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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出不写爱情却充满情与爱的越剧， 这是一台
上海大都市的当代风貌与贵州苗族的浓郁风情融合一体
的音乐越剧， 这是一部越味十足却又时尚靓丽的现代越
剧———上海越剧院在第七个全国扶贫日首度上演的越剧
《山海情深》给观众呈现的是这样一派新的面貌。

《山海情深》以上海与贵州对口支援扶贫的生活实际
为题材。 然而主创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追求，全剧的中心
不在写开发与扶贫的过程，而在于抒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渴求， 以及在脱贫过程中人们的关系和情感的变
化。 扶贫不只是解决物质的问题 ，更需要物质丰富条件下
的家庭美满，亲人团聚。 基于此，剧本主要写了两组人物关
系：上海扶贫干部蒋大海与志愿到贵州开发竹编技术的设
计师女儿蒋蔚因误解而情感对立到重续亲情；竹编社社长
苗族贤惠媳妇应花与“恶婆婆”龙阿婆的特殊矛盾。

为了脱贫，苗寨的男劳力都进城打工去了，应花和姐妹
们为创造美好生活，在蒋蔚的帮助下准备恢复竹编社。 龙
阿婆希望应花到城里和根强一起生活，而应花为了照顾失
明的婆婆不愿离开。 出于无奈，龙阿婆对应花恶语相向，想
以此逼应花进城。 而应花对婆婆的苦心并不了解。 在蒋大
海向龙阿婆展示扶贫种种措施带来的变化以及竹编工艺
新开发会吸引部分男劳力回乡创业的前景后，龙阿婆终于
道出内心苦衷，应花深受感动。 这些戏份部分触及到了农
村脱贫过程中的深层次社会问题，有其深度，有其特色，也
有其情感力量。 而蒋大海父女的矛盾则显示了扶贫工作者
的情怀。 蒋大海在贵州扶贫三年，因在深山搭救坠崖的龙阿
婆，没有接到妻子车祸身亡的电话，未能及时回上海，女儿
不知内情，以为父亲只顾政绩不顾亲人而心生怨恨。 父女的
隔阂在蒋蔚深入到苗寨开发竹编工艺的过程中得知了真情
后终于化解，父女同心，协力扶贫，割不断的亲情在远离上海
的苗寨有了新的升华。 《山海情深》这两组人物关系的展开
都是人物情感起伏变化的轨迹， 虽然全剧没有越剧最擅长
的爱情故事，然而剧中的婆媳情、父女情、姐妹情、民族情，一样动人心脾。而情浓处又渗
透着作者对扶贫中一些攸关民生的深层次问题的关注，从而给人以更多的回味与体验。

作为一部原创的越剧现代戏，《山海情深》 的主创以及上海越剧院对现实题材
的当代表达方式是有想法的。 革新是越剧发展史的一个关键词，上世纪 40 年代开
始的越剧改革，即艺术创新，是越剧走向全盛的根本动力。 创新成功的关键是越剧
的核心特色是否得以保持和发挥，新创的艺术元素与剧情是否有机融合。 《山海情
深》写的是上海与贵州的对口连线，所以当代都市的时尚与苗岭的风情很自然地成
为了舞台视听形象的基点。 戏一开场，钢琴与芦笙同时出现在舞台两侧。 钢琴的现
代节奏带出了蒋蔚在上海看到苗族竹编工艺品展览的惊喜；随后，芦笙的悠扬旋律
带出了蒋蔚来到贵州加入苗家新米节的热烈。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新加入的音乐元
素与人物的越剧曲调毫无违和地融合到了一起，给人以崭新的美感。这个戏的唱腔
设计坚持越剧娓娓动听、柔美抒情的特色，主要角色的流派风格得到充分发挥。 男
主角蒋大海的扮演者许杰原工陆派，此次改唱范派，增强了唱腔的力度与厚度；扮
演应花的方亚芬的袁派唱来一如既往的婉转醇厚， 尤其是她向蒋蔚和婆婆倾诉心
声的两大段唱，声随心动，音伴情起，听来就是心曲的自然吐露，深沉动人。此外，饰
演蒋蔚的樊婷婷的金派唱腔和饰演龙阿婆的蔡燕以张派为主融合吴派乃至袁派的
唱腔也都韵味十足，声情并茂。 所以这个戏的音乐形象的主体是地道的越剧，同时
又有着鲜明的时代感，浓郁的地域特色，因而呈现出新的风格。

《山海情深》舞台视觉形象的创造是全剧的一大亮点。 大幕拉开，蒋蔚手指划过
虚拟的荧屏，苗家竹编工艺品的图像逐一显现，当代都市生活的气象扑面而来。 她来
到苗寨， 苗家女儿过节穿戴的银饰绣裙和她们的民族歌舞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的场
面。 等到应花她们到上海参加竹编工艺的培训一场，都市与苗寨的风情合成了一体，

一群苗家女子身穿兼有城市风格衬衣与苗家风格短裙的服装， 在以竹子为意象的
写意背景下，手持电脑在座椅上舞动。 其调度，其造型，其律动，宛如音乐剧的画面，

又满是女子越剧的感觉，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 在全剧结尾处，竹编工艺开发取得
成功，竹编服装发布隆重亮相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展览厅，苗家女儿身穿各色盛
装，款款穿行于舞台，真是花团锦簇，靓丽非凡，从而把全剧的气氛带向了最高潮。

由于《山海情深》是在较短时间里完成的原创新作，它自然也有需要完善提高
之处。从文本而言，蒋大海蒋蔚父女矛盾的分寸把握，蒋大海对亡妻的伤心与自责，

对女儿误解的痛苦担心， 都可以进一步挖掘与表达。 戏的二度创作与处理很新很
美，总体上是合适的，但有些局部的掌握似可斟酌，要考虑如何与剧情更有机地结
合。好戏都是反复锤炼出来的。相信经过剧组艺术家们精益求精的加工打造，《山海
情深》一定会以更新更美的面貌给观众更多的惊喜和审美的满足。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评论家）

■本报记者 许旸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11 ? 19 ?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燕 9

?创越剧《山海情深》以脱贫攻坚开掘现代题材新视角

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越剧颂歌
———越剧《山海情深》观感

崔伟

文艺无疑承载着深切奏响时代旋
律，热情讴歌时代变化，生动塑造时代
新人的神圣使命； 但文艺对时代的表
达应是本质而深沉的， 更必须是通过
生动的艺术形式与鲜活的形象性格 ，

特别是独特的发现视角， 真挚感人的
情感流淌， 唯此才能产生比生活本身
更浓郁更鲜活的况味与温度。 近日，由
上海越剧院创作演出的 《山海情深 》

（编剧：李莉、章楚吟；导演：杨小青 ），

就是这样一出具有上述效果、 打动人
心的好戏。 其开掘的角度， 抒发的情
怀， 艺术的风貌都在当下扶贫题材中
亮点独特，观后令人难忘。

写出脱贫攻坚的历史意义， 展现
扶贫干部的崇高奉献， 理应是这类题
材的终极追求。 《山海情深》最大亮点
是能够不仅注重艺术家的生活思考与
独特体验， 而且充分发挥戏剧表现的
讲述优势， 在寻找事件展开的情感视
角方面不落窠臼，匠心独具。 从而浓烈
地发散出剧作家对脱贫奔小康的鲜活
感受，避免概念、浅化的政策图解与人
云亦云。 应该说，这种独特感受、形象
展示， 真切表达了艺术家对脱贫攻坚
这一世纪伟业的感动、讴歌。

剧目具有成功的艺术营造， 注重
发挥戏剧讲述的情节魅力，很好地设置
了上海扶贫干部蒋大海与扶贫志愿者
蒋蔚这对父女、贵州贫困山区苗族龙阿
婆与应花这对婆媳的两组人物关系，相
互交织，彼此碰撞，展开故事讲述。 通过
他们彼此因扶贫与脱贫的邂逅，在展现
各自真实生动的心理和情感危机中，不
仅表达了脱贫奔小康这一时代主题与
历史贡献的壮阔和伟大，也表现出脱贫
攻坚所面临的艰巨和艰难。

对于重点塑造的扶贫干部和志愿
者蒋氏父女， 作品在精神上深沉开掘
父亲对使命的赤诚， 女儿对贫弱的爱
心， 体现了人民大众中 “一个都不能
少”的家国亲情，特别是上海干群的使

命感与大爱践行。 父女对母亲去世的
矛盾情结，是贯穿全剧的矛盾线。 从激
烈到消弭，看似极具戏剧性，却是精神
境界与情感升华的心灵靠拢， 也完成
了题材聚焦， 并欲终极阐释扶贫群体
胸襟、理想的立体空间和情感抒发。 看
戏后让人深切感到， 剧目对扶贫和贫
困的真诚感受，不是概念说教、不是政
策图解， 更不是不关痛痒的格式化表
达， 而是通过充满深情与责任的心血
书写， 体现出主创者身心投入才能获
得的思考、敬仰、祝福，并升腾出作品
传递出的对脱贫奔小康的千秋伟业的
期盼与礼赞。 这也使得这部作品自然
洋溢出温情暖人的生活思考， 深情感
人的戏剧表达。

脱贫工作艰巨而复杂， 脱贫干部
与志愿者各有不同的抱负与理念。 时
下许多这类作品的概念化与虚假 ，是
导致艺术表现的同质化的根结！ 《山海
情深》 的可贵则在于在这方面写出了
地域与人文特色， 以及在扶贫理念和
追求上的独特性。 围绕竹文化的开发
与脱贫，是真实的（大）山（上）海地缘
之情，更是一个足以展开观念与眼界、

理想与现实、大爱与淳朴、差距与无间
的上佳事件和情感载体。 当地人并不
注重的竹林中， 青年设计师蒋蔚看到
了具有时尚感的巨大商机； 在温饱得
到基本解决时， 扶贫干部蒋大海更具
眼光地看到， 只有家乡致富才能保证
亲情的享有与家庭的团圆， 使脱贫带
来生活既有温饱又有质量。 这对扶贫

者理念与志向有着很深的寓意， 也体
现出了扶贫脱贫的终极走向———亦即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这，

恰恰是《山海情深》最具有人文色彩与
社会理想的发现与深情呼唤。

成功的戏剧作品离不开生动的艺
术表达。 《山海情深》的文本基础，为善
于细腻勾勒与清新呈现的杨小青导演
提供了很好的挥洒空间。 剧中呈现运
用了常态越剧并不多见的展现手法 ，

营造出别具一格的艺术效果。 导演熨
帖地把实实在在的越韵越风与故事的
情感变化相互衬托， 使艺术基调的青
春青翠与舞台的点染营造巧妙融汇 ，

把塑造人物优长的流派特色与人物性
格、命运的特质寻求对接，特别是充分
发挥名演员的表演魅力， 使此剧在艺
术表达含金量上具有极高成色。 如：两
侧台口洋气十足的钢琴和淳朴深情的
芦笙的并置， 竹林茂密的苗寨与视觉
效果炫目的上海交替， 极具张力的奔
放桥段与细腻委婉的感伤细节尽情展
示，袁派、金派、范派魅力与剧中人的
合体， 这一切都使得整个内容的舞台
演绎紧密地贴近并衍生自故事、人物、

情感、 理想的外在表达， 但又有着剧
种、流派的丰沛魅力，包括男女合演与
青春朝气的浓郁呈现。 情是涌动在戏
中最征服人、感动人的艺术力量，也是
越剧最擅长的表达优长。 剧中，故事的
跌宕起伏，矛盾的铺展释放，都紧紧围
绕两组主要人物关系的情感危机与情
感聚拢展开， 极好地发挥了越剧讲述

的审美优势，使剧中人的塑造，不仅有
筋骨、有血肉，而且有温度 、有艺术欣
赏的吸引力。 这在现代戏创作中实在
是不多见的。 以往新戏中，演员的创造
性不是缺乏真切， 就是缺乏艺术表达
看点，更别提剧种、流派、个人的魅力
了，在《山海情深》中则一扫时弊的局
限，演出、演员也很大程度成为支撑现
代题材的重要看点。

作为一出新创作的现代题材越
剧， 不因题材的宏大而流于表达的概
念， 不因人物精神的崇高而丧失艺术
感染的鲜活， 不因内容特质与剧种擅
长的距离而弱化越剧艺术的表现力 、

吸引力，《山海情深》 的确取得了不俗
成功。 但新戏不可能一蹴而就，完善不
足本身也是接下来创作的重要课题 。

比如， 如何将蒋大海很具上海发达地
区特色的人生与生活理念，即：回家致
富、团圆小康的理想，表达得更自然和
完整，还需绵密细腻的铺陈。 包括蒋大
海父女的怨怼与理解的戏剧过程 ，在
怨的合理性，怨的程度方式，以及理解
的自然和升华出的意义上都还有更加
合理与细密的书写空间。

越剧在百多年的历史上蔚为大
观，但表现现实题材，特别是当代都市
生活方面始终是很艰难的课题。 《山海
情深》敢啃硬骨头，探求现代题材的突
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相信，精益
求精后的《山海情深》，一定会成为上海
越剧院现代创作新的标志性成果。

（作者为中国剧协秘书长、戏剧评论家）

编者的话
2020年是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

利的收官之年。上海越剧院最新创排的现
代戏《山海情深》以脱贫攻坚为题材，寻找
越剧与当代题材的契合点，开掘角度独特
新颖，兼具哲理思考与深情表达，入选上
海市“建党百年”“全面小康”主题首批重
点文艺创作项目，是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委约剧目。

日前，该剧先后参加了“全国脱贫攻
坚题材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及“艺起
前行———优秀新创舞台作品展演”， 引发
业内外的关注。我们在此刊发京沪两地专
家的评论文章，以此为契机，希望更多的
文艺院团投入到重大题材的创作中。

上海越剧院最新创排的现代戏《山海情深》。 （演出方供图）

冲上热搜的“凡学”，如此浮夸尴尬了谁
“凡尔赛文学”带红“炫富产业链”？花式“炫秀”引发网友热议———

最近冲上热搜的“凡学”，让不少网

友直呼“上头”。 某博主持续晒出看似优

渥恩爱生活的文字，360 度“壕无死角”

的炫富内容 ， 成了网上广为流传的段

子，引发群嘲式围观 ，被网友们总结为

“凡尔赛文学”，简称“凡学”———在社交

平台用看似平和的反向描述 ， 不经意

间流露出优越感 ， 完成一场云淡风轻

的炫耀。

有虚荣心 ， 正常 。 但 “凡学 ” 往

往在虚伪的 “低调” 和故意的 “炫耀”

之间 ， 编织出悬浮与浮夸感十足的

“海市蜃楼” 图景， 生活的追求维系在

名牌堆砌、 吃穿用度的高消费上，传递

出扭曲的观念 。 更令人警醒的是 ，“凡

学”渗透在不少流行“爽文”和付费网文

里， 蔓延出一条条加工制作 “凡学”的

“文字炫富产业链”。

“这种新型写作手法的风行 ，引发

大量二度创作， 模仿文层出不穷。 ‘凡

学’类文字贩卖的多半是对富贵奢靡生

活的想象式崇拜 ，远离现实生活 ，也缺

少精神价值引领，对受众是有一定误导

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

认为，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错，有

时自黑式炫耀下也无妨，但若一味沉溺

于社交网络的 “虚拟繁荣”， 甚至依赖

“爽文”空中楼阁式“人设假象”，难免会

因对浮华的攀附和渴慕，而丧失对多元

幸福的想象，背离了分享表达的初衷。

花式 “炫秀 ”遭群嘲 ，

被讽超出 “正常成年人生
活范畴”

不妨看几条 “凡尔赛文学 ”的经典

例句：“老公竟然送了我一辆粉红色的

兰博基尼，这颜色选得也太直男了吧。 ”

“真心吃不惯法国这边的东西， 好羡慕

可以随时吃煎饼果子的你们呀。 ”……

假装忧伤 、 遗憾 、 无奈 ， 一通负

面情绪排列组合后 ， “凡学 ” 的欲盖

弥彰呼之欲出。 有网友总结出 “凡学”

三要素 ： 先抑后扬 ， 明贬暗褒 ； 自问

自答 ； 灵活运用第三人称视角 ， 假借

他人之口夸自己。

放眼社交平台 ， 秀名牌包 、 秀恩

爱 、 发旅游定位 、 打卡网红餐厅 、 晒

跟行业大咖合影 ， 很难说不带些 “凡

学 ” 腔调 。 据考证 ， “凡尔赛文学 ”

的出处是日本漫画 《凡尔赛玫瑰》， 讲

述路易十六妻子的上流生活 ， 由此 ，

某微博博主用 “凡尔赛” 来指代贵族，

相应的文字充斥了 “他者 ” 对 “另一

世界里贵族生活” 的想象。

网友们对该作家晒富帖的嘲讽，一

方面是大众心理对一味“炫富”的反感，

另一方面也在于“凡学”文本太过矫情、

油腻，且不合常理，甚至违背自然规律，

带有一种浮夸 、病态的金钱观 、价值观

以及感情观，几乎不在正常成年人的生

活范畴。 在评论家韩浩月看来，“凡学”

式文本引爆网络，也凸显了不少网友的

复杂矛盾心理———一方面看不惯“凡学

达人”虚荣心爆棚的自我欺骗 ，对其一

味的攀附鄙薄不屑；另一方面自己内心

也涌动着分享生活光鲜一面的潜在欲

望，“凡学”文本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网友

释放压力的宣泄出口。

重度“滤镜”下的虚拟
人生，不代表真正的富足

“凡学”虽新，并非?案， 伴随而生

的一系列 “爽文 ” “甜宠文 ” 等在阅

读网站上有着不低的点击率 。 有的网

文里描写到： 有钱男主给女主 “充了 1

?亿的公交卡 ” ———虚假到魔幻的情

节和文字却让不少青少年网友欲罢不

能 ， 甚至任凭这种粗劣文字占据大量

的日常阅读时间。

比低俗网文的横行更可怕的是 ，

几时起 ， 人们分享幸福感和富足感的

时候， 一定要加上厚厚的虚幻 “滤镜”？

有学者认为， 炫富或者说虚荣心，

确实是人性中难以消灭的一部分 ， 但

在价值评判上 ， 哪怕 “凡尔赛文学 ”

已被解构 ， 生活里时时刻刻的比较也

从未停歇 。 正如一位网友的犀利点

评 ： 在朋友圈发喝咖啡的美图 ， 重点

不是咖啡或咖啡杯 ， 也不是精心保养

的手 ， 而是精心掩盖又没有完全掩盖

的手腕上的名表———这无疑是一种走

火入魔。

必须看到 ，“有钱任性 ” 的段子横

行， 似乎炫富才能占据鄙视链的顶端，

这无疑是值得警醒的———如果年轻人

陷入“臆想症 ”，明明过得一地鸡毛 ，却

要沉浸在“凡学”的假想和滤镜中，把自

己供成偶像剧“玛丽苏”，只会离真正的

生活愈行愈远。

恰如书评人与归所说，所谓的凡尔

赛炫富学遭受群嘲，其实正彰显了主流

的价值评判。 这套评判体系没有歪楼，

“凡学”就掀不起大风大浪；相反，“凡尔

赛文学 ”的存在 ，倒是可以作为一种对

比告诫我们 ：真正的富足 ，是精神世界

的辽阔丰盈。

人文聚焦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