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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新原野》自今年9月在北京首演后，11月
即到访甬城。有人讲，看一个城市戏剧的发达程度，
就是看它与一流戏剧的对接“时速”，从这个维度上
说，《新原野》“到此一游”实是宁波观众之幸。

此剧由曹禺先生的女儿万方根据她本人的小说
《杀人》改编而来，时代背景、人物设定、情节走向、表
现手法，均与《原野》完全不同。取名为此，仅是万方
欲以此作向其父亲“致敬”之故。

她将时代设定于上世纪中叶的中国乡村，讲述
新婚八天丈夫就离家出走的女子六团和她婆婆服仙
之间的故事。如果说上半年曾来宁波演出的，同样
由万方编剧，蓝天野、李立群老师主演的《冬之旅》是
讲述两个男人之间的半生纠葛的话，那么由王姬、冯
宪珍老师担纲的《新原野》就是两个女人的大戏。

该剧经立陶宛女导演拉姆尼执导，呈现出与传
统“农村题材历史剧”完全不同的风貌。她试图用诗
剧致敬现实主义，打造了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舞台。
舞台背后靠近上场门一侧一排“顶天立地”垂挂的麻
绳，时而是束缚人的枷锁，时而暗喻青春逝去的河
流；下场门一方有一轮巨大的月亮，同时该“月亮”又
是一面鼓，不时被敲响。中间是一片圆形的晒谷场，
真实的稻谷夹杂沙子一起被搬上台，营造出重要的
戏剧空间。它是麦田，是雪地，是坟墓，也是河床，裹
挟着人间悲喜、苦难与收获。

然而，这样的诗意架构是否与现实主义题材形、
实相符仍有待商榷。相比焦母和刘兰芝、陆游的母
亲和唐琬，《原野》中焦母与花金子，《新原野》中的服
仙与六团这对“婆媳关系”面孔不那么清晰。也许是
在从小说走向戏剧的过程中，编剧选择了她认为更
重要的东西而放弃了细节，使得六团的形象较为苍
白，始终只有被动地接受命运，带着颓废的无辜，声
声叫苦。对她想表现女性“呐喊”主题来说，缺乏同
等的厚度和分量。

六团面对结婚八年突然归来的丈夫，不答应离
婚请求，求助于婆婆服仙；服仙追赶儿子不成，突然
失踪，传为儿子鞠生所害；而当鞠生入狱后，服仙意
外归来……论叙事线，《新原野》不是不能抓住人心
的，但在表现时，缺乏人物被命运裹挟的强大宿命
感。毕竟，注定的悲剧才是最大的悲剧。对习惯现
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观众来说，大量依靠六团独白完
成的“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些“跳戏”，使她看上去更
像一部“广播剧”，少了面对面的戏剧冲突。

呈现质感上，《新原野》比较贴近出品公司“央华
时代”去年引进的另一个戏，以色列盖谢尔剧团的
《乡村》，对苦难和生死的表述都比较“轻”。外籍导
演好像有意地要用笑声和舞蹈去消解浓墨一样化不
开的沉痛和悲哀，举“重”若“轻”。《新原野》里，喜剧
化的处理随处可见，鞠生念家信的无厘头和墓地群
戏甚至能听到笑声。情绪化的配乐，舞蹈化的打谷
子、纳鞋底动作，包括剧终时让服仙、六团和大栗堡
子的村民们在拉练河化身另一种生灵，均给苦难留
了一道出口。

请外国导演执导“中国故事”，某种程度上，提供
了观看“中国故事”的另一种角度。然而，再多的笑
声和诗意似乎都在反衬故事本身的残酷性。当六团
最终选择用枕头捂住服仙的嘴，看着她在挣扎中咽
气，抬眼见明晃晃的“月亮”照射大地，肃杀、冷漠、凛
冽、锋利。这时，有人在月球表面敲鼓，咚咚作响，击
碎了一切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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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宁波默默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出品的影片《让爱活
下去》，根据“宁波爱心大使”梁国华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从湖北
到宁波打工的农民工国华身患尿毒症，但却用自己的善良赢得了宁
波市民叶老师和众多宁波人的爱心，最后获得重生的故事。作为一
部表现正能量的主旋律之作，影片摒弃了常规的好人好事式的呈现，
从立意到叙事再到影像都力求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艺术突破。

《让爱活下去》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为其摆脱了社会爱心救助
弱者的“爱心帮扶”式常规叙事模式，而是以“强者自救”切入，表现主
人公在社会爱心的感召下，回馈社会更大的爱心，从而提升了整个社
会的正能量。这种立意显然超越了常规的“爱心帮扶”表现，呈现出
了大舍大得的东方智慧以及“强者自救，觉者度人”的深刻的传统文
化精神。

影片男主人公国华，得知病情后遭遇妻子遗弃，在陷入个人生活
崩溃的情况下，没有再陷入精神的崩溃，而是重返宁波打工，开始了
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自救。他照顾孤寡老人叶老师，从她那里得到生
活和透析用的钱。叶老师得知了国华的遭遇后，也处处照顾他；病魔
一直想夺走国华的生命，每次在国华要放弃的时候，总是叶老师努力
在维系国华生存的希望。其实，叶老师也在经历着儿子在美国车祸
身亡、自己又查出罹患癌症的双重打击，但叶老师将这一切隐瞒了下
来。她也在努力走出生活的阴影，摆脱命运的颠沛，进行着身体与精
神的双重自救。她不希望自己被当成对社会没有贡献、事事依赖别
人的没用之人，国华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点，对国华的帮助正是她
自救的表现。因此，表面上看，影片在讲述一个失去了至亲的孤独老
太太和一个失去了健康身体的年轻人这两个弱者在这个城市里一路
扶持相互取暖，但影片实际上在表现两个强者的自救，在生活的重压
下，他们意志没有决堤，他们拥有着强大的内心，他们互相救助，实际
上他们是各自的自救，这种自救已经超出了原本两个陌生个体之间能
给予的善意，而是有着更为积极而强大的社会正能量。

影片也并未停留在两位强者自救的层面，而在此基础上又将
主题进行了深度推进，特别体现在国华之后的行为举止上。在自
救的过程中，国华尽管很需要钱，可他的内心到达了一个新的境
界：他不希望一直接受社会的捐赠，更想让这些钱能够帮助比他
更需要的人。在慈善晚会的重场戏中，国华把他省下来透析用的
一万多块的救命钱全部捐献出来。在捐款现场，国华的台词掷地
有声：一万多，对于我而言，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但对于其他人，也
许可以挽回他的命。这一刻，所有的社会的良知被唤醒，人心也
前所未有地凝聚在一起。影片以此完成了国华从强者向觉者的转
变，国华已经超越了自救的强者，而是成为一名救助他人的觉
者。而这种觉者更为当下社会所需要：生活的艰辛与苦难打不倒
他们，而深藏内心的那部分善良和坚韧，却能在人们最需要帮助
的时候给予力所能及的力量。这样的觉者就如同夜空中最亮的
星，在人们最无助与绝望的时候，能够听到他们内心的孤独与叹
息，照亮他们前进的方向。影片也因而达到了较高的立意，获得
了深刻的艺术价值。

其次，《让爱活下去》在叙事层面努力营造叙事张力，以人物的命
运走向来吸引观众的关注。这种叙事策略在影片中有较多呈现，但
在两个地方更为凸显。其一为影片的开始部分，国华被查出尿毒症
后，妻子抛弃了他；尽管他勇敢地自救，返回宁波打工，但开始阶段依
然处处不顺。他本想在医院长期照顾叶老师以获得报酬，但叶老师
却很快出院了，预付他的工资也花完了；国华再次面临失业，且身体
三天未透析，一切都陷入窘境。影片这样的叙事策略，在开始部分即
让国华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营造出了较为强劲的叙事张力，将观众
带入到了对国华命运的强烈关注之中。其二，影片多次采用“欺骗”
的叙事策略来营造叙事张力。如国华在照顾叶老师的同时，也悄悄
地在外打工以赚取更多的钱来透析，为此他瞒着叶老师，这种“欺骗”
为剧情增添了叙述张力，使得国华和叶老师之间有了矛盾与冲突，更
加吸引观众关注国华今后的命运，以及他和叶老师的关系。

《让爱活下去》的镜语叙事系统也颇具特色，较好完成了其主题
表达。如影片开始后不久，国华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坐大巴返回湖
北老家，当车子进过隧道时，影片黑场；接下来切换至国华回家后的
种种经历。而影片再接下来的画面则是国华乘坐的大巴即将驶出隧
道口，画面逐渐变亮，而且车子是驶往宁波的方向。这种利用隧道由
暗变亮的巧妙剪接，较好地完成了国华强者自救的心理表现。

影片在立意、叙事及镜语表达层面取得了相当的艺术成就，对今
后此类影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秘书长。本文由宁波市电影家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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