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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国风的“在皮”与“在骨”
——评国风悬疑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

熊之莺

首轮十六场演出全部售空，加场开
票不到一分钟便“秒光”。近日，上海话
剧艺术中心推出的国风悬疑舞台剧《清
明上河图密码》，为近年演出市场的“国
风热”缔造了新的票房景观。

虽有如此骄人的成绩，可在走进剧场
前，难免使人心存疑虑。《清明上河图密码》
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国风”“悬疑”“大
IP”，每一条都精准地切中“流量密码”，却
也加重了舞台创作的难度。其中又尤以
“国风”为甚。这条“赛道”着实拥挤，也着
实强手如林：既有《只此青绿》《杜甫》等诸
多出圈之作在前，也有《长安十二时辰》《显
微镜下的大明》等动辄投资上亿的同类影
视剧“争锋”，的确容易吃力不讨好。
“国风”的流行来自于青年人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与强烈认同。我们
渴望涉过时间的长河，重拾先祖们遗留
的瑰宝。感官上的“复古”是对此最直接
的回应。《清明上河图密码》的创作者们
显然熟谙目标观众群体的心理，舞台上
的一切视听元素都以“复古”为圭臬。置
景多用木制家具，又以竹帘分割舞台空
间。除了作为全剧题眼的《清明上河图》
外，《瑞鹤图》《墨兰图》等宋代传世名画
也被直接用作幕布。人物所穿服饰从面
料到纹样色彩俱要贴近历史真实，连主
角赵不尤常常拿在手中的一柄腰扇亦是
尽力还原宋代的生活质感。剧组甚至用
礼品鼓励观众着汉服前来看戏，希冀跃
出舞台的界限，形成台上台下的对传统
文化的共同推崇。

台上演员现场弹琴舞剑、泼墨挥毫、
诗词应和，全方位满足观者想象中那个
浪漫化的“古代中国”。不过，该剧选取
的是原著中的“八子案”，并称“东水八
子”的八位士人本就各有专长。因此，种
种技艺展示并未流于舞台“奇观”的单纯
堆砌，而是巧妙地嵌合进了对应的人物
塑造中。尤其是在原著中较为边缘的
“墨子”江渡年和“琴子”乐致和，一执笔、
一抱琴，立刻便在人物繁多的群戏场面
中拥有了辨识度。而除开士人的雅兴
外，《清明上河图》又是一幅描绘北宋世
情的风俗画，故而导演安排花灯、傀儡
戏、“二鬼相扑”等市井民俗作为换场时
的衔接，也不显突兀。

然而即便在视听上处处追求“国
风”，对话剧而言依旧是不够的。纵观近
年来广受追捧的“国风”舞台作品，舞剧
占绝对多数，间或有几部音乐剧，而话剧
似乎没有什么成功案例。舞剧与音乐剧
原本就重于展现演员的肢体和歌喉，可
以凭此同影视剧拉开距离，提供独一无
二的体验。而话剧即便将视听上的氛围
感做到极致，也只是与影视剧更加相似，
又如何能吸引观众花费高昂的成本走进
剧院呢？《清明上河图密码》聘请国内一
流的特效师，用多媒体呈现出原著里“梅
船凭空消失”的奇景。但在实际观演过
程中，这个场面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
毕竟如今我们几乎能随时随地在荧幕上
获得类似的视觉刺激。那么，吸引观众
“一看再看”的内核是什么呢？

俗语有言，“美人在骨不在皮”，无奈
“在皮”者多见，“在骨”者罕有。所幸，
《清明上河图密码》的创作者们并没有止
步于国风的“在皮”，而是更进一步地追求
“在骨”，将中国传统的戏曲美学与士人气
节融汇其中，铸成作品的根骨。

若是熟悉戏曲的观众，大约会发现
剧中每个人物的性格和行动几乎都能清
楚地划归到各类“脚色”中去。作为侦探
的主角赵不尤与“东水八子”，都可以归
在“生”这个行当之下。虽各人有所不
同，倒仍可在小生、老生与武生的细分中
一一对应。蛮横中带着憨态、总是指望
赵不尤负责动脑子的武官顾震，则接近
“武花脸”。身材魁梧、性格莽撞的女相
扑手何赛娘则是“彩旦”。二者都有“丑”
行的色彩，所以他们在剧中承担了最多的
插科打诨工作，且偶有跳脱出剧中时代的
表现。而八子中的郑敦虽也是一个颇具
喜感的人物，但他始终是一个“生”，创作
者们安插在他身上的笑料从未破坏其读
书人的身份。而剩下的三位女性角色中，
简贞与莲观是娴静文雅的“闺门旦”，赵不
尤的妹妹赵瓣儿则是活泼的“六旦”。

以今日的眼光看，中国古典戏剧所
遵循的“脚色制”固然有过于扁平的缺
陷，但对于以情节为重、群戏较多的悬疑
剧来说，恰好可以帮助观众迅速地建立
起对人物的印象。且所谓“江湖十二脚
色”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的世界观，
行当与程式实际亦是为人物划定了相应
的社会行为规范。“闺门旦”规行矩步，方

能承担爱情戏而不至于显得轻薄，“六旦”
心性娇憨故而可以“抛头露面”。剧中也
正是莲观与简贞同“东水八子”中的宋齐
愈和章美有情，不过相处时依旧要垂帘避
见。而赵瓣儿能跟随赵不尤东奔西跑地
查案子，毋需如她们一般顾忌当时的“男
女大防”也不显奇怪。将脚色制运用在此
处，正可以避免“国风剧”在塑造古人时常
见的不伦不类之感。

原著作者希望为张择端笔下的824

个人都逐一赋予故事，野心极大。即便
舞台剧的创作者们只从系列第一部中选
取了“八子案”与“梅船案”，又大刀阔斧地
删减人物、梳理线索，将体量裁剪到合适
于舞台演出的大小，但还是要解决两个可
能会影响观赏性的问题。一是情节曲折
之下难免场景变换频仍，但若大量换景必
然破坏舞台上的叙事节奏。二是原著作
者意在写世情群像，对个体人物的塑造大
多平铺直叙，并不适合舞台表现。

对此，舞台剧的创作者们仍是扣住
“国风”来寻找解决办法。除了作为案发
现场的客船是搭出的实景外，舞台近乎是
空台，只有几张桌椅随着场景变化，与戏
曲中的“一桌二椅”大类其趣。尤其下半
场有一段赵不尤、顾震与赵瓣儿分头查案
的情节，场景零落散碎。导演处理上便采
取了与戏曲中“景随口出、场随人移”相似
的时空观，节奏极为灵动流畅。

至于人物塑造，则抓住作为主要人
物的赵不尤。原著中赵不尤确实有“以
查案济世”的理想，但作者是以“上帝视

角”直接阐明他的心志。而舞台剧改动
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创作出原著没有
的“舞剑明志”这场重头戏，让八子中的
“剑子”郎繁向赵不尤请教剑招。这场戏
写得极为精彩，既是教剑又是问心；是郎
繁舍生取义前最后的犹疑与决绝，也是蛰
伏市井的赵不尤在叩问己心；更是权势逼
人、查案受阻后赵不尤回忆起与故友这最
后一面，抱定“以我心灯一盏，照他长夜寒
天”之志的时刻。舞剑由此便不再是单纯
向观众提供视觉景观，而成了士人气节的
具身表现。也正是现场见证了赵不尤的
体悟与转变，观众才能与人物达成共情，
而饰演赵不尤的贺坪精到的舞台表现力
又为此增色不少。因此，当全剧尾声，赵
不尤跳脱出情节、再次带领众人舞剑明
志，历史中千年未绝的这股浩然正气仿佛
跨过了光阴，溢出舞台，连接古今，激起观
众阵阵欢呼。

这大约是舞台剧《清明上河图密码》

为观众提供的不得不“走进剧场”的理由，
是现场艺术的独有魅力。而能做到国风的
“在皮亦在骨”，仰赖于编导演在专业技能
上的纯熟与认真做戏的态度。坐在台下，
我感觉到剧组始终只有一个朴素的目标：
好看。而他们也的确调动了全身解数来达
成“好看”，这才催生出票房上的巨大成
功。作为一种在今日注定相对边缘与小
众的艺术门类，我们实在需要商业戏剧为
行业注入活力，却又常常耻于谈商业。因
为的确存在大量赚快钱的商业作品，以为
只要买一个热门IP，邀来几位明星演员，
便可掩盖舞台上的粗制滥造。但《清明上
河图密码》剧组却是边排边改，十数易其
稿，终于完成了从文本到舞台的形式旅行，
这才是成功的跨形式IP改编真正需要耗
费的心力。也因此，可以说该作为当下的
商业话剧市场提供了一条行业水准线。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

以跨时代同题共答，集聚新时代同理共情
——解译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创作密码

聂伟

新时代上海文化纪事，2024年必将

是浓墨重彩的一个年份。

年初沪产电视剧《繁花》以海派影

像“清明上河图”描摹上世纪90年代市

民百态，所谓“根是海派文化，果是城市

品格”。随着城市文化超级IP爆款出

圈，让我们对“《繁花》落幕之后还能看

什么”充满期待。

当然，“上海出品”“上海原创”的韧

劲持续在线，年中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担纲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

影片并广受各界好评，生动地印证了上

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厚度、主题文艺创作

动员的力度，以及这座“电影之城”的情

感温度。

近年有幸见证、跟进参与从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到同名舞剧电影的

选题策划、孵化创制与宣发推介，与有

荣焉。复盘这张最具上海文化标识度

的红色名片，首先表现为1958年王苹版

剧情片、2018年同名舞剧、2024年舞剧

电影等经典文本在跨媒介层面的“同题

共答”：源是红色基因，流是经典焕新；

更重要的，影片凝聚了从英烈事迹、银

幕故事到舞台表演，乃至导演与观众层

面达成的“同理共情”：回望革命峥嵘，

赓续奋斗历程。

创作上的“同题共答”，极为直观地

体现在我亲历的两次“脱口而出”中。

众所周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首演至今六年演出逾600场，各地巡演

一票难求，已属新时代中国舞剧史现象

级作品。一方面红色电波历久而弥新，

另一方面舞台高光如白驹过隙，相关工

作形成了迫切的共识，那就是要充分用

好这群倾情传播红色电波的舞者创造

力最饱满的黄金时段，通过电影镜头铭

刻出最美好最动人的影像精品。于是，

在电影立项之初就发生了第一次“脱口

而出”：“导演非郑大圣莫属！”

究其缘由也很朴素，从2000年的

《王勃之死》、2008年的《廉吏于成龙》，

到2017年的《村戏》，展示出郑大圣在

剧场/影院、舞台写意/电影写实、形体表

演/上镜头性之间游刃有余的跨界创新，

足以证明他是当前中国最杰出的电影

诗行吟者。如何着足于两部经典前作

的肩膀之上，进一步融会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让上海出品的“电

波”更具辨识度、辐射力，在似与不似之

间再创影像美学高峰？这正是以郑大

圣为代表的优秀中生代导演在“‘党的

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行动”中主

动领接、认真解题的新时代答卷。

第二个“脱口而出”是关于作品的

主题立意：创作甫初，工作团队已高度

达成共识，这部舞剧电影是上海文艺工

作者在奋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

践地行动中，献给新中国成立75周年、

献给上海解放75周年的一封红色情书！

从心理学意义上，“脱口而出”源于

自我对话的缺失性补偿、自我完善的激

励型实现。我们注意到，与上海比肩的

国际文化大都市如纽约和巴黎，都有城

市独属气质的电影标识。《纽约我爱你》

和《巴黎我爱你》，一个是12个故事，一

个是18个故事，分别串联起当代都市不

同空间的人文风情。长期以来，上海孜

孜以求寻找具备电影诗气质的影像来讲

述这座城市的情感、气质、精神与品格，直

到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出现，我们

可以自豪地宣告：我们终于找到了！将这

部作品置于城市主题的世界电影长廊加

以比较，也独树一帜、毫不逊色。

这份青年共产党人用一片赤诚初心

写给新中国、写给新上海的“红色情书”，

经过66年的重读、重述与再经典化，足

以具备以当下回望历史、展望未来的进

取精神与新时代品质，成功转译为上海

文艺工作者写给英雄之城的深情告白：

追摹“长河无声奔去”“俱往矣”的线性发

展历程，从中提炼“唯爱与信念永存”的

“无时间性”，亦即信仰的永恒性。

解码电影在社会受众端的“同理共

情”，其文本层面体现为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现实主义心理独白。

按照大圣最初的设想，前有王苹导

演版剧情电影的综合性表演，后有舞剧

精品的肢体表达，再到当前舞剧电影的

新质呈现，需要主创不断做减法，尝试

拍一部无声片，所有故事情节通过肢体

和表情来讲述。我们欣见导演对上海

早期电影默片美学传统的重返与致敬，

亦可视为“上海电影学派”的创作实践，

但从现场观影效果看，这部作品并非默

片，其最显著的现实主义美学特质恰恰

在于“以有声诉无声，以无声胜有声”。

所谓“有声”，是因为片中确实存在

对话交流，比如兰芬夫妻寓居虹口亚细

亚里与邻居的日常寒暄，还有接近终场

时兰芬几近崩溃的呜咽嘶嚎，都具有明晰

的语言表意功能；其次是自始而终贯穿的

音乐，也不断强化着影片的情绪氛围。

作为观众，我更倾向于将其归为心

理独白片。出于职业原因，党的隐蔽战

线工作者的核心工作无法用语言明示，

战友们只能用面部微表情、肢体语言与

眼神进行无声交流。片中生离死别的

抉择关头，李侠、兰芬彼此在胳膊上敲

击的摩尔斯电码尤其令人动容。他们

是“誓言无声”，作品是“大音希声”，这

既符合角色的身份定位，也成功地规避

了银幕对演员台词表演的挑战。

演员的心理独白还可见于片中多

次出现的“蒙克天空”。表现主义绘画

大师爱德华 ·蒙克的《呐喊》，呐喊的不

是人而是天空，因为画中人捂着耳朵。

在舞剧电影中，血荐轩辕胜过千言万

语，所有的情绪都隐现于色彩斑斓的天

空上、密码急坠的乱雨中、焰火纷飞的

背景前。这是革命先辈书写在历史的

天空上、书写在无名英雄纪念碑上的忠

诚誓言，也是新时代青年舞蹈家镌刻在

城市东方天际线的奋进实景。

第二个关键词是间离效果。

韩真、周莉亚联合执导的《永不消

逝的电波》带有强烈的跨媒体探索个

性，大量借鉴使用电影蒙太奇，被誉为“一

部用蒙太奇手法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舞

剧”，如裁缝店里的乱局和勘察，李侠、老裁

缝与小裁缝的告别，兰芬和李侠重温相识、

相知到生离的场景。上述视觉蒙太奇桥段

的运用，是对舞剧数字影像美学的拓展。

而当舞剧电影再次回到影像媒介，

大圣导演如何借鉴并超越韩周？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黄佐临先生已

组织排演了布莱希特戏剧，推及后辈，

大圣导演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对舞台

“第四堵墙”的拆除、对电影“间离法”的

创新实验，显见家学渊源与接续传承。

摄影机引导观众的视线，从后台、侧幕看

到演员上场，电影镜头多次从舞台反打

到观众席，刻意制造“安全出口”指示牌

之类的“穿帮镜头”，影片甚至还能看到

摄影机、导轨和舞台走位地标。这是极

为出格的、极为出彩的电影调度。

美学创新永远在路上，“间离”是为

了破除技巧与程式，《廉吏于成龙》成功

打破戏剧舞台的“墙”，《永不消逝的电

波》则进一步击穿电影的“墙”。我曾目

睹王佳俊在练功房独舞后难以抽离伏

地痛哭、全场集体泪崩的场景，彼时演

员的角色代入无疑是真实而动人的。

及至电影，观众被镜头有意区隔在演员

与角色之间，更能深刻体会到李侠所承

受巨大的痛苦与克制，绝非常人可以想

见。我也曾和导演商榷，剧终如果考虑

兰芬不从侧台登场，而是怀抱着新中国

的宁馨儿从观众席逆光而来，也许更具

反蒙太奇性。

第三个关键词是青年行动力。

影片不仅是一部青年红色读本，更

是一份青年行动指南。故事以1937年

延安与宝塔山的纪实影像开场，炮火中

男女主人公相向而行，携手步入银幕，

用生命搭建延安—上海空中交通线。

大量近景和特写镜头呈现演员进入故

事和角色的体验路径，引导观众循此一

步步融入情节，从一人、两人，到百千

人、千万人，从画外人变成剧中人，从历

史的旁观者、学习者，成长为历史的参

与者、新时代的实践者。

在从小主语到大主语的升格过程

中，青年人的动词感、动作性加强了，青

年人的主体性显影了。故事结尾处，李

侠和兰芬的饰演者出现在新时代上海

的重要文化地标，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进一步彰显上海青年文艺家的创作自

信——将新时代史诗般的社会实践，艺

术化地转化为史诗性的超级影片。

还要深深感佩上海歌舞团的青年

舞者。他们在紧张的巡演中挤时间重

新排练，在电影镜头、形体表现方面进

行了高强度针对性训练。王佳俊和朱

洁静的双人舞，背景是蔷薇花渐次绽

放，艺术张力完全超出了舞台；《渔光

曲》舞蹈过后朱洁静独坐挥扇，背景是

《流民图》，这是旧中国苦难民生的现

实；兰芬手拎着提箱躲在楼梯口向战友

爱人无声告别的镜头，在我看来堪称影

后级的镜头表演。

最后回到影片的海报。远看是两位

英雄的剪影，近看是密密麻麻的密电码

图案。连续交错的点线之间，是千千万

万共和国无名英雄以生命接续的无声告

白：江山如你所愿，电波永不消逝。上海

红色IP在青年一代焕发出生生不息、代

代传承、共情共鸣的巨大伟力，正是《永

不消逝的电波》经典流传的精神密码。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
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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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提要

上海红色IP在青年一代焕发出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共情共鸣的巨大伟力，正是《永不消逝的电波》经典流传的
精神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