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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辗转又加一夜惊魂，此刻的张凤侠并

不在意旅途狼狈。可素昧平生的蒙古族奶奶脱

口而出：“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说者口

吻淡然，被触动心弦的又何止故事里的人。

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8集迷你

剧 《我的阿勒泰》 正在央视一套热播。故事

里，生长在阿勒泰的汉族少女李文秀在大城市

追求文学梦想却屡屡碰壁，回到开小卖部的母

亲身边，像牧民一样生活。渐渐地，她走近当

地人，发现阿勒泰之美。作为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传播工程扶持项目，

这是首部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的网络剧，也

是此前成功入围第7届戛纳电视剧节主竞赛

单元的作品。网友评价它有电影级的画质，

能成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赛博吸氧”：4K超

高清镜头下，山谷碧绿却闪耀着金光，马背

上的哈萨克族少年、裙角飞扬的汉族姑娘、

成群的羊、奔跑的马，明亮纯粹的生命力穿

透影像，阿勒泰的旷远感被描绘得让人心驰

神往。

不过，在主创看来，《我的阿勒泰》绝不仅

仅是一部旅游观光的宣传片。热播之际，本报

记者对话该剧主创，听他们梳理从散文到剧集

两种不同体系的创作，复盘精美绝伦的画面

中遥远而亲近、又始终带着广阔品格的阿勒泰

故事。

一层“不顺拐”的达观渲染

“阿勒泰的春天很短暂，四五月时冰雪方才

开始消融，转眼就要入夏了。阿勒泰的春天也

很特别，去年留下的干草还兀自蓬勃，服帖着

大地。”导演滕丛丛的回忆极富画面感。一年

前，剧组就是从北疆的冬拍到了夏，在阿勒泰

的风穿过春天荒野时，他们拍细琐生活里的从

容可爱，拍苍茫游牧中的安然自若，“像书里流

淌的那样”。

书，或者说文字，是这次创作的起源，却

也可能是另一种判断下的搁置。

李娟的原作是部散文集，没有明晰的叙事

主线，还缺少影视创作通常看重的戏剧冲突。

但滕丛丛相信其中的珍贵：“李娟看待世界有独

特的视角和对生活的感知力，我们做‘阿勒

泰’就是想把广袤中国土地上各式各样的故事

介绍给观众。”

写作者的别致之处在于细腻丰沛的观察、

描述，还在于独特的举重若轻，这和滕丛丛的

理念不谋而合。“物质生活的匮乏、生存环境的

艰辛或许是客观存在的，但创作如果再去渲染

艰难，故事就是顺拐的、无趣的。”导演直言，

相比“直给”的困境，她更愿意给影像加一层

“不顺拐”的达观的渲染。

所以，剧中繁重的劳作、迁徙不定的生活

是日常，但也被描摹成牧民们生命中的乐趣和

尊严，台词形容“那是盛大的节日”。所以，主

人公李文秀在城里打工时经历过欺瞒、霸凌，

在山谷里住漏雨的帐篷、与偶尔过路的老鼠作

伴，可姑娘总是雀跃着的。她挂起大大小小错

落的塑料袋，天落水漏进帐篷、滴进袋子，由

高到低，连成了女孩心里妙趣横生的音阶。也

正是因为打心底推崇这份能化苦难为丰盈的坚

韧力量，李文秀的母亲张凤侠被塑造成剧中极

富光彩的人物——所有命定的坎坷与孤寂，都

被她洒脱旺盛的生命能量从容消解。

一次剥离了“功利心”的创作

滕丛丛是剧集界的新人，《我的阿勒泰》却

并非她的导演处女作。四年前，因为电影《送

我上青云》，她先后获得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

人奖最佳导演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

多项提名，电影圈为之瞩目。人们不知道的

是，片酬刚到手，电影界的新人转身给李娟发

邮件、谈版权。对于《我的阿勒泰》，她心仪已

久，不遗余力。

如今的剧集总制片人、爱奇艺灿然工作室

总经理齐康与滕丛丛有同窗之谊。他的聊天记

录里，两人第一次讨论“阿勒泰”还得追溯到

2018年。“那会儿，我不是剧集制片，她也没有

版权，大家都没奔着做项目去，纯粹是出于对

文字的欣赏。”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功利

心”，恰恰是最终完成剧集的关键。

回到最初对项目的研判，商业上，它不是

电影，没有院线收入，也不似长篇剧集能摊薄

成本，8集体量的迷你剧无疑是场冒险。创作

上，艺术水准高、风格化强的散文改编剧，更

会面临影像表达上的挑战。有人问齐康为什么

甘愿冒险，回答是共识和共情。相对意义上的

创新是创作者的共识；《我的阿勒泰》中倾注的

对理想主义的向往和对生活的注目，是创作者

笃信的能与观众达成的共情。

接下来，就是去新疆，去阿勒泰，去实实

在在感受文字里的山野的风。“如果没有两次采

风，原著里关于生活的肌理和质感，我们可能

无法触达。”滕丛丛说，在阿勒泰的日子，他们

结识了一群热情、率性、朴素又坚毅的当地

人。从他们身上，滕丛丛和另一名编剧彭奕宁

共同拎出原著里的人物——主角母女，母亲张

凤侠豪放自由，女儿李文秀率真可爱，母女之

间，人与自然之间，游牧文化和城市文明之

间，重重关系交织。

巴太的人物形象，书里着墨不多。在八卦

小城，创作者和兽医交朋友。那是位接受过现

代化教育的哈萨克族小伙子，从事马匹配种的

工作，“他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职业经历，神

采飞扬”。在富蕴县遇到的司机名叫巴太，性格

单纯，可只要手握方向盘，浑身就有说不出的

霸气。见过的人、耳闻的事被创作者整合起

来，有了剧中的巴太，他和马有亲近的情感，

是生在林间草场、扎根山野雪原、和天地缔结

了血肉灵气的少年。

拍摄的日子也是不疾不徐。滕丛丛说：“等

风来、等云开、等日升日落，对我们来讲是很

惬意的事。”

一种“高信息密度”的电影感

《我的阿勒泰》播出后，电影感成了网上最

普遍的评价。“原生HDR”的拍摄制作流程、专

门原创的融入民族风格的音乐，都被网友津津

乐道。而在主创看来，包括画面、音乐，电影

感其实体现在“高信息密度”的视听语言里。

如果说幕天席地的美景引人入胜，那么用视听

建立起来的强烈临境感才是锁定目光、引人遐

想的空间。

剧中，青春迷茫期的女青年心向文学，却

不知写什么、怎么写。老师告诉她，从最熟悉

的地方入手，“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在同

牧民租来的屋子里，她问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

奶奶，妈妈是江苏来的知青，奶奶是沈阳人，

“生在这里的我，是新疆人吗？”大雪封门的日

子，她写下文字“没有一行脚印，通往我的

家”。回归、返乡、碰撞、又融入的过程在她身

上周而复始。“散文成稿于2000年左右，我们采

风是在2020年，相隔20年，互联网时代不可逆

地扭转了年轻一代的生活，牧民也是。”滕丛丛

说，她被这样的碰撞与融合吸引，也对家乡的

母题有了更多思考。

在“信息密度”编织的视听里，有观众留

心到了女主角的名字。原作里，李娟以第一人

称口吻写作，到了剧中，文学女青年名叫“李

文秀”，和金庸小说 《白马啸西风》 的角色一

样。滕丛丛承认，那是她个人一次“小小的致

敬”。武侠宗师笔下，江南纵有万般好，终究换

来美丽姑娘的挥别，“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

我偏不喜欢”。导演希望剧中的女性角色，坦荡

又洒脱，“她们未必是游牧民族，但有敢走天涯

的侠气、英气，拥有自主选择活法、从拒绝通

往自由的第一步”。

也正是在信息丰沛的体验里，8集迷你剧有

了撬动长尾效应的可能。饰演母亲张凤侠的马

伊琍曾说：“在阿勒泰的两个月像做了一场美

梦，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远离尘嚣，去那边

做梦。”现在，网友的反响积极热烈。看一本好

书，追一部好剧，去一个好地方——这大抵是

一部影视剧最理想的模样。

央一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主创接受本报专访，梳理从散文到剧集的台前幕后

山野有光，颠簸的日子也要闪亮地过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当地时间5月8
日，“玉兰花开 · 魅力上海——上海白玉兰戏

剧表演艺术奖获奖代表专场演出”在维也纳

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维也纳国际中心的中

文日活动上亮相。这是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奖成立35年来首次组团出访，历届获奖

艺术家代表为中外嘉宾带来一台中西兼具、

海派色彩浓郁的演出。5月11日，他们还将

作为中匈友谊的友好使者，在匈牙利布达佩

斯的国际舞台上呈现一台精心准备的演出，

促进两国文化交流。

女高音歌唱家王作欣以一曲满满民族风

情的 《小河淌水》 为当天的演出拉开帷幕。

随后，京剧《上天台》《火凤凰》、昆曲《牡

丹亭》、越剧《梁祝》、沪剧《罗汉钱》等传

统戏曲选段接连唱响，民族歌剧《沂蒙山》、

芭蕾舞剧《花样年华》、杂技剧《天山雪》展

现别样风采。这些优秀原创剧目的选段，既

展现了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多彩戏剧文

化，也体现了上海演艺“码头”的热闹非

凡，文化“潮头”亦活水不断。

通过舞步向世界展示海派芭蕾的独特韵

味和中国芭蕾的魅力，吴虎生与舞伴戚冰雪

此次特意献上了 《花样年华》 中的双人舞。

吴虎生感慨，能够亲身参与到这台演出中，

深感骄傲与自豪。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响，也

让他真切感受到了艺术的力量：“它能够跨越

国界，成为沟通的桥梁。这也让我更加坚

信，艺术是世界的，文化交流能够让我们共

同感受并欣赏到不同文明的多彩。”

现场，中外观众忘情地欣赏着演出，纷

纷掏出手机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瞬间。一位观

众兴奋地说，无论是海派芭蕾的特色演绎、

超高难度的中国杂技，还是具有悠久历史的

中国戏剧，都让她惊叹不已。演出结束后，

她还兴致勃勃地学起了京剧长绸。

专场演出之后，上海市文联专职副主席

谷好好带来了一场题为《不到园林，哪知春

色如许》的昆曲艺术讲座，讲述了“百戏之

师”中国昆曲的深厚内涵。她表示，本次组

团出访组建了一支积极传播中华文明、讲好

中国故事、演绎上海精彩的文化使团。“白玉

兰戏剧奖要努力走向世界舞台，促进中外文

化交流与互鉴，不断扩大白玉兰戏剧奖的国

际影响力，不断传播和弘扬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戏剧表演艺术奖项之

一，35年来，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始

终立足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秉持

“公平、公开、公正”的严格评审机制，吸引

了全国及海外众多名团、名家、名剧参评，

注重发掘人才、促进成才、优势聚才，充分

体现了上海丰富的文化资源、包容的文化环

境和独特的国际化视野。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成立  年来首次组团出访

“玉兰花开”飘香维也纳联合国总部
加拿大魁北克的“剧场巫师”罗伯特 ·勒帕吉

首次把他的代表作《887》带来上海，成了今年静

安戏剧谷最火爆的作品之一。五场演出在中文社

交网络上引发了多样化的讨论，或惊叹于舞台技

术成为“魔术”，或共情于艺术家的“口述历史”，

也不免有声音质疑男性中心的叙事。参差的议论

恰恰证明这部作品激发了剧场的力量——戏剧

是游戏场，也是魔法屋，现实、历史和记忆在这里

是多层次的，更是多义的，它不遗余力地抵制着

“唯一的语言”“唯一的声音”。

精巧的舞台装置成为时间和记
忆的魔方

这是一部自传性独角戏，剧名《887》是勒帕吉

年少时居住公寓楼的门牌号，这栋老宅以等比例

缩小的模样被复刻在舞台中央。勒帕吉开门见山

地告知观众，他是因为受邀参加一次诗歌朗诵活

动，被一首诗歌挟裹着陷入回忆的漩涡。在这个套

娃式的叙事框架里，精巧的舞台装置成为时间和

记忆的魔方，勒帕吉摆弄道具、玩偶，指挥灯光，然

后舞台上出现了平行的三条时间线、三个勒帕吉：

最直观的是和观众共享着此时此刻的讲述者勒帕

吉；另一个是以玩偶、剪影和影像的形式出现在

“887号道具楼”里的童年勒帕吉；以及当这栋道具

楼被打开时，出现了写实主义风格的小客厅，在这

里，年迈的艺术家一次次被回忆所俘获。

那栋和勒帕吉身高相当的“887号公寓楼”，

在艺术家灵巧的调度下，如同成年人的“娃娃

屋”。有玩偶和道具，有光和影，勒帕吉在一个微

型世界里再现了往日的戏剧——含辛茹苦的父

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病的奶奶，各怀心事的邻居

们，在这个“身边的世界”里也出现了肯尼迪、戴

高乐和伊丽莎白二世。隐喻是明显的，这不仅是

个体叙事和大历史的相遇，而且，这两者可以同

等地在叙述中被“构建”，甚至被“重塑”。耐人寻

味的是记忆具有的模棱两可的尺寸。从记忆里调

取的往日片段，在现实的尺度里总是小一号的，

887号大楼是缩小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玩偶只有

掌心大小，一张长桌就是整条长街；但是这些小

于生活的“桌游”场景出现在投影里，那是它们被

保存在记忆里的样子，画面总是大于现实、大于

生活的。这是历史的诡术，也是艺术家的反讽，一

切的狂喜和恐惧都过去了，当这些在叙述中被再

现时，就成了一场成年后的过家家游戏。

勒帕吉是自在穿梭于时空的魔术师，一个纸

箱、一道强光、一首肖邦的夜曲，看似寻常的剧场

元素经由他的使用，成为缔结过去与当下、意识与

现实的灵媒。他在这场独角戏里以生动的表演节

奏演示着“戏剧”首先是天真的游戏，但他绝不沉溺

于天真的乡愁，《887》越是强调个体历史的温度，

就越是向集体记忆和公共历史发起冷峻的挑战。

身边的故事形成属于无名者的
历史赋格

勒帕吉的舞台口述不是泛泛而谈的自传，触

动他记忆开关的是一首关于“语言”的诗，“记忆”

是一层层被剥掉的洋葱，“语言”是扎在他心底的

那根刺。在他的少年时代，法语在魁北克被视为

底层的、粗俗的、卑贱者的语言，而英语是文雅上

流的语言。邻居家的英国姑娘因为能讲伦敦腔，

得到“上只角”茶馆服务生的工作，但这加剧了她

生活在887号的痛苦；蜗居在廉价公寓里的男孩

每天模仿“猫王”唱跳……勒帕吉讲述的这些身边

的故事，形成了一支属于劳工阶层和无名者的历

史赋格，但这支复杂且痛苦的复调几乎不被演奏，

无论说法语或英语，这些人的“语言”不被倾听。到

了这个时代，魁北克年轻人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被

视为“精英教育的成果”，知识阶层们欢庆从法语

中获得的“身份认同”。勒帕吉那患病以后失忆又

失语的奶奶成了多么尖锐的隐喻——集体的、公

共的记忆犹如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大脑。

魁北克女诗人拉隆德的《说白人的话》，贯穿

全剧。在上世纪60年代，这首诗寄托了当地法语

族群的身份认同，反抗英裔管理者对法语的打

压。《887》的尾声，勒帕吉终于朗诵了这首诗，此

时他关切的是另一种更隐秘也更无情的压制，他

如父亲所愿地从“下城”进入“上城”，且掌握了

“高雅”的语言，但他父亲以及广义的劳动者正在

失去“语言”。“887号魔力屋”在台上最后一次彻

底打开时，开出了一辆深夜出租车，勒帕吉扮作

他父亲坐在驾驶席，他用讲故事的能力向单声道

的历史发起挑战，为沉默的父辈代言。

“剧场巫师”代表作《   》首次来沪引发多样化讨论

“私人叙事”是游戏，也是权利

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正在央视一套热播。 图为该剧剧照。

▲演出结束后，一位观众来到台上体验京剧绸子功。

 演出现场，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人员争睹盛况。

均本报特派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李洁

和勒帕吉身

高 相 当 的“887

号公寓楼”，在艺

术家灵巧的调度

下，如同成年人

的“娃娃屋”。图

为《887》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