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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评论

看完《罗刹国》，听到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看不懂”。
的确，作为一部少对白而多隐喻的肢体剧，《罗刹国》对
它的欣赏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该剧剧本出自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黄维若之手。黄
教授在这个故事里赋予了罗刹世界奇崛而瑰丽的想象，
笔力之沉郁，批判之狠辣，比他当年的《秀才与刽子手》，
更见霹雳手段。

是他，为罗刹国设定了一套以丑为美、以坑蒙拐骗
为日常的“反人类”秩序，最终描写人在这套秩序里的

“异化”。他的隐喻是藏在一切荒诞离奇的背后的——
人类的丑态比罗刹少吗？人性的恶藏得多深，溜须拍
马、虚意逢迎真的仅见于鬼怪世界吗？

当这样一部看剧本已觉惊心的话剧，最终被国内以
肢体剧见长的导演赵淼搬上舞台，其胆量和勇气可以想
见。我毫不怀疑赵淼处理人鬼题材的能力和才气。去
年，借亚洲艺术节之便在宁波演出的、同样取材于《聊斋
志异》的《水生》便行云流水。他擅长在此类题材里加入
傩面、皮影、戏曲等中国民间传统戏剧元素，辅助表演。
所不同的，纯肢体剧的《水生》由他自编自导，而《罗刹
国》从一个体量宏大的既定话剧本进行改编，因为某些
原因“硬拗”赵氏风格肢体剧，便产生了“再嫁接”的过
程。

在刚进入剧场的近30分钟时间里，观众是莫名
的。出于时长及表现力等客观限制，导演在二度创作
时，对黄教授在试图建立罗刹国秩序时所费笔墨进行了
大幅删改，以致未能给观众提供一个足够的空间去适应
罗刹国的自有逻辑。

剧本之初，黄教授曾费力写了一对兄妹，作为马骥
初入罗刹世界引路人。妹妹皮里皮敦用她全部的“热
情”教会了马骥审丑，而哥哥麻里麻达以身作则，带马骥
去杂货铺偷毛巾（其实是豪不起眼的偷窃），却因此连累
马骥入狱，从而引出本剧另一位主角周判官。可是舞台
上的周判官，几乎是“横空出世”。中途，马骥还突然有
了一个孩子，在没有交合的情况下生产（这大概也是黄
教授的“反人类”设定）。可因前情交代不足，观众只跟
马骥一样，浑身打满问号。

赵淼擅长使用傩面和皮影，这些元素也在罗刹国里
一一出场。面具再次被用来象征鬼、和人的假面，时不
时出场的皮影模具则是马骥内心的投射。剧情后半部
分相对易懂，是周判官教会了马骥官场生存之道，教会
他以假面示人，讨好上司，从而在罗刹世界如鱼得水。
舞台上，为了区分人鬼之别，导演的设置是人可以说话，
而鬼不行。后半部分因为无论人或鬼，都堕鬼畜道，舞
台上不再有对白。也因于此，剧本原有的批判性还是被
削弱了。

个人认为，观众觉得“看不懂”的主要原因是导演尚
未在原洋洋洒洒的、以文辞取胜的话剧剧本，和自己擅
长的肢体语言间找到最合适的过度。《罗刹国》排演不
久，尚属新作，有改进空间。二度作为再创作的过程，考
验的是导演对原作精神提炼，对整个舞台谋篇布局的把
握。尊重剧本是应该的，却也不应被既有结构过分束
缚。舞台上最终的呈现，依然当以让人看懂，并唤醒思
考为第一位，而不是如今让人感觉为了刻意追求风格而
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罗刹国》的诲喻深矣，海上孤岛，
镜像人间，理应给观众以更强冲击力的审美感觉。

（剧照 茅蝶飞 摄）

看完《超人总动员2》，我发现其中所涉及到的母题几乎
都是老生常谈。故事内容紧接上一部，尽管超能先生巴鲍勃
一家发挥出各自的超能力，分工协作，最终成功阻止了“地狱
魔王”对市政大厅毁灭性的撞击，可当地警方仍旧以违法使
用超能力并造成大量公物损毁为由对他们进行了拘留。画
面透过透明的玻璃，展现出审讯室内部狭小幽闭的空间，坐
在桌子一边的巴鲍勃和妻子弹力女侠巴何莉以及他们两个
有超能力的子女个个一脸委屈模样，正小声地为自己刚刚保
护民众的英雄行为进行申辩，却遭到了桌子对面办案警员的
严厉呵斥：“那你们有阻止他抢银行了吗？有阻止他破坏公
共设施了吗……你们总是擅自行动，从不跟我们警方合作！”
为了保卫和平，自己的家却被炸飞；明明是正确的行为，但仍
然要面临牢狱之灾。被律师克瑞普保释出来的超人和其家
人失落地住进了汽车旅馆，而政府还是继续选择“终止保护
超级英雄”的政策——人们和社会到底需不需要被超级英雄
保护，以及超人们使用超能力所做的一系列拯救行动是否合
法并符合正义？这类具有争议的严肃议题从影片一开始就
被赤裸裸摆上台面。于是，全片顺着这块“抛出来的砖”开始
讲述“争取超人合法化”的全新故事：电信业巨头迪沃公司的
狄弗兄妹找到了巴氏夫妇和酷冰侠路易斯进行商量，希望能
够先通过包装弹力女侠的英雄事迹来营造“超人合法化”的
舆论氛围。而“大力神”超人巴鲍勃为了自己以及所有超级
英雄们光明正大的未来，不得不接受温斯顿·狄弗的提议，退
居“幕后”，接手妻子平时的工作，成为过上“正常人生活”的
居家奶爸。影片于此开始演绎家庭成员身份改变后的一系
列适应过程，并通过巴鲍勃带三个具有超能力孩子时遭遇的
一波又一波啼笑皆非的事情，来讨论职业女性如何平衡事业
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下，男性成
员如何进行心理调整，真正做好一个父亲等问题。

但作为一部要适合各个年龄层观看的动画电影，不得不
说，它是一部教科书般工整的商业动画，几乎没有闲笔，每一
幕剧情都能恰如其分地触发观众的感慨，比其它很多同类型
影片要有创意，有深度。本片最扣我心弦的是，作为一部通
俗动画片，它却表现出了一定的哲学与政治学的思考。幕后
反派伊芙琳·狄弗制造的屏霸第一次全面出现在家家户户的
电视机屏幕前，就运用催眠手法，向民众灌输“超级英雄不能
相信”的观念；在游艇上，伊芙琳更是催眠超人们，借他们之
手大搞破坏，还借巴鲍勃之口挑拨超级英雄与平民百姓之间
的关系；影片结尾处，当被捕的伊芙琳见到自己的救命恩人
巴何莉时，依旧认为自己没有错——在她小时候，自己的父
亲就是因为相信“超人会保护人们”，才没有听取妻子的建议
躲进安全屋，最后被歹徒杀害：“父亲至死都等在电话旁，以
为超级英雄会来救他……”平淡的语气带着淡淡的哀伤从伊
芙琳嘴里缓缓道出，却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超级英雄
真的能拯救每一个遇难的人于水火？他们又会不会在拯救
人类之后成为人类的恶魔呢？这样的担忧和疑问，值得每一
个人深思。

影片主线内容上体现出的深意，使角色们的形象变得忧
国忧民，胸怀家国天下；而故事的另一条线索则贴近生活，着
重聚焦巴鲍勃一家的家长里短，尤其是巴鲍勃形象的转变。
作为一家之主，巴鲍勃始终担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因此，他
一直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的能力比妻子弹力女侠更出
色。当妻子被选中成为聚光灯下的英雄人物时，画面多次放
大巴鲍勃咬牙切齿的表情，那是现实世界里男人经常表现出
的嫉妒与不甘。成为奶爸之后，巴鲍勃总是在电话里跟妻子
逞强，强调自己完全能胜任照顾孩子的任务，但事实是：巴鲍
勃在给巴小杰读睡前读物时自己却面临昏昏欲睡的状态；看
着小杰出现的各种各样超能力又惊喜又无法招架。不仅如
此，巴鲍勃还要辅导二儿子巴小飞数学作业，离开学校已经
很久的巴鲍勃为了教会儿子功课，即使是半夜三点，仍然选
择起床重读新教材，琢磨教学办法；面对女儿巴小倩青春期
里的感情萌动，这位做事干脆的爸爸直接把女儿带到男孩家
所开的餐馆内制造偶遇，却弄巧成拙，令女儿更加伤心……
这些巴鲍勃手忙脚乱的日常，成了本片笑料的重量级支撑，
也让我们明白，传统意义上的父亲角色，是在外打拼，建功立
业；然而，回归家庭，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学会沟通、教育，
又何尝不是家里的超级英雄？

超人们的家国天下
与家长里短

郁妍捷

罗刹海市
镜像人间

茅蝶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