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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版《四世同堂》演出团队昨晚抵郑，明晚于河南省人民会堂倾情演绎老舍经典名著
把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北京胡同“整体”搬至郑州
导演田沁鑫为青年演员们助威——

允许青春失控，允许青春炫耀，允许青春张狂
“文化就是活法，《四世同堂》不是给观众减压的喜剧，而是有文化态度的严肃话剧”

昨日，由本报携手和谐置业·金沙湖高尔夫
观邸联合主办，中国移动郑州分公司特别协办
的话剧《四世同堂》中国国家话剧院（以下简称
国话）演出团队顺利抵郑，今日即将开始演出前
的装台、彩排等工作。本次演出阵容强大，国话
派出的演员以及舞美老师都是院团的骨干，可
见国话对本次演出的重视程度以及国话严谨的
工作作风。作为此次演出的主办媒体，本报将
对演出进行全程跟踪报道以及演出现场的微博
直播，届时，现场观众以及没有到场的观众都可
与本报进行互动，分享戏里戏外你所不知的那
些趣事。 记者 苏瑜

▶▶老北京胡同“整体”搬来郑州

据接待人员称，昨日下午，承载该
剧舞台设备的两辆 12米长的集装箱车
已先于演出人员抵郑。由此可以想见
该剧独出心裁的舞美设计。

《四世同堂》是中国话剧舞台上迄
今为止投资最大的制作，其用现实主义
的手法把半个多世纪前的老北京胡同

“整体搬迁”到舞台上，冠、钱、李、祁四
家的门脸，通过调节灯光，营造出屋里
屋外、墙里墙外的视觉效果，里面的人
或是窃窃私语、或是觥筹交错，如同影
子戏投射到幕布上，其效果令人瞠目结
舌。几辆真实复原的黄包车在舞台上
满场飞奔，众多人物的悲欢离合就在这
虚实结合、自然流动的舞台环境中交替
上演，紧张激烈让观众喘不过气来。

戏一开场，原汁原味的京韵大鼓便
悠然回旋，鸽哨随即响起，小羊圈儿的
市井气息迎面扑来，立刻把观众拉回到
半个多世纪前抗战风云下的老北京。
老旧逼真的胡同深处，是利用高科技手
段营造的槐树、杨柳和阴晴雨雪的空间
远景，近景远景空间丰富，变化无穷，舞

台声光电的绝妙组合在戏中达到了美
轮美奂的至高境界。看过《四世同堂》
的观众无不对此表示震撼。

剧中将原著中“小羊圈儿胡同”的
葫芦肚部分作为舞台的中心，同时呈现
了“冠家”、“祁家”、“钱家”三家的小
院。三家的门楼样式各异，看似是厚重
的青砖制作，演出时却变成一层细纱
幕，演员们不仅能在门后演出，而且还
能在演出中自由地推来推去，将场景在

“冠家”、“祁家”、“钱家”三家之间迅速
转换，极富新意。

除了流动的舞台，《四世同堂》的其
他道具制作也特别精心。大到小崔拉
的黄包车、祁家门口的泰山石、院墙下
腌咸菜的大缸，小到桌上摆放的花生
米、四喜丸子，都让人仿佛置身于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北平城。而远处天
幕上水彩绘就的大布景，也能随着天
色、场景的变化转换深浅色调，呈现出
不同的效果。据介绍，这是国家一级舞
台设计、近80岁高龄的薛殿杰老师再度
出山达到的精美效果。

本次演出是《四世同堂》青春版，青
年演员居多，在大家印象中，话剧中重
要角色多为老演员，他们功底扎实，表
演起来感情到位，拿捏得当。但是我们
也不能就此否认这些年轻演员就不能
给我们带来心灵和视觉上的双重震撼，
在这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想必大家更希
望看到青春的气息。青春充满朝气，每
一个年轻人都有一颗敢于挑战的心。

导演田沁鑫更是对他们大加赞
扬。针对质疑，还曾特别在微博上回
应，并为演员们助威。“青年演员就是要
演出自己的韵味，允许青春失控，允许
青春炫耀，允许青春张狂，青春不是终
点，青春是过程，青春还有力气挥霍。”

据悉，本次来郑演出的 65位演员，

从昨晚抵郑后一直状态极佳，表示很期
待这次在郑州的演出。在与国话老师
沟通的过程中，国话老师向我们讲述了
话剧《四世同堂》青春版从第一场演出
开始的故事：2011 年 8 月 4 日晚，话剧
《四世同堂》青春版在中国国家话剧院
新剧场首演。“国话”新生代话剧新秀倾
力表演，激情饱满，完全不输此前全明
星阵容演出。三个小时的演出中掌声、
笑声不断，谢幕长达 13分钟，气氛十分
热烈。

“国话”新生代话剧新秀倾力表演，
激情饱满，演技张力十足，每个人都能
从中找到自己可以响应、痛斥、激昂的
情绪点。整个剧表演下来感情表达得
淋漓尽致，在座观众赞不绝口。

▶▶田沁鑫的舞台让文字走得更远

话剧《四世同堂》编剧和导演田沁
鑫被学者、媒体和观众誉为“最有才情
导演”，在她的舞台上，老舍、萧红、张爱
玲、孔尚任、纪君祥等古今中外作家的
作品都得以重生，是国内改编名著最成
功、艺术成就最高的导演，其作品中荡
漾着的传统精神与游刃有余的现代艺
术手段，更使其在国际戏剧舞台上备受
关注。

田沁鑫用舞台作为调色板，来图绘
与表述自己对于社会人生多样化的体
验。一个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家，既不能
抄袭别人，也不能模仿自己。与田沁鑫
的成名作，同样也是抗战题材的《生死
场》比较起来，话剧《四世同堂》多了几
分老北京的市井风味，以及一种直面历
史、不可遏止的激情与冲动。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往来
其间的众生相才是小说也是田沁鑫的
舞台所着力表现的重点。而对于国破

家亡当中人心是非、人情冷暖的鲜明表
现，也成为全剧的亮点所在。谨慎持家
的祁老人、忠厚善良的天佑、文雅略带
忧郁的瑞宣、由隐士诗人变为革命斗士
的钱默吟、任劳任怨的大嫂、热血青年
瑞全、耿直的常二爷、狡猾却正直的白
巡长、乐于助人的李四爷四大妈、无聊
无耻的瑞丰和冠晓荷、阴狠的大赤包、
蓝东阳、胖菊子、高亦陀，一步步堕落的
招弟、聪明勇敢的桐芳、最终成为革命
青年的高弟，等等。舞台上，这些人物
鲜活、生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田沁鑫说，《四世同堂》不应该是给
观众减压的喜剧，而是有文化态度的严
肃话剧，“我们很长时间已经不享有文
化态度了，因为文化态度这事儿很累。
《四世同堂》主人公的活法是坚持到八
年抗战胜利的那一刻，坚持到不能再坚
持的一种态度。文化就是活法，文化确
实不是知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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