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剧《歌唱》引燃全场高唱豪迈旋律
新作快议

《寒战》是一部观赏性比较强的香港电影，故事从香
港新界南一辆巡逻冲锋车连同五名巡逻队员失踪开始，
一如惯常的港片，正邪双方斗智斗勇，绑架、枪战、追车、
爆炸等动作奇观，包括《无间道》开创的楼顶对话，各种
港式警匪电影的元素基本都有所呈现，但影片又有自己
的新意，通观全片，《寒战》应该是一部兼容港产警匪片
特征、也有自己独到创新的警察电影。

具有香港本土价值的警察形象应该是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香港电影新浪潮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现的，新
浪潮的新锐导演们大量地利用警察形象作为主人公来
创作电影，比较著名的影片有章国明的《边缘人》、梁普
智的《跳灰》、翁维铨的《行规》等等，这些影片多以灰色
的调子来叙写警察，以压抑的氛围来写人性的扭曲，作
品带有强烈的宿命主义色彩，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内
涵。以悲剧性的笔触来写警察的扭曲和痛苦，后来一直
成为香港警察电影的一脉。在新浪潮电影运动之后，由
于电影市场的主导，悲剧性的“灰色警察”很快被喜剧性

“笑闹警察”所取代，这可以说是喜剧和警察电影的杂
糅，只是利用人物的警察身份搞恶作剧博取观众的笑声
而已。

就在警察电影在这两条轨迹上发展的时候，因为成
龙介入警察电影的制作，香港警察电影衍生了一个新的
形态——动作奇观式警察电影。《A 计划》《警察故事》

《重案组》等影片，成龙的角色都是以警察形象出现，香
港的警匪片也开始走向巅峰时代。

此后，警匪片在香港，往往以动作取胜，动作场面火
爆、刺激，这给香港电影带来了有目共睹的国际声誉，也
造成了香港电影的弱点：优于场面设计，而弱在叙事肌
理和人物刻画。随后，《无间道》算是警察电影的一个突
破。

香港警匪片在 CEPA 之后，为进入内地市场，面临比
较大的挑战。警匪对峙，情节的张力依托的是暴力升
级，黑社会越强大、歹徒越凶残，戏剧张力越刺激。但
是，这些特质在进入内地市场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
港片警匪片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如果过分的香港化，香
港市场容量小，不能支持成本回收，而要进入内地广阔
的市场，擅长的警匪冲突又难以施展。在这种情况下，

《寒战》的出现算是一种突破，它将戏剧冲突的张力转向
警察内部的“内斗”，巧妙地化解了这一难题。

正因为叙事焦点的转化，《寒战》中，警匪对峙退位，
警察内部“虐心”的冲突成为首要矛盾，而人物之间的碰
撞和叙事逻辑的缜密，成为该剧的一大特点，也弥补了
港剧在人物和叙事方面的弱点。影片最突出的是李文
彬和刘杰辉的冲突，尤其夺权一场戏，剑拔弩张，言语之
间，铿锵有力，冲击力不亚于枪战。赎金被抢，失踪的五
千万毫无踪迹，剧情走向绝路之时，廉政公署介入，又开
局面。等刘杰辉揭开谜底，掌握到文森特是可能的嫌疑
人、案情将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关键证人金库主管又被
汽车炸弹炸死。剧情再次陷入绝境。但是炸弹案，又证
明对方的存在和强大。这时候，观众的观赏欲望被调
动，要看下去，凶手是谁；而剧中刘杰辉也没有了退路，
他只有查下去，找到内奸才能解脱自己。当一切疑点都
在指向李文彬的时候，叙事矛头一转，幕后的主使竟然
是李文彬的儿子，这也算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叙事突转。本来坏人收监，天下太平，但是剧情继续刺
激观众，结尾又来一个神秘电话，提高了悬念，也为续集
埋下伏笔。仔细推敲全剧，剧情逻辑比较缜密，在叙事
的严谨性方面在港产影片中是成绩比较突出的。

人物塑造的成功也是本剧的亮点，这方面有编剧、
导演的努力，但是梁家辉、郭富城两个演员的使用，也确
实增色不少。梁家辉老戏骨气场强大，郭富城少壮派英
气逼人。李文彬和刘杰辉在警察总部争论夺权的一场
戏、李文彬在廉政公署被盘问反诘一场戏，言语撞击中
传递着冲突的张力，引人入胜，在强烈的戏剧冲突中展
示人物的内心及睿智是影片写人的成功所在。

《寒战》不仅是一个有自身特点的商业片，而且在内
涵层面，它也是有想法的作品。它有一个悬念跌宕的故
事，观众被剧情所吸引，但它不是一部普通商业影片，因
为在故事背后讲述着香港的法治精神，以及这个精神的
有效运作。无论是权高位重的强人，还是普通的公务人
员，都在法治的轨道上行使自己的职责和权力，偶尔的
失序，也会被法规条例调适，即使自我不能回归，也有廉
政公署等制衡力量将秩序纠正到良性循环的轨道。这
种理念下，惯常的警匪正邪对立的冲突线被是否秉持程
序正义的法理较量所替代。李文彬儿子被绑架，香港警
署办公室中，他宣布：香港进入一级戒备。但在是否升
级香港的紧急状态方面，李文彬和刘杰辉发生了冲突，
刘杰辉反对的理由是升级警备状态不合警例；为了警方
操作便利，李文彬严厉拒绝了新闻官向公众发布信息的
请求，这遇到了他的下属、新闻官的反对，新闻官认为这
违反了香港法律条款，因为她有义务向香港市民公告香
港治安的真实状况，二人的冲突使李文彬的对手刘杰辉
介入进来，并且在政治上得到了众人支持，给李文彬施
加压力，依照警方条例，罢免了李文彬的总指挥职务。
至于廉政公署介入，则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依照英国
法律制度建立的廉政公署，是香港法治的特色，正如片
中保安局长所讲，廉政公署有独立办案权，无须向他汇
报。廉政公署调查员介入“寒战”的调查，全面展示了香
港司法体系的运行轨迹。影片把这些权力运作渗入到
叙事之中，既完善了故事，也以叙事的方式将香港警事
部门的权力运作和监督部门的制衡操作，清晰地呈现了
出来。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香港故事，而且以类型片
方式阐释了香港的法治精神，观众既受到了娱乐，也被
制度的力量所感召。

□

王
海
洲

《
寒
战
》
：
叙
事
的
胜
利

庆祝香港回归的文艺晚会，
奥运会的开幕式演出……每每
遇到国家大事的文化演出节目，
由王莘作词作曲的歌曲《歌唱祖
国》几乎都会列入演出节目单，
掀起演出的高潮，当“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的旋律奏响，国人的
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日前，北
京曲剧团将王莘创作《歌唱祖
国》的全过程创作成名为《歌唱》
的曲剧搬上舞台，在北京天桥剧
场首演。这部青春版《歌唱》由
北京人艺著名导演顾威执导、北
京曲剧作曲家戴颐生担任作曲，

“80 后”演员杨海岗饰演王莘。
这出戏经过7场商演和3场北京
优秀剧目展演，10场演出上座率
颇高，并受到一致好评，结尾处
演员的合唱几乎场场引发台上
台下的集体大合唱，场面激动人
心。据悉，该剧已入选由北京市
委宣传部、北京市文化局主办的

“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2012年北京金秋优秀剧目汇报
演出”剧目，将于 11月 21日、22
日在解放军歌剧院登台亮相。

>>“80后”主演展
示青春激情

作品讲述的是为准备庆祝
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演出，天津
某歌舞团懂西洋乐器的王莘，带
着该团的张会计、水暖工赵管子
一起到北京买铜管乐器。到了
北京，一直为没能完成创作新歌
曲任务而焦虑的王莘，在天安门
广场上突然灵感迸发，终于创作
出《歌唱祖国》这首所有中国人
都喜爱的名曲……北京曲剧团
团长孙东兴介绍，青春版《歌唱》
的最大亮点之一是用的都是“80
后”演员，还大胆启用了一位“90
后”担当主演。其中，主演王莘
的杨海岗、主演赵管子的李永德

都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
99级北京曲剧本科班，主演张会
计的王璐更是今年才从中国戏
曲学院毕业的“90后”。他们的
表演虽然稍显稚嫩，但举手投足
间激情昂扬，为这部传统曲剧增
添了不同以往的青春气息。

杨海岗在演出后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团领导刚把王莘这
个角色派给自己时，心理压力非
常大，认为自己的优势只有年纪
与当时的王莘相仿。为了找准
人物基调，杨海岗做了许多“功
课”，反复观看大型歌舞《东方
红》等影像资料，还看了电视纪
录片《大鲁艺》，他感觉最强烈的
就是，那个时代的人言谈举止、
精神状态都很向上。但这只是
外在的感觉，如何表现人物丰富
的内心，杨海岗有些茫然。导演
给他讲王莘的经历，为他剖析那
一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对他帮助
很大。经过反复摸索，杨海岗找
到了以语态、眼神、身姿这些细

节来表现人物的睿智、幽默、执
著，以及灵感突发时超脱于周边
现实世界的瞬间，没找准满意乐
句时钻牛角尖般的苦吟等外化
内心的方式。

>> 建团以来首次
启用交响乐团伴奏

由于整部剧都是围绕歌曲
《歌唱祖国》的创作展开，所以在
表现上不可能绕开《歌唱祖国》
的旋律。如何烘托《歌唱祖国》
的宏大，曲剧团选择了完整建制
的交响乐团加部分民族管弦乐
相结合的伴奏形式。剧中，观众
不仅能感受到金属感、震撼力较
强的交响音效，还能听到京韵大
鼓的慢条斯理、不温不火。孙东
兴说，以这么庞大的乐队伴奏，
这在北京曲剧这个剧种诞生以
来还是第一次。

戴颐生说，《歌唱》配器之所
以要用上交响乐也是题材使然，

要表现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的雄壮高昂，仅靠北京曲剧的三
弦、四胡、扬琴这老几样显然是
不行的，拘泥于原来的曲牌也不
行。更主要的是，这出戏演的是
王莘创作《歌唱祖国》的故事，他
创作灵感的诱发、初始乐句的产
生直至这首歌完整地唱响，这一
切都与声音有关。可以说，这是
一出关于声音的戏——美妙的，
嘈杂的，令人焦躁的，生活中的，
内心里的，要用各种“声音”在这
出戏里产生出推动戏剧发展、调
动观众情绪的“强效”，最后是那
让台上台下的人都热血沸腾的
豪迈旋律。如何将西方交响乐
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结合起来，还
不露痕迹，这对于作曲家来说是
一大难题。戴颐生说，在创作曲
子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
只有在烘托宏大气势的时候才
选用交响乐。在独唱和合唱的
部分，为了突出曲剧的风格，特
意将曲牌歌曲化，从容过渡。这

点，观众可以在《灵感的小鸟》的
唱段中感受一二。

>> 多媒体技术入
戏不抢戏

将多媒体技术与实景相结
合，这在北京曲剧的舞台上也是
第一次。顾威在舞台多媒体的
运用上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现
在的戏剧舞台上有个风气很坏
——滥用多媒体。虚拟化表演
是中国戏曲的一大优势、一大创
造，是中国戏剧的瑰宝。多媒体
很热闹，很吸引人，可同时也掩
盖、干扰了演员的表演，把观众
的注意力从演员身上夺走，表演
不再是第一位的，舞台的意境也
被替代了。”这次在曲剧《歌唱》
的创作上，多媒体技术只是起到
点缀、烘托、渲染剧情和舞台气
氛的作用，绝没有“抢戏”。顾威
说：“这出戏剧情比较单薄，尤其
在表现王莘内心的变化、感受、
波动上，这在舞台上是很困难
的，不像影视可以拉个近镜头，
搞几个脸部特写。演员在舞台
上，观众离得很远，角色内心的
活动又不能都靠语言来表现，用
多媒体来展现一种‘意象’，起到
的是辅助作用，让观众与角色进
入到同一种感受中。”

于是，在剧中，每当王莘灵
感迸发，每当他找到了苦苦追索
的旋律，就有四只小翠鸟飞来吱
吱歌唱。顾威还认为，在该剧末
尾“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唱响的
时候，要给观众的感受和观众主
观追求的感受已不是剧情，不是
人物，而是那种心潮澎湃的氛
围。而看过该剧的观众都表示，
剧终时台上台下一起大合唱“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的那一刻，是
过去在剧场里看戏时从来没有
过的强烈感受。

□ 本报记者 丁 薇

生动展示著名作曲家王莘创作《歌唱祖国》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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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小强！”一个女孩在背后
脆生生叫了一声，饰演曹小强的
徐峥回头，表情先是诧异然后是
欣喜，最后咧嘴开心地笑了，镜
头就此定格。日前热播的电视
剧《大男当婚》这个戛然而止的
开放式结尾让无数观众纠结。
最后喊曹小强的女孩是谁？很
多观众在各种网站和贴吧里讨
论，用排除法分析，用声音软件
分析，还有人干脆写起了续集，
当然，他们的答案也不尽相同。

“观众们的这些解读是出乎
意料的，但有这种争议是我们一
开始就想到了。”该剧编剧李潇
告诉记者，“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效果，让他们看完这个剧后有点
思考。”在写结尾时，她和导演也
讨论过最后让谁跟曹小强在一
起，但把剧中的6个女孩一一分
析后，还是觉得每一个都有缺
陷，在最后一集也无法将这些问
题忽略。所以，“这一声是对未
来的一个美好的期待，她不是剧
中的任何一个女孩。”李潇说。

把剩男剩女的优点
赋予主人公

几年前由李潇编剧的《大女
当嫁》是较早的“剩女”题材国产
电视剧，塑造了一个“剩女”形象
姜大雁，偏爱“剩男”“剩女”题材
的主创团队想塑造一个男版的
姜大雁，于是就顺水推舟做了姊
妹篇《大男当婚》。虽然都是当
下社会的热点话题，但几年前的

《大女当嫁》在收视率、关注度和
话题性上都不如《大男当婚》。

“《大女当嫁》偏文艺，《大男
当婚》做得更市场。”李潇说。她
介绍，《大女当嫁》更多地承载了
包括她在内的创作者们的个人
喜好，不是特别迎合市场，“在电
视剧里算非常小众的”。相比之
下，《大男当婚》节奏快，台词和
情节幽默，几位女主角漂亮、演
技好，从而使得观众评价这部剧

时用得最多的词就是“好看”。
写《大女当嫁》时，李潇就有

意无意地经常跟单身男女们聊
天，有一段时间还经常去北京朝
阳公园定期举行的相亲会，那里
不仅有大男大女，还有他们的父
母，他们成为姜大雁和曹小强父
母的原型。在做剧本大纲前，主
创们会先坐下来聊故事，把他们
认识的人的故事，听到的朋友的
朋友身上发生的事儿，各种八卦
等讲一讲，然后挑选素材，再通
过戏剧加工使其具有戏剧性和
传奇性。《大男当婚》中有场戏，
曹小强打车送外企高管徐若云
回家，隐瞒了自己身份的徐若云
假装走进一栋普遍的居民楼，等
曹小强走后又出来走到对面的
别墅区回真正的家。这个细节
就源于她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恋
爱经历。有趣的是，这场戏是李
潇建议导演去她家楼下拍的，

“我们家住的小区位置很尴尬，
只隔一条狭窄的过道，对面就是
北京最贵的别墅区”。

在为主人公进行性格设定
时，主创们将“剩女”“剩男”身上
具有的优点赋予了主人公姜大
雁和曹小强。他们都属于草根
阶层，生活态度积极，有向上的
精神，坚信靠自己的努力会生活
得更好。“姜大雁身上有“剩女”

可爱的一面，自己的问题没有解
决，反而还爱替人操心。曹小强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屡战屡
败，又屡败屡战。”李潇对记者说。

有部名为《征婚启事》的台
湾电影，讲述刘若英饰演的女主
人公和形形色色的男人相亲的
故事。《大男当婚》结构的灵感源
于此，让曹小强和6个不同的女
孩谈恋爱，每段恋爱有一个女主
人公，占四五集的容量，把一部
30集的电视剧分成了6个单元。
这样的结构在国产电视剧中很
少见，当时一些比较保守的电视
台认为这样做很冒险，是在挑战
观众的观看习惯，会影响收视
率。但结果是该剧上星播出后
创造了高收视率，并引发了很高
的关注度和话题性。李潇由此
感慨：“观众的接受度和包容度
是很高的，只要我们在创作上往
前迈一小步，有意识地引导他们
的收视习惯，他们会跟着走的。”

“我爱自己创造的
每个角色”

李潇任编剧的另外一部电
视剧《当婆婆遇上妈》也是今年
的热播剧。几年前，她还写过电
视剧《麻辣婆媳》。1981年出生
的她，笔下塑造了多个中老年父

母形象，并极尽其详地书写和展
示不同家庭中琐碎、复杂、微妙
的婆妈、婆媳、夫妻等成员之间
的关系及矛盾。“我要感谢我有
两个特别市井、平民化的父母，
我写的老太太的角色身上都有
我妈的影子，男性角色也会有我
爸的影子。”她笑称。她平常也
会有意识地和这代人接触交
流。“其实他们的想法更容易把
握，因为已经固定了，反而是写
年轻人更难，因为他们的价值
观、世界观经常在变。”

《大男当婚》和《当婆婆遇上
妈》类型不同，也均创造了高收
视率，李潇向记者分析原因：“我
们是真诚地在给观众讲故事，没
有偷懒，即便是曹小强起床吃早
饭的一场戏，也会在其中放入自
己的想法。如果连一场小的过
场戏我们都不糊弄观众的话，收
视率就不会亏待你。”《当婆婆遇
上妈》天然的优势则是情节性非
常强，“在家庭剧里算是跌宕起
伏的，这种悬念性会吸引观众”。

作为一个“80后”女编剧，李
潇很清楚自己的兴奋点和擅长
的题材，“我喜欢家长里短，男女
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的勾心斗
角，我就是很关心男女之间的情
感话题”。和很多年轻女孩一
样，她喜欢听周围朋友的八卦，

甚至是不认识的人的八卦，喜欢
跟老头老太太聊天。坐公交车
时，身旁的人的对话，她都会去
聆听，作为创作的素材。在她的
微博里，也能看出她对生活细节
的捕捉和感受，她写吃包子的搬
家工人，咖啡馆里的男女。“我有
很重的女性编剧的劣势，在把握
大题材、大情怀、大格局上不
够。”她说，“我的战场就是在家
庭，在当代都市男女身上。”她现
在最喜欢写的是都市情感喜剧，

“写喜剧时，整个氛围是积极向
上的，能把这种向上的乐观的精
神带到剧中去”。

很多人问她最喜欢和最讨
厌自己创作的哪个人物，她喜欢
的是姜大雁和曹小强，但却没有
讨厌的。“你会爱你创造的每一
个角色。”她说，“哪怕是《当婆婆
遇上妈》里那个看似恶毒的婆
婆，我创作时都在不停地给她找
心理依据，我都不讨厌她，因为
我曾经设想自己是她，我曾处在
她的位置说话做事、伤心痛苦，
我怎么可能讨厌她？”就如她最
近写剧本到深夜时在微博上发
的感慨：“编剧这个职业不孤
独。”她向记者解释：“你进入到
自己创造的故事里，一会儿变成
这个人，一会儿变成那个人，你
们之间互相伤害、吵架、相爱。”

“我的战场就在都市男女身上”
——专访电视剧《大男当婚》《大女当嫁》编剧李潇 □ 本报记者 高艳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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