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为年轻话剧人的梦想筑巢，是制片人刘
亮佐成立阿斗工作室的理想。自去年推出
《下午，四个人的美术馆》之后，中国台湾首
部影集式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终于与上
海观众见面。全新的表现形式，如同邀请观
众翻阅一册影集，欣赏一段音画光景。
故事发生的书店，既是年轻人梦想展开

的空间，也是制片人刘亮佐最初发现这部音
乐剧的地点。环视舞台布置，一如走进中国
台北的旧香居或是茉莉书店，古色古香又静
雅幽香。可不同的是，这家书店却显得格外
冷清。错落有序的书籍，像是正寂寞地等待
读书人投以温情的目光。正中间摆放着的畅
销书，从未享受畅销的待遇。桌台上的夜灯
或是咖啡机，因为没有主人而沦为装饰品。
为读书人专设的座椅，只能兜售些甜品供路
人享用。这家独立书店，正面临着倒闭的危
机。书店的命运，又何尝不暗示着主人公言
无吉遭遇的人生挫折？

透过音乐剧传递言无吉过往的音乐梦
想，算是贴题的形式。言无吉的嗓音干净清
透，声音里弥漫着栩栩如生的画面感。因为
声画结合，完全打破了空间的界限，使得故
事在柏林与台北之间跳跃。舞台上流动的
场面，妥帖地配合着琴声、人声，完全不受
故事时间的制约，自由地穿梭于过去和现
在。在雨中，撑着雨伞的街头路人缓缓而
行，牵引观众回到柏林的冬季，回到与女友
甜蜜相恋又痛苦分开的时光。故事的叙述
沉浸在音乐里，观众的焦点无论怎样跳跃，
最终都会移向主人公言无吉的肢体表达，
多变又不夸张。女友离开后，言无吉感到自
责与痛苦。他放弃学业回到台北，试图挽回
那段不曾精心经营的恋情。言无吉与书店

老板的情境化表演，讲述出言无吉花了三
万元买下来当初二人相识的书店，一直等
待女友的到来。无关的路人、书店老板退出
舞台，书店又还原了它寂寥的模样。在精心
布置的小书店里，言无吉经历着憧憬、苦
闷、压抑与悲恸的等待。这漫长的等待，既
是书店之所以能够支撑下去的唯一理由，
也是人生必经的旅程。这段旅程中，过客同
样可以收获风景。
全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影集式”的新

形式。顾名思义，每一段故事都如同结集的
相片，记录着人生的特别时光，又连缀出难
忘的美妙经历。而角色的扮演者，无论是唱
腔、歌词还是表演，都显得生动诙谐、惟妙惟
肖、妙趣横生，引起观众捧腹大笑。从叙事角
度而言，将这些人物叠加于言无吉的人生经
历中，无疑丰富了“等待”的内容、延长了“等
待”的时间。从人物动作的动机来看，围绕着
“希望”展开，一切行动都成为追求梦想的注
脚。这册相片的合集，可看作主题式影集。
以“不读书俱乐部”命名，无疑蕴含着制

片人刘亮佐的忧虑和期望。一个面临倒闭的
书店，有如没有未来的年轻话剧人。而不读
书的年轻人，就好像不懂得慢生活的人群。
这部戏之所以吸引刘亮佐，大抵也有感于追
求梦想的过程。就好像剧里北京女孩声情并
茂的读书方式，反而打动了言无吉，教给他
以声音诠释故事，以动作表现情节的读书方
式。而无法实现戏剧表演梦想的北京女孩，
却在台北书店一边打工一边释放着梦想的
力量。于是，强烈的目的性反而淡化了，收获
的却是音画光景。遗憾的是，收获的兴奋又
如何衔接失去的痛苦，全剧也没有相应的展
现，从而造成主题的淡化。

! ! ! !走过半个多世纪的“上海之春”，
留下了大量优秀新创作品，同时也为
上海市民推荐、引进了国内外精品良
作。然而，今年第 !!届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上又新推出了一批让人耳目一
新的靓丽之作———丝绸之路音乐，其
立意高，主题鲜明，是这次音乐节中的
重头之戏。

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上海之春国际
音乐节的主要承办方之一，在其主要
承办的 "!台音乐会中，共有 #台音乐
会的主题聚焦丝绸之路。其次还有音
协及文广局主办的音乐会中都含有丝
绸之路的内容，让丝路之风唱响了主
旋律。从 $月 %&日在上海音乐学院举
办的“%'"#丝绸之路音乐学院院长论
坛”，力邀了 "'个国家 "!所音乐学院
院长来沪汇聚一堂共话丝路音乐。此
后陆续登场的音乐会有《海上新梦
(———“丝路畅想”管弦乐、声乐新作品
音乐会》、《木卡姆印象》、《“一带一路”之
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交响乐新作音
乐会》、赵季平作品音乐会以及连续三场的中亚
系列音乐会：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爱乐卡姆巴坎民
族乐团、塔吉克斯坦哈鲁洛·达多博耶夫民族打
击乐团、哈萨克斯坦国家民族乐团。还有闭幕演
出伊朗德黑兰交响音乐会，均显示出在“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下的文化建设思路与规划。
这次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音乐会有两大点值

得关注。其一，作曲家们的原创作品都以丝绸之
路上的地域性元素为创作素材，提供了全新的
艺术想象与思路。上音青年作曲家钱慎瀛的管
弦作品《径流》的核心音高素材，取自唐代敦煌
琵琶谱古老乐谱。音乐的写作尽管以西方的托
卡塔、卡农、赋格等创作技法，但似乎力图在阐
述距今 "'''多年前荒原沙漠中的古老故事。秦
毅为琵琶与管弦乐队所作的《寻》是一部非常干
净利索，创作技法娴熟的作品。以琵琶这件西域
传来的乐器为中介道出了胡汉乐的融合与交
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冲突、妥协等多重侧面。
沈叶的管弦乐作品《尼雅》则以敦煌以西广袤的
沙漠为背景，运用了大量异域素材交织缠绵、如
泣如诉娓娓道来。音乐中感受到了年轻作曲家

们的思考、激情与技法的驾驭能力。而徐
坚强与吕黄的两部大型作品，大胆使用
非传统的技巧与音响色彩，并紧扣主题
的表现手法给人以老练、成熟之感。这
次艺术节中四乐章的大型音舞诗画《木
卡姆印象》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给观
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木卡姆是新疆地
区普遍存在于不同地区的重要歌舞体
裁。如何准确、生动地在舞台上再现其
鲜活而富有感染力的场面是颇有难度
的工作。上音数字媒体艺术学院的代晓
蓉及其团队则为此做出了贡献。舞台上
多媒体布景设计理念新颖，表现力强。
时间、地点、场合切换迅速。新疆一年四
季不同地区的场景任意置换展示在舞
台布景的大幕上。它时而草色轻轻，时
而白雪皑皑，为全剧的时空感打下了基
调。尤其是全剧的第四章“幸福的家园”
中有阿克苏的《刀郎舞》、东疆的《哈密
舞》、北疆的《伊犁赛乃木》等不同地区的

木卡姆，这些风格迥然的艺术特征在舞台场景迅
速切换下表现得鲜然活脱，淋漓尽致。

艺术节中的另一关注点是邀请了中亚三
场当地歌舞音乐。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与哈萨克斯坦，它们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着密
切的关系。南北朝以来就有安国（现乌兹别克
斯坦布哈拉一带）和康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
尔罕一带）地区的大批乐人通过丝绸之路进入
我国，并对中国宫廷音乐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隋代所建立的七部乐、九部乐及唐的十部乐都
有安、康两国乐。今天我们听到吉尔吉斯坦的
考姆兹及卡亚克都带有浓郁草原风情。而塔吉
克斯坦的手鼓、哈萨克斯坦的冬不拉更令人感
到新奇与震撼。尽管这些乐器都对我国新疆地
区产生影响，并有一定的传播，但是他们的音
色与表现力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感染力，听了令
人为之一振，耳目一新。

今年的第 !!届上海之春即将落下帷幕，
但丝绸之路这一主题不仅为这场艺术盛宴带
来了一层新意，激发了艺术创作的动力，也让
上海市民深深地感悟到了“一带一路”的清晰
“面容”与崭新魅力，犹如草原上一杯浓浓的陈
酒深深地回味于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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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笼罩之下的温情

《不读书俱乐部》
一册影集，一段音画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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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沭文观话剧《阿拉是中国人》有感

! ! ! !《阿拉是中国人》作为 %'"#年“上海市民
营剧团展演活动”参展剧目，并获邀参加第二
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北京”，这部以上海
平民抗战为题材的原创作品，主题鲜明，别具
特色。

从剧名看就颇有上海特色，剧中的确也
有许多老上海元素的呈现。或许上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老上海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是百乐
门里莺歌燕舞的不夜城，是石库门里熙攘嘈
杂的市井气。但这一回，《阿拉是中国人》里头
的上海人，显得格外大气。这戏打破了上海人
只顾着自个儿过小日子，吵个架也只是动动
嘴皮子的偏见。其实，上海石库门里也有同甘
共苦的和谐邻里关系和互相掩护的同胞情
谊，上海人也有动真刀子的爱国血性，上海人
也可以为成全民族大义而牺牲小我。于是乎，
阿拉，不仅仅是上海人，更是一个中国人。

再看舞台上，那布景陈设，一下就把你带
入了老上海石库门的生活，而那些残垣断壁
则突显出 ")$%年的战争时代背景。这是一个
典型的群像戏，有手艺人、有记者、有演员、有
护士、有老板、有恶少、有白相女人等等。这类
关于上海的群像戏剧作品，很容易便让人想
到 ")!)年首演的夏衍创作的《上海屋檐下》，

虽然同是以老上海石库门里的生活为创作背
景，但视角截然不同。《阿拉是中国人》另辟蹊
径，没有着重在海派风情以及对上海小市民
生活的描绘上，而是演出了上海人的义气、中
国人的正气。
剧中，到底是谁杀了日本宪兵？这个攸关

生死的问题就像一把刀悬挂在田雨坊每个居
民的头上，一不小心就会丢了性命。戏一开
场，日本大佐就为此枪杀了多人，并威胁田雨
坊的居民十天内必须交出“凶手”，否则一天
杀一个人，紧张恐怖的气氛弥漫笼罩着这个

石库门院落。戏近尾声，谜底才得以揭晓，原
来是傻子用砖头拍死了日本兵。然而，在田雨
坊的居民眼中，傻子不是“凶手”，而是英雄。
于是大家纷纷争相承认自己是凶手，想保护
这位英雄，最后老父亲拿出被害日本兵的怀
表，在日本兵将他缉拿归案的同时，他毅然决
然的引爆了手雷与他们同归于尽，结束了这
场石库门里的平民抗战。
《阿拉是中国人》在如此残酷的时代背景

下，讲述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故事。一开场，傻
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打架，他喃喃自语道：“两

伙蚂蚁不管谁赢都要死好多呢。”这应当是创
作者借剧中人之口道出的暗喻吧，将戏的焦
点放在战争本身的残酷，但在最终呈现上却
偏向了温情。或许，正是因为这温情，使得整
出戏太过温吞了。

谁是“凶手”这个悬念，就像一枚随时都
要引爆的炸弹被埋在戏中，推动着剧情的发
展，激发着戏剧矛盾，然而就是在这样紧张的
氛围下，剧中人却不紧不慢地生活着、恋爱
着、还去参加选美比赛，连日本大佐也要来搞
一搞暧昧。戏里没有抗战的打斗场面，没有强
烈的正面冲突，一切都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生。
如此，或许多了一份生活的质感，但却少了些
许戏剧的力度，也削弱了战争的残酷性。不得
不说整出戏的节奏太慢了，编剧故事讲得慢，
导演调度得慢，演员表演也是慢悠悠。

在抗日神剧当道的今天，这戏太正常
了，这戏里的人似乎都太正常了，但正是这
种“正常”才是这戏的可贵之处吧。可惜的
是，虽然剧中角色各个性格鲜明，却终究
没有逃脱群像戏中人物容易符号化的问
题，在塑造人物方面夏衍先生更胜一筹。
在舞台呈现和表演方式上，《阿拉是中国人》
也未有突破。剧中热爱演剧的学生说：“中国
要走的路还有很长，戏剧能让人变得聪
明”。但照此
看来，%" 世纪
的创作并没有
比上世纪 $'

年代的戏更高
明啊，中国戏
剧要走的路还
有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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