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8月4日 星期六
统筹 梁晨 编辑 崔迎

校对 一广 版式 王小羽

A03

《四世同堂》两度被改编为电视剧《四世同堂》两度被改编为电视剧
在在2020世纪、世纪、2121世纪两次掀起热潮世纪两次掀起热潮

经典穿上时尚的外套经典穿上时尚的外套
学术界赞誉：话剧让文字走得更远学术界赞誉：话剧让文字走得更远

经典之所以
为经典，正因为
其历久弥新，任
何一个时代，人
们都可以从中获
得滋养。老舍先
生的名著翻拍，
一直以来都是热
点，比如《月牙儿》

《我这一辈子》《茶
馆》等，但唯有《四
世同堂》是唯一
一部被两度改编
为 电 视 剧 的 作
品，也因此在 20
世纪、21 世纪两
次掀起热潮，成
为老舍作品中观
众认知度和情感
最深切的作品。

传统是时间
的延续，文化是
历史的积淀，当经
典遭遇时尚，今日
的时尚能够成为
明日的经典？而
今日称之为经典
的作品是否能够
被不断地改进、超
越而成为更加历
久弥新的经典？
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 苏瑜

老舍著就文学经典
《四世同堂》是伟大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文学界将
其评为“20 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更被称为“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
文学经典，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
民族记忆。”

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对于人
物性格的刻画逼真传神，栩栩如生，小
羊圈儿胡同的众生相经由他的描写，如

在眼前。艺术方面，老舍以深厚精湛的
艺术功力与炉火纯青的小说技艺刻画
了祁老人、瑞宣、大赤包等一系列艺术
形象，展现了风味浓郁的北平生活画
卷，至今传读不衰，历久弥新。老舍先
生善于运用地道的北京口语抒情，笔调
幽默风趣，意蕴含蓄深刻，人物的对话
逼真传神，在展现宏大的社会历史内容
的同时，显示出极高的艺术造诣。

两度被搬上电视荧屏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伴随着骆玉

笙先生凄凉悲壮、铿锵有力的京韵大鼓，1985
年在抗日战争胜利 40周年之际，《四世同堂》
这部根据老舍原著改编的 28 集电视连续剧
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时为北京电视制片厂）
搬上荧屏。该剧秉承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
力求再现原著，取得了巨大社会反响。该剧
的成功，导演林汝为功不可没。

2007年新版《四世同堂》开拍，导演汪俊
在该剧开拍伊始，就曾戏称自己是在戴着镣
铐跳舞。汪俊说：“我没想过再拍出一部经
典，其实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因为我对老
舍先生有很深的认同感，我想用自己的方
式向老舍先生致敬。”从该剧播出后产生的
激烈争议和讨论来看，它依然是一部值得
我们去仔细鉴赏、细细品味的成功作品。

2010年田沁鑫导演话剧
话剧《四世同堂》，由被称为“国内最有才情

女导演”的田沁鑫独立担纲编剧、导演，老舍先
生之子舒乙及“北大醉侠”孔庆东等专家学者作
为学术顾问团队为该剧创作护航。在田沁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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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学
术界赞道，“田沁鑫的舞台，让文字走得更远”，
以独特的方式展示中国文化之精髓。

有别于以往老中青少“四代同堂”的演员阵
容，该剧此次亮相国话剧场，演员清一色为年轻
人。他们随该剧有过120余场演出的磨砺，全
青春的演员阵容，致敬并传承这部经典时，将热
血与活力融入厚重绵长、悲喜交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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