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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 !!届优秀儿童剧展演第一
名剧目《田梦儿》日前在奉贤南桥影
剧院上演。由江苏常州金坛华罗庚艺
术团创演的这台大型现代儿童音乐
剧，让孩子们不时欢笑，不时落泪。
这出戏以一位江苏美德少年为

原型，讲述了乡间弃儿田梦儿，被一
位老人捡拾收养，!"岁时，跟随捡
废品的“爷爷”进城求学的成长经
历。戏的主题是“与爱同行”。剧情没
有回避生活中的苦难，却充满了深
深的爱，浓浓的情。有爷爷对两个弃
儿的爱，有田梦儿对爷爷的爱，有同
学们对田梦儿和老爷爷的爱，有田
梦儿姐姐对山区儿童的爱……全剧
通过调换座位、班级捐款、网吧围
堵、爷爷失踪等情节，在不断的矛盾
冲突中，展现了城乡孩子从隔膜到
融合过程的纯美情感。演田梦儿的
演员，气质很好，演唱真诚细腻，演
出了这个乡下小姑娘的淳朴、倔强、自尊、孝心
和几分土气，非常有个性，也非常天真可爱。
整出戏音乐节奏感强、全剧设置了由于种

种误会造成的戏剧冲突。城市的生活开始没有
给这个乡下的“野丫头”带来快乐，学习跟不
上，衣着土气，班上的同学瞧不起她。当她的爷
爷被同学们叫做“破烂王”时，她非常生气，和
同桌打了一架；全班举行爱心捐款，有的同学
捐了 !##元钱，有的捐了 $#元，有的捐了 "#

元……轮到田梦儿时，因为家里穷，她把爷爷
给她的 %元午饭钱捐了，却遭到不明真相的同
学们嘲笑。中午，田梦儿去网吧，有同学说，她
假装可怜巴巴的，学习那么差，还有心思上网
吧？班长信以为真，发动大家去把她抓回来。在
网吧里，发现田梦儿带着一个大包。班长扯下
大包，里面几十个空饮料瓶散落在地：原来田

梦儿来网吧捡空瓶，是想为爷爷分
担一点辛苦。班长和同学们错怪了
田梦儿，向田梦儿深深地鞠躬道歉，
许多小观众看到这里，流下了眼泪。
该剧围绕“孝与爱”的剧情和立

意，深深感动了戏里的“同学”和看
戏的小朋友。在“爷爷失忆”这场戏
里，“同学们”深情地唱道：“我是外
婆手中的宝，小时候听她讲故事才睡
觉；现在却嫌她唠唠叨叨，让外婆独
守空巢……我们是爷爷奶奶手的宝，
他们为我们累白了头发累弯了腰，看
着他们一天天变老。难道要到他们失
去了记忆，我们才会懂得感恩和回
报。”孩子们听到这里，想起自己的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感动地哭了。
《田梦儿》的成功，让我感受到

了儿童剧对孩子心灵的“印刻效
应”。“印刻效应”，是现代科学家发
现的。!&$%年，奥地利生态学家、诺

贝尔奖金获得者洛伦兹发现，小鹅孵出后的一
两天，愿意追逐它第一次见到的活的物体，这个
习惯还会保留下去。若在小鹅孵出后的一两天，
将其与母鹅或人隔开，那么再过一两天，无论母
鹅与人与小鹅怎么接触，小鹅再也不会追逐母
鹅或人了。洛伦兹把小鹅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
反应叫做“印刻效应”。儿童剧的“印刻效应”也
体现在对孩子的启蒙作用中。儿童剧是孩子们
的“第二课堂”，看一出优秀的儿童剧，给心地单
纯的孩子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情感冲击，胜过课
堂上的无数说教，甚至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剧终，爷爷的新房子造好了，田梦儿的学
习成绩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上去了。台上的演员
和台下的观众一起汇成春天的欢笑。“让我们
与爱同行，分享成长的欢欣；让我们与梦同行，
共写纯真的友情。”

! ! ! !在莎士比亚的九部历史剧中，《亨利五世》
是不朽的艺术典型之一。莎士比亚着重描写了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阿金库战役，在国王驾
崩，哈尔继位，英格兰满目疮痍之时，年轻的亨
利五世决意痛改过去，以博得皇戚和百姓的尊
重。他窥伺邻疆法兰西土地已久，而法国太子
的羞辱则坚定了他讨伐法国的决心，硝烟弥
漫，一代明君就此踏上了统一国家的征途。
这也是一部个人成长史。在这部剧中，莎

士比亚展现了亨利五世由一个在伦敦酒吧中
间与一帮盗贼和下层人厮混的王子，蜕变成
为守护王国、万民爱戴的英雄。而王子如何面
对自我成长中的困惑以及到最后勇于承担肩
负的责任，对于一般人而言，是具有个体成长
和曲折变化的借鉴意义的。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

剧团共同呈现的新版《亨利五世》，除了主角
亨利之外，另外 !%位演员都一人分饰多个角
色，一些女演员甚至饰演男性角色。这样的角
色分配对演员是一次考验与挑战，站在自己
的角度看对手是常规，而站在对手的角度看
自己就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全剧在台词上保
留莎翁的原汁原味，剧中部分角色采用中国

地方方言，如陕西话。这类北方方言在语气和
情感上外露夸张的表现，增强了舞台效果的
趣味性，丝毫不影响观众对莎士比亚剧作台
词的理解，反而带来一定的喜剧色彩，也不跳
戏，拉近了人物与观众的距离。该剧不仅在剧
作上力求翻新，在舞美与演员服装造型上也
很新颖。舞美美术与服装造型既现代又简约，
青春气息喷薄而出，别具一格。
整个布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盒子。舞台

换景即是将这个盒子转到另一面，或者打开
盒子的某个面，让演员从盒子中走出，创造出
不同的舞台空间效果。不得不提到的是，推动
盒子的任务都是由演员完成的，而在他们推
动盒子的过程中并没有熄灭场灯，所以换景
的整个过程都不避观众。而观众看着演员推
动盒子的过程，本身也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进
行着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力量传递，延续着战
场的紧张与艰辛，保持了氛围的连贯性。
每一部经典老剧都带着之前数次被解读

过的记忆走向我们，但在全新的阐释和舞台
氛围中，我们又一次获得了独特、新颖和意想
不到的享受，这些享受在我们的生命中会留
下某种宝贵的影响。

! ! ! !《我不是潘金莲》最打动我的，不是“惊世
骇俗”的圆形构图，不是范冰冰使尽浑身解数
的美颜，甚至都不是大鹏、于和伟、郭涛、张嘉
译、张译、赵立新、李宗翰、范伟等一众男演员
精彩至极的表演，而是电影里淡淡、悠悠、久
久的欲说还休的苍凉。这让我对冯小刚导演
刮目相看。

这是一部喜剧，但喜感来得极其特
殊———剧中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地说着我们早
已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的话，但我们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笑出眼泪。喜剧
的愉悦之所以被我们钟爱千年，是因为它用
佯谬的手法扎向一些意想不到的穴位，让卑
微逆袭伟大，让神圣庄严瞬间消解为滑稽尴
尬。但笑声落下的时候，我们有些不知所措的
茫然。我们发现第一次自己发出的笑声会如
此迅速地反弹。我们在笑剧中人的同时，也仿
佛在笑我们自己。我们明明都在笑了，为何却
无法得到预想中的短暂解脱？《我不是潘金
莲》里所真正展现出来的喜剧根源是什么？是
村妇李雪莲因一次预谋失败的假离婚引发的
十余年上访连续剧，还是一个社会底层人物
的一意孤行，竟然如同电脑木马病毒一般，触
发了社会行政管理体系的紊乱？单从故事情
节构建和精神动力层面，李雪莲的“我没有
错”自证救赎之路比秋菊的“讨个说法”要深
刻得多，但刘震云小说的高明之处却不止于
此，他的文字不显山不露水但吞吐万里，气象
万千。李雪莲的故事其实只是一个多元语义
表达的表层，如同多米诺骨牌的开端，首先被

推倒的是各级官员的生态环境，然后，从庙堂
之上到江湖之远，从床笫之间到组织关联，无
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每个人的人性被不
动声色但极其犀利地进行了解剖。每个人都
有光亮面也有阴暗面，谁都不能幸免。人生不
能揭穿，但却偏偏被揭穿了。

冯小刚在《我不是潘金莲》里最高明的就
是跳出了“洪洞县里无好人，只缘未见包青
天”的传统戏码，虽然剧中主人公李雪莲的所
有行动线都和中国经典戏曲里的秦香莲、小
白菜毫无二致，一层一层往上击鼓鸣冤直到
告御状，而且影片里也描写了这样一个看似
蚍蜉撼大树成功的循环，但李雪莲没有感到
骄傲和满足，作为观众的我们同样没有恶人
终遭报应的快感。因为在整个李雪莲伸冤之
路上，其实并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恶人，从法
官到县长再到市长，没有一个人不想按着正

常的逻辑惯常的情理妥善处理问题，就连唯
一让李雪莲感觉背叛，被污了身子的赵大头，
其实本心也是想对她好的，只不过想顺带捞个
小便宜，让剧中唯一的浪漫情怀跌到了泥地里。
但就是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无心伤害无辜者的
平凡世界里，一个社会最不起眼的细胞的最无
足轻重的委屈，却变成了一个几乎无解的雷区，
一触即发。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车祸，风暴无
休无止。影片结尾马市长语重心长的总结，貌
似给作品点了题，但细细回味，却好像并没有那
么简单。那没有说出来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话，
其实才是《我不是潘金莲》的戏眼所在。

刘震云在故事里暗藏的多元语义的最核
心，也是逻辑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上面，写
着两个字：混沌。混沌的精确状态到底如何，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却始终是秩序的底色
和威胁。刘震云想表达的，不是赞美李雪莲的

一根筋式不认命，也不是批判官员们的庸碌无
为，他是用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表达着对
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忧思：我们明明一直
在寻求秩序，结果却是一片混沌。今天的李雪
莲，也许就是明天的我们自己。身不由己的我
们，其实都是无法跳出文化体系的乌合之众。

冯小刚第一次在一部电影里集合了三种
不同的构图技巧：圆形的画面，如万花筒般窥
视着众生相；方形的画面，如同扑克牌般刻意
堂皇；直到片尾揭开了事实真相，宽银幕的画
面空旷得让人感觉苍凉。配合三种构图，影片
的三种色调里也渗透着导演的思想光芒：圆
形画面的色调以天青色和土黄色为主，视觉
感受如同远观宋代文人画里的团扇仕女图一
般，控制在全景和中景，空间调度均由演员走
位完成，摇移镜头惜墨如金而绝无纵深推拉，
显得极其客观冷静；而到了方形段落，镜头的
立体感陡然增加，不仅有了推拉摇移，还有
!'#度运动的大范围长镜头，也有了特写镜
头，色调里红色、金色的加入使画面接近节庆
海报色调，端庄大方但却略微失真；到了最终
的 !()&宽银幕，画面色调却只剩了素淡透明
的土黄色。颜色会说话，镜头会表达，连构图
也有深意：在一个走向混沌的状态里，不是大
家都没有思路，没有努力，没有向往，而是生
活状态和思维方式已经截然不同，社会各阶
层的断裂如同方与圆的影像一般，而无论是
方是圆，我们都深陷在一个巨大的混沌迷局
之中，那个宽银幕一样的真相，距离我们都好
像是那么遥不可及。

这是一个多么苍凉的真相。让我们坐在
银幕前连欢笑都有些悲伤。但在漆黑一片之
中，看到弥足
珍贵的敢于直
面现实的勇气
和智慧，还是
让我们对这个
世界充满了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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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潘金莲》：方圆之间的破解迷局

! 冯林

跨越审美边界的《亨利五世》

! 戴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