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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广告

在甜宠大行其道的当下，一部主打古代悬

疑的《九义人》为古装剧市场吹来一股清风。该

剧由吴倩、李佳航、乔振宇、胡意旋等主演，改编

自豆瓣网连载的同名小说，讲述九个不同身份

背景的人物，联手为七年前死去的绣女讨回公

道的故事。小说原作获得9.2分的高评分，剧集

播出后也颇受好评：“前尘回望真相茫茫，穿丝

引线聚义破局，谁看了不说一声绝！”

尽管在剧情节奏、人物塑造等方面还有不

少可提升的地方，但《九义人》凭借对现实的观

照被不少人评价为古装版的《不完美受害人》

和《沉默的真相》。专家指出，现实主义不是现

实题材，它是一种创作手法。古装剧应该找到

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联结点，通过“典

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表达一种能够

穿透历史、抵达现实的现代意识。

话题突破时空限制

没有俗套的多角恋，没有奇幻设定，更没

有花里胡哨的特效……《九义人》专注于在步

步为营的调查侦探以及环环相扣的布局埋伏

中推进剧情：七年前，少女受尽欺辱，状告无

门，观众虐心；七年后，集结义人，坏人受惩，大

快人心。剧中，单数集是上阕，以七年前的绣

女蔺如兰为主线；双数集是下阕，以闺蜜孟宛

的复仇之旅为主线。在两条时间线拧成的剧

情中，上一集中角色的态度和行为，往往在下

一集中会交代清楚，让情节清晰且合乎逻辑。

在古装剧的外衣下，《九义人》所议论的话

题是突破时空限制的，发生在烟雨绣楼的罪行

可以出现在古今中外有着同样属性的场所，因

而引发热烈讨论。烟雨绣楼主人吴廉是位远

近闻名的雅士，有着一手超凡脱俗的绣工。国

公夫人通过向皇帝和太后进献吴廉的烟雨刺

绣而一直受到恩宠，两人形成了深度利益绑

定。所以当普通家庭出身的绣女们遭受吴廉

的诱骗和侵害后，大部分受害者只能选择保持

沉默。但是蔺如兰是个例外，她选择了击鼓鸣

冤为自己讨回公道，却终究不敌恶势力，最终

闺蜜孟宛出手，以复仇的方式为其寻求公道。

一位网友评价：“这不单单是部爽剧，更是一部

观照社会，关注女性、普通人的话题剧。”

网络暴力不仅是当代社会的一种顽疾，也

是古代“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的舆论压力。

剧中，蔺如兰上告官府，立于衙门口围观的百姓被吴廉的巧舌如簧

和惺惺作态所蛊惑，又先入为主认定声誉卓绝的吴廉受人诬陷，于

是对受害人蔺如兰大肆侮辱谩骂，以至于她只能以死证清白。

缺乏挖掘困境的深度

剧名叫《九义人》，直接点出了绣女孟宛的讨回公道之旅并不

孤单。面对实力强大、狡诈奸险的敌人，孟宛蛰伏七年暗中谋划，

把包括捕快、镖师、武将、花魁等不同身份背景的“义人”联合在自

己身边，由这些“小人物”组成的古代版“复仇者联盟”，扳倒了高高

在上、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确实给观众带来相当的“爽感”。

不过，爽片类型不代表剧情设计上可以将就。不少网友认为

《九义人》的谋略内容稍显单薄，尤其是在复仇的方式手段上，仍然

脱离不了传统宫斗、宅斗的套路，让一些观众吐槽“不大气”。例如

孟宛利用了周玉琴向太后讨欢心的心理，用赝品设局让周玉琴掉

进圈套，显得反派“智力不高”；还有此后国公夫人被假扮的算命先

生蒙骗，都让观众觉得通过把反派刻画成“很天真”的方式来彰显

主角团队的聪明智慧，让斗智的情节有些儿戏。

此外，尽管剧中也有个别出彩的人物塑造，但关键角色的处理

比较单薄。比如直接告诉观众吴廉是个反派人物，处理上略显毛

躁和着急。业界认为，如果能先塑造他道德崇高的表象，再揭露出

他扭曲邪恶的本质，或许能给观众带来更强烈的反差感和心理冲

击，这样在戏剧表现力上更能加分。更重要的是，《九义人》把复仇

的焦点集中于吴廉和国公夫人的恶人团体，本身固然没错，但带给

观众的直接观感更像是解决私人恩怨。而对于造成蔺如兰等绣女

困境的“名节”等封建思想糟粕，以及弱势地位所形成的社会牢笼，

却缺乏针砭和批判。期待，未来的古装剧有更具突破性和创新性

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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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戏似乎许多年来没有看到这样一

个现象，观众为了拿票可以从实验剧院门

口排队排到华山医院。”上戏教授戴平口中

的作品正是上海戏剧学院和延安大学联合

出品的原创话剧《路遥的世界》。作为上戏

新学期第一戏，《路遥的世界》来得有些静

悄悄，后劲却颇有力。仍在燃烧的“路遥

热”、上戏学院派式的演绎都为作品增添了

更多关注度。在月初的三场演出收官后，

第二轮演出上周末正式启动，在上戏实验

剧院热演。

提及路遥，其创作的茅盾文学奖作品

《平凡的世界》不得不提，主角孙少安和孙

少平两兄弟承载了一代普通人的挫折与追

求、痛苦与欢乐。《路遥的世界》便是改编自

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梁向阳的传记文学作

品《路遥传》，以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为

主轴，三幕分别对应着小说的三部结构，主

要刻画了路遥写作时与周遭环境互动所激

发的内心冲突，而这一内心冲突又是以另

一个路遥——路遥潜意识中的“她”的具象

外化予以表现。剧中，主人公路遥的所作

所为和所思所想以虚实片断的形式交错交

织，他复杂而深刻的意识世界抽丝剥茧地

呈现在观众面前。

梁向阳与路遥有着同乡之谊，路遥生

前，二人亦有过多次长谈。在他看来，《平

凡的世界》里有着路遥深邃的历史理性、迎

风而立的勇气、坚忍不拔的意志，对于普通

人来说，这样的作品具有难以替代的“灯塔

效应”。与此同时，梁向阳也提到上海改编

路遥作品的深厚土壤，无论是早在1983

年，上海青年话剧团排演的路遥同名小说

话剧《人生》，还是近年来上海出品的大热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人生之路》，都为《路

遥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老鲁艺、宝塔山、路遥故居、路遥纪念

馆、杨家岭革命旧址……主创采风的脚步

走过了一众地标，导演万黎明特地前往延

安大学下生活，编剧孙祖平七年前就开始

了对剧本的打磨，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胡晓军从《路遥的世界》中

看到上戏长期重视戏剧文学性的传统——

既对原创剧本的文学性有高标准，又对改

编剧本的文学性有高要求。著名文艺评论

家毛时安则将《路遥的世界》称作一部具有

学术与学院意味的“路遥戏”，主创“以学术

探索的方式表达了对路遥的怀念和致敬”。

陕北风情有着中国大鼓、陕北说唱、

“信天游”等传统艺术形式丰富了作品的整

体风貌，但远不止于此。在日前举行的专

家研讨会上，剧中推动叙事发展的歌队与

写意的舞美多次被专家提及，“演出空间非

常空灵和自由，与歌队的使用相结合，营造

了一个心理的世界，这是路遥的心理世

界”。《戏剧艺术》副主编李伟谈到：“台上黄

色的舞台坡度让观众很快回到上世纪80

年代陕北的那片黄土地上。”

“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出作

品。”创排之初，万黎明就定下了目标。年

轻人是《路遥的世界》的主要创作班底，从

幕后到台前，朝气感与新鲜感扑面而来。

上戏戏文系教授刘明厚认为，纵然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和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成长起

来的90后年轻一代彼此间并不熟悉，但其

中的精神是相通的，他们都愿意为自己所

热爱的事业付出所有的情感。“一部演给青

年一代的‘路遥戏’。”在毛时安看来，这是

一台专门为年轻观众量身订制的实验性戏

剧，他也期待着，这部作品能向着更多学

子、更多中国青年人中走去。

上海戏剧学院与延安大学联合出品，学院派话剧《路遥的世界》在申城上演

在青年一代学子中点燃“路遥热”

金星舞蹈团的新作《不期而别》正在最

后的排练阶段，这个节目可说“好事多磨”，

它起初是在2019年为舞团20周年“庆生”之

作，首演在即时遭遇疫情，一耽搁就是三年

整。现在，舞团和这支“未完成的新作”都迎

来重启，11月3日，《不期而别》将在上海

YOUNG剧场首演。

这些天，金星切换于中法时差，牵挂着

《不期而别》在巴黎的排练进度，见缝插针地

构思她的编舞新作《波莱罗》，还要紧锣密鼓

地筹备和图米纳斯导演合作的舞台剧《樱桃

园》，她要演柳苞芙。难得消停的片刻，她开

口谈起的却是话剧九人的新作《庭前》：“我对

身边的朋友们说，你们可以不喜欢看我演的

《日出》，但去看看《庭前》吧，那是好作品该有

的样子——讲出观众的渴望，让他们听到藏

在心里的、在日常生活中不会交流的声音。”

谈新作《不期而别》，她屡屡强调：“舞

蹈，要让舞者和观众一起释放内心的声

音”“编舞和舞者都要眼里有人，要看到周

围的芸芸众生，要交流”“在这个变化了的

世界里，艺术应该有意识地重建人与人之

间的联系”。

金星欣赏陈佩斯主演的《惊梦》，对于

戏里的台词“应了的戏就得唱”，她感同身

受。重启《不期而别》，也是兑现当初“应

了的戏”。她不奢望《不期而别》会成为在

“戏台”上长长久久传下去的节目，但这部

作品有它无可取代的特殊性，从它的“半

途而废”到“重装再来”，编舞、舞者和作

为艺术总监的她都经历了一段特殊时光，

他们重聚于排练厅，把各自在这三年中的

生命体验注入创作中。

两位编舞莫娅 ·麦克尔和大卫 ·埃尔南

德斯，通过14个舞者不同排列组合编排的

独舞、双人舞和群舞，探讨个体和外部世界

的关系，个体之间、个体和群体的距离，以及

多样化的人与人的共存。《不期而别》的舞蹈

并不承载具象的叙事情节，但给观众传递着

关于“表达和交流”的具体意象：有独舞的女

舞者始终躲闪着不加入任何一组群舞，有两

两之间的双人舞或者在试探中错过、或者在

亲密的彼此吸引后演变成激烈的对峙，也有

群体之间的观望、相斥和渐行渐远。

三年时光流逝，如今这版已是初稿的

“推倒重来”。莫娅和大卫对舞蹈的理解、以

及对彼此的理解，多了复杂的包容度。编舞

和编舞之间，编舞和舞者之间，以及舞者和

舞者之间，排练场上的每个人或多或少能更

积极健康地表达“自我”，同时和差异化的

“他者”共存。

这一点，对中国舞者的触动是很大的。

金星带着上海团的九个舞者初抵巴黎，他们

进入排练厅时，身体和思维习惯性地揣摩或

执行编舞的想法，他们下意识地在“取悦”编

舞和场边的金星。同场巴黎团的五个舞者

是不同的状态，他们有着和编舞同样活跃的

表达欲，把排练场上的身体每一个动作当作

交流的语言，而不是任由编舞摆布的技巧容

器。在不断调整方向的创作中，并不存在工

整的“合唱”。金星在巴黎的排练厅里陪了

一段时间，感触颇深：“这次的创作过程对团

里的舞者来说，也是重新经历‘开放’。他们

意识到舞蹈不是为了讨好编导或者讨好观

众。跳舞是因为心里有话说，每一具身体里

的声音，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哪怕是杂音，都

是有意义的。”舞者们在高度的专注中被唤

醒了“自我”，并通过舞蹈交出了自己，也在

舞蹈中看到了他人。可以期待这个作品演

出时，舞蹈将实现台上舞者和台下观众之间

的心灵交流。

《不期而别》的创作者背景庞杂多元，编

舞莫娅是南非姑娘，大卫是在欧洲长大的美

国人，14个舞者里各种肤色、族群都有。东

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原住民和现代社会，

不同文化背景在排练厅里混成调色盘。总

有人问金星，这是不是刻意安排，是不是要

强调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化用？她直接否定

了：“多样文化的平行并存是今天我们面对

的现实，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改造我我变

成你，而是尊重差异的存在，让差异化的表

达顺其自然地发生。”

金星谈将于今秋亮相的新作《不期而别》：

让舞者和观众一起释放内心的声音

■本报记者 卫中

在原创话剧《路遥的世界》里，主创通过探索性的表演和舞台形式展现路遥深沉广袤的精神领域。 （上海戏剧学院供图）

本报讯 (记者姜方)今秋，黄浦江畔的全

新艺术珍宝盒开启。音乐剧大师安德鲁 ·劳

埃德 ·韦伯创作的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

影续作：真爱永恒》，今晚将为上海全新文化

地标——拥有1715个座位的北外滩友邦大

剧院首演季揭幕，20台超70场多门类的演

出将接连亮相。

“Beautiful（美丽的）！”作为《剧院魅影

续作：真爱永恒》的出品方之一，英国柯十

路制作公司执行制作人亚历山大 ·哈珀，如

此评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我们剧组的所

有成员都准备好了，大家对在这样一座充

满魅力的剧院里演出，感到无比期待和兴

奋！”记者获悉，在正式启用之前，北外滩友

邦大剧院已进行两轮压力测试演出，从舞

台设备到服务观众的流程不断进行调整和

优化，确保今晚顺利启幕。

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位于上海市虹口区

东大名路889号，坐落在友邦金融中心商业

综合体内，毗邻聂耳先生旧居，外形如同一

只精美的艺术珍宝盒。在有“世界会客厅”

美誉的上海北外滩核心板块核心位置，剧

院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配备了一流的

专业设施，兼顾多功能演出需求。早在今

年5月，北外滩15家文化艺术机构组成“北

外滩艺术岸线”，依托高品质水岸风光持续

输出高质量公共服务。北外滩友邦大剧

院，正是其中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这座

虹口区目前唯一一座大型专业剧院，也是

北上海内环内最大的综合性大剧场。

潮平岸阔，江河聚势。北外滩友邦大

剧院优越的地理位置，方便上海、长三

角、全国乃至海外观众共享申城舞台艺术

魅力。而作为友邦金融中心综合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剧院将与商业中心相互连通，

二者互为流量引擎，相互赋能，实现文化

体验和社交消费的有机互动。该剧院由北

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所属上海虹口保

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汇集全球文

化艺术资源，让璀璨的艺术群星闪耀“一

江一河”，点亮申城之夜。“北外滩友邦大

剧院将汇集保利在全国范围内最优质、最

前沿的文化艺术资源，全力打造国际高水

平音乐剧展演及制作中心、国际舞蹈艺术

展演及孵化中心，彰显‘保利体系，国际

视野，上海特色’的独特气质。”北京保

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姚

睿表示。

在昨天公布的首演季节目单中，英文

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

作为重磅开幕演出后，今年俄罗斯戏剧

《斯拉法的下雪秀》、音乐舞台剧《汪汪队

立大功—救援先锋》、俄罗斯音乐剧《安娜 ·

卡列尼娜》俄语巡演版，明年英文原版音乐

剧《芝加哥》、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等

演出会接连登陆北外滩友邦大剧院的舞

台。北外滩友邦大剧院负责人秦体记告诉

记者，北外滩友邦大剧院的目标不仅是成

为一个集聚世界艺术精品的国际港湾，“努

力让中国观众直达全球艺术前沿，令世界

艺术之冠触手可及”；同时还将制作惠民公

益体系演出，秉持着“高贵不贵”的文化惠

民政策，做到“月月有公益场，场场有公益

票”，让更多观众走进剧场。

汇聚  台超  场演出，北外滩友邦大剧院首演季揭幕

上海再添文化新地标，北外滩艺术宝盒启用

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外景。 （剧院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