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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戏曲国家队×哪

吒》的二创视频应景上线，发布两

小时后就登上 B 站热搜榜，7 小时

播放量突破 11 万。四分多钟的视

频含金量十足，来自八大戏曲剧种

的 11 位演员用戏曲念白为电影中

的角色配音，其中七位是“梅花奖”

得主。

“哪吒是中国戏曲中的经典角

色，我们希望用自己的专业为电

影 助 阵 ，也 为 戏 曲 寻 找 更 多 受

众。”视频发起人、上海越剧院演

员裘丹莉说，“戏曲配音为每个角

色锦上添花，这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底蕴和底气。”

武生念白配哪吒，
每个角色对应一个剧种

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裘丹

莉看了三遍。坐在电影院时，创

作欲便在她心中萌生了出来。作

为一名 B 站的资深 UP 主，她跃跃

欲试，“让角色说起戏曲念白会怎

样？”当机立断，她发动自己的“朋

友圈”，邀请了来自京剧、越剧、秦

腔、川剧、曲剧、淮剧、粤剧、豫剧

等剧种的多位好友。听到这个创

意后，各路名家均一口答应。裘

丹莉在剧本、配音、统筹等各个环

节亲力亲为，最终在本月初完成

了视频制作。

“硬核”“排面”“戏腔配国风

最 强 ”“ 戏 曲 一 出 来 头 皮 发

麻”……网友们在评论区表达激

动的心情。“视 频 里 几 乎 每 个 角

色 都 对 应 一 个 不 同 的 剧 种 。 对

于观看者来说，也是对中国天南

地 北 戏 曲 剧 种 的 一 次 普 及 。”裘

丹莉说。创作前期，裘丹莉与演

员 们 多 次 讨 论 人 物 的 分 配 。 在

作 品 中 ，网 友 可 以 看 到 ，角 色 不

同 的 个 性 通 过 不 同 剧 种 的 特 点

来呈现——哪吒的爆发力由京剧

实现，敖丙的克制温柔由越剧演

绎，敖光的霸气通过秦腔传达，至

于一口四川方言的太乙真人，自

然是川剧最适合不过。

“我命由我不由天！”上海京

剧院老生名家傅希如的念白让弹

幕 直 呼 ：“ 好 燃 ！”虽 然 只 有 短 短

几 句 话 ，但 傅 希 如 推 敲 了 许 久 。

起 初 ，他 对 给 哪 吒 配 音 有 些 犹

疑 ，认 为 哪 吒 的 形 象 桀 骜 不 驯 ，

与 老 生 擅 长 的 恢 弘 霸 气 有 些 距

离。看了剧本后，他认为京剧可

以驾驭，便选择了偏向传统武生

的 念 白 方 式 ，“ 刚 力 、燃 爆 ，与 哪

吒的叛逆更契合”。在傅希如看

来，戏曲与哪吒的此次牵手源自

两者基因上的一脉相承。欣赏电

影 时 ，他 就 细 心 地 发 现 ，哪 吒 的

许 多 动 作 都 带 着 戏 曲 身 段 的 影

子，“片腿、弓箭步、指法，都是我

们所熟悉的”。

不 让 流 量 成 为 短
暂的热闹，能做的还有
很多

创作之初 ，裘丹莉就希望尽

可 能 促 成 老 中 青 三 代 演 员“ 同

台”，展现戏曲人的有序接力。因

此，观众得以看到花甲之年的名

家和 95 后的新秀“共创”。“这是

我们无数次中的一次，但对于不

少网友来说，可能就是第一次接

触戏曲。”傅希如说。二创并非戏

曲元素拼贴影像如此简单，需要

兼顾流行和戏曲的平衡，“可不能

‘创飞了’”，裘丹莉笑道，“其实戏

曲的包容性很强，可以与各种元

素融合。”

《戏曲国家队×哪吒》还邀请

到国风音乐人刘丰演唱《哪吒之魔

童闹海》主题曲《就是哪吒》，与各

色戏曲念白构成了丰富、多层次的

听觉效果。“让所有不屈的生命，能

书写自由诗篇。”视频尾声一段傅

希如与刘丰的合唱，两人录制了多

个版本，不断调整戏腔在其中的比

例。成品里，网友能听到其中小片

板的戏曲化处理。

裘丹莉表示，如今戏曲创新

已经成为她排练演出之外最重要

的 功 课 。 自 2020 年 入 驻 B 站 以

后，她就不断探索二次元文化和

戏曲的联动，发布了《神女劈观》

越 剧 版 、《云 上 五 骁》等 视 频 。

2023《最美的夜》跨年晚会上，她

还与傅希如、上海昆剧团演员沈

昳丽等参与了《当哈利波特遇见

中国戏曲》的跨界节目。“不要让

点击量成为短暂的热闹，线上与

线 下 ，‘ 国 家 队 ’能 做 的 还 有 很

多。”裘丹莉说。

王筱丽

本报讯 3 月 21 日是“世界木

偶日”，贵阳木偶团在贵阳儿童剧

场举行大型木偶剧《长征路上小红

军》的惠民演出。此次演出旨在弘

扬伟大长征精神。

该剧 以 红 军 长 征 为 背 景 ，讲

述 了 小 红 军 在 长 征 途 中 克 服 重

重 困 难 的 感 人 故 事 。 剧 中 巧 妙

运用木偶艺术的表现形式，将传

统 木 偶 技 艺 与 现 代 舞 台 技 术 相

结 合 ，生 动 再 现 了 红 军 爬 雪 山 、

过草地的艰苦历程，讴歌了红军

战 士 坚 定 的 革 命 信 念 和 英 勇 无

畏 的 革 命 精 神 。 演 出 吸 引 了 众

多 市 民 前 来 观 看 ，现 场 气 氛 热

烈，掌声不断。

贵阳木偶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贵州贵阳红色文化丰富，今后将继

续创作更多优秀作品，用木偶艺术

讲好中国故事、贵州故事，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八大剧种11位名家新秀齐上阵

戏曲国家队二创“哪吒”

贵阳木偶团举行惠民演出

《长征路上小红军》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上世纪40年代，戏剧家吴祖光以《风雪夜归人》点
醒戏梦人生，北京人艺曾于上世纪50年代将此剧搬上
舞台。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人艺“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
划”的开篇之作，便锁定了这部极具中国美学基因的作
品。近日，艺术指导冯远征携导演闫锐、一众主创，以
及刘恒、陆璐、李洪涛、梁国栋、刘宸、梁丹妮、李劲峰、
李金涛等全体演员齐齐亮相。据悉，这出北京人艺今
年首部新排大戏将于4月25日登台首都剧场。

“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开篇之作

北京人艺新排《风雪夜归人》

■ 关注“世界戏剧日”

每年的 3 月 27 日是
“世界戏剧日”。在娱乐
方式多样化、文艺新样式
迭出的当下，戏剧这门古
老的艺术形式，以舞台为
镜，折射社会百态，传递
思想共鸣。用黔剧艺术演
绎贵州红色文化的《无字
丰碑》、西藏首部少儿舞
台剧藏戏《顿月顿珠》、融
入黎族文化元素的大型原
创民族舞剧《甘工鸟》……
戏剧正通过各式各样的方
式，让观众感受传统戏剧
文化的魅力。

“戏”品文化

艺术指导冯远征。

《风雪夜归人》主创团队。

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甘工鸟》充分融入海南保亭黎族文化元素，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族文化视听盛宴。 新华/传真

用黔剧艺术演绎贵州红色文化的《无字丰碑》，日前完成北京、西安两地巡演载誉而归。 资料图片

在世界戏剧日来临之际，山东青岛北山小学开

展了“艺术青岛·李沧有戏”主题活动，柳腔演员带

领学生体验戏剧之美。

新华/传真

少儿舞台剧藏戏《顿月顿珠》是西藏八大藏戏中

唯一一部主人公年龄设定在 10 岁至 16 岁之间的优秀

藏戏剧目，填补了西藏少儿舞台剧藏戏的空白。

新华/传真

魏莲生
舞台新星华丽蜕变

此次经过北京人艺精挑细选的演

员，是名副其实的老带新阵容，既有李

洪涛、梁丹妮两位实力派“老将”，也

有陆璐、梁国栋等人艺舞台新星，更有

首次受邀参演人艺剧目的北方昆曲剧

院的刘恒。武生出身的刘恒此次将作

为“外援”出演剧中旦角名伶魏莲生，

与人艺青年演员陆璐饰演的玉春，共

演一出凄美的浪漫曲。如果说重排

《风雪夜归人》是冯远征心头一直萦绕

的夙愿，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一直在寻找“魏莲生”。一个机缘巧

合的机会，冯远征在看到刘恒的一刹

那，便脱口而出“魏莲生”。即便他没

有话剧演出经历，冯远征仍旧认为，那

便是自己心中魏莲生的样子。

从昆曲舞台上的武生到话剧舞台

上的男旦，初次体验话剧，刘恒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便是打破习惯的程式化表

演。虽是男旦，但刘恒对角色的设计

则是偏小生和书生，“导演一直在细抠

我的台词，戏曲的独白是带韵味的，而

话剧则需要更生活化。”在玉春的饰演

者陆璐眼中，剧中魏莲生和玉春的爱

情就像蜉蝣一样，“哪怕在阴沟里生、

水洼里长，终有一天会飞到天上完成

华丽蜕变，即便这种幸福只有一天，也

抵得上一辈子。”剧中她的表演更是借

鉴了很多戏曲元素，“看了昆曲，我发

现中国传统戏曲对感情戏的呈现是非

常独特的，那种细微的肢体和眼神设

计，心、眼、手、身段都有戏，方方面面

都在展现人物的内心，无论娇羞还是

大胆，都在这些细微的处理中。”

主心骨
重归舞台诠释角色

“北京人艺对于人才是开放的态

度，希望邀请优秀的、合适的演员来合

作，同时让剧院优秀的青年演员通过

作品走到舞台当中。”冯远征表示，濮

存昕刚刚为人艺青年演员所做的古诗

词训练，也对他们此次塑造角色有着

很大帮助。

而与青年演员一道接近角色的两

位老演员李洪涛和梁丹妮，无疑是剧

中的主心骨。重回人艺舞台的李洪涛

称自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次回归

舞台是希望把自己表演的功夫再深凿

一下。“苏弘基这个角色冷酷又柔情，

是一个复杂好看的角色。而自己也希

望角色的棱角能够更清晰，在自己的

创作接近完成的时候再去借鉴老版的

表演，看看如何表达会更准确。”梁丹

妮 12 年前就曾在国家大剧院版《风雪

夜归人》中饰演过马大婶，而这一次，

她表示全剧从唯美的角度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几乎就是重新诠释了一

下，为了节奏更紧凑，时长也会压缩，

色彩非常浓烈。”

诗境美
人是鲜活的生活是光明的

擅长驾驭中国传统题材的青年导

演闫锐对于这部吴祖光的经典剧作有

着自己的理解。

他说：“剧中不仅仅有凄美的爱

情，还有命运的齿轮和对自由尊严与

生命的向往。这次我们希望能够让过

去的文本与当下的观众产生连接，年

轻人如何摆脱世俗的枷锁，感知生命，

在自由的天地里呼吸，不是以工具人

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人的生命来和这

个世界接触。舞台上那些有生命的、

鲜活的人物形象，要让观众相信并且

走进他们的内心。”

诗境美的表达将是全剧的一大

看点，“我们希望借鉴传统戏曲的概

念，用写意、简洁、凝练的舞台表达，

用 现 代 感 的 光 影 ，构 建 起 整 个 戏 剧

的 想 象 空 间 ，来 呈 现 戏 韵 美 、诗 意

美 。 虽 是 凄 美 爱 情 ，但 传 递 给 观 众

的是：生活是光明的、有希望的，爱

情 是 有 结 果 的 ，全 剧 结 尾 通 过 戏 曲

和 戏 剧 舞 蹈 化 的 呈 现 ，两 个 自 由 的

灵魂重新相知相恋。”

郭佳/文 刘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