 《星球

大战》， 凭借智慧坚韧的莱娅公主一角

而名声大噪。 然而去年 12 月，凯丽·费

雪突发心脏病逝世，留下了遗作《星战

8》，莱娅公主是不是就此告别《星战》不
得而知，但这位原计划继续出演《星战

9》 的标志性人物与电影的缘分就这样

戛然而止。 奇妙的是，莱娅公主在电影

中的镜头无不预示着未来，“关于失去，
关于她走之后大家未来前行的方向。 ”
电影中饰演波·达梅龙的伊萨克说：“我
想《最后的绝地武士》是向凯丽·费雪致

敬的最好方式。 ”
“有的电影，注定不仅仅是电影 。”

有人这样形容“星战”。 40 年前，乔治·
卢卡斯在福克斯公司的支持下完成了

第一部《星球大战》，电影获得的 8 亿美

元票房拯救了几乎倒闭的福克斯，更是

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对于电影界，“星战”重新定义了太

空科幻片的声画标准，影响了后来科幻

片的发展轨迹。 于影迷，“星战”俨然已

是一种文化符号。 辉煌的太空史诗，精

彩的太空战斗， 层次丰富的角色设定，
似乎没有任何一部架空世界设定的作

品能比得上“星球大战”这般复杂和成

熟。 跨过电影这扇门，迎接观众的是更

为浩瀚无垠的太空世界。
自 2012 年卢卡斯影业接过迪士尼

的橄榄枝卖出“星战”系列的版权后，迪
士尼便重启了系列新作的拍摄。 据悉，
《星战 7》 导演 J·J·艾布拉姆斯将执导

现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星战 9》，电影

预计 2019 年开始拍摄。
此外，迪士尼近日宣布约翰逊将在

新一轮《星球大战》三部曲中担任首部

影片的编剧和导演。 这位有着“下一个

卢卡斯”之称的导演在新系列中将不再

以 “天行者 ”的故事为主线 ，而是聚焦

“星战”庞大体系里的其他角色。
“愿原力与你同在。 ”中国的众多

“星战粉 ”们也期待着故事继续下去 ，
继续书写各种奇妙 、 壮观的不 可 能 。
据悉 ，《星球大战 ： 最后的绝地武士 》
将 于 2018 年 1 月 5 日 全 面 登 陆 国 内

院线。

《星球大战： 最

后的绝地武士》 的故

事紧接 《星球大战 ：
原 力 觉 醒 》 结 尾 展

开。 影片伊始， 蕾伊

（黛茜·雷德利饰） 就

与天行者开始了绝地

武士的训练。 图为该

片剧照。

特警郭子睿在 《挑战不可能》 中需要面对 “盲狙” 考验———瞬间记忆目标位置， 并在有障碍遮挡的情况下，
进行远距离精确狙击。 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绝技背后是日积月累的艰苦训练。 图为节目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