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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昊、杨幂主演的《哈尔滨一九四四》昨晚在北京卫视、江苏卫视、东方卫视上
演大结局。这部由导演张黎和编剧王小枪联手创作的谍战剧在收官日只获得了
6.5分的网评分。对很多观众来说，《哈尔滨一九四四》剧情主线不明确，逻辑不清，
故事“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并不符合大众的观剧心理。

反派视角串起人性之变
这部谍战剧的戏核越往后越清晰，从宋卓文、宋卓武、关雪三位主角的故事线

分析，《哈尔滨一九四四》是从反派视角切入，贯穿全剧的剧情暗线是宋卓文对关雪
的人性救赎。谍战剧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女反派人设：满清望族的大小姐幼时受
尽欺凌，从残酷杀戮中幸存成为伪满特务头目，由受害者变身加害者，泯灭人性走
上不归路，狠辣利己享受权力的关雪，用别人的命当垫脚石。

直到看完大结局，才明白《哈尔滨一九四四》以大反派关雪为戏眼，用意在于以
关雪的人性之变串起整个剧情。剧集结尾，宋卓文与关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一
场对话，是信仰的对决，也是人性的对决。关雪信奉的是成王败寇，但宋卓文用人
性的温度和力量击垮了对手，融化了关雪黑白记忆中的大雪。被宋卓武的死讯彻
底击溃心理防线，痛哭失声中，那个曾经的关雪重新回来了。

“人上人”的旧世界，关雪的人物前史对应了“把人变成鬼”；人人平等的新世
界，大结局中监狱对话这场戏则呼应了“把鬼变成人”。这个人性救赎的故事是以
被称为“抚顺奇迹”的真实历史作为依据，中国对战犯的政策不是“胜者对败者的报
复”，而是把战犯当人教育改造，如同极地的冰块遇到春天的太阳徐徐融化，战犯们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性”，被唤起了做人的本性。

作为剧中的“灵魂角色”，杨幂把关雪演出来了。不再是不过脑子的模式化表
演，面对这个复杂又沉重的人物，杨幂对角色的理解是准确的，眼神、情绪、声线的
控制和快速转换到位，舞池中的关雪是带有几分鬼魅之气的蛇蝎美人，大结局中杨
幂对关雪人性苏醒的诠释是令人信服的，但基本功和内心体验的不足也让剧中部
分演绎的完成度打了折扣。

群像刻画体现人性对照
关雪人性之恶的背后是时代之殇，剧中的谍战群像也以人性为依托展开刻

画。军统宁先生欺骗天真的关凯在医院放置炸药，被关凯发现后又以“大义”进行
道德绑架，为威胁关凯他冷血残杀无辜学生。特务科内更是聚集了人性堕落扭曲
的变态人格，典型的是潘越，因为心理障碍需要看心理医生，为得到线索对地下党
小魏残忍地割喉取信。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对731实验核心人物小岛的刻画，这
个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其反人类话语讲述之平静让人脊背发凉。如果说潘越
在割喉兽行之后，尚有片刻的恐慌，那么小岛的眼神中已看不到一丝人性。

剧中每条人物弧线也是角色的人性弧线，无处不是谍战中的人性对照和命运
对照，比如关雪与谢月，丁鹏与潘越。小特务丁鹏入职特务科时胆小怕事，雨夜“割
喉取信”下不去手，被潘越一把推开。但随着被潘越拿捏，丁鹏的人性一点点被吞
噬，尾声剧情中这两个人同命横尸街头。田小江则从出场的乖张狠戾一心要做“反
谍先锋”，到被文武兄弟的牺牲精神感召，成为了舍生取义的抗日义士。

剧中的正面角色同样要面对人性拷问和命运唏嘘。宋卓文目睹小魏为了保护
自己被敌人割喉，还要掩饰自己强装镇定。老钱把年轻同志一批批送上谍战前线，
内心的痛苦煎熬让他倍感独活的日子生不如死。战争扭曲人性，而谍战甚至比战
争中的人性考验更为极致，但斗争再残酷，革命者们仍然坚持了自己的人格底色和
人性力量。说到底，新世界的胜利，是信仰的胜利，也是人性与反人性较量的胜利。

常规谍战剧以情节驱动为主，逻辑严谨、叙事流畅、剧情起承转合的完整都是
不可或缺的，而《哈尔滨一九四四》的主创显然不太想讲一个规规矩矩的传统谍战
故事，整部剧是以谍战中的人性作为故事脉络，作品的叙事结构、叙事逻辑、叙事节
奏都有别于荧屏谍战剧的经典叙事类型，留白的表达方式给电视观众带来不算友
好的观剧体验。

《哈尔滨一九四四》用作者化表达替代了类型化叙事，整部剧是以人性叙事为
主，真正让人触动和震撼的都是人性高光或极度阴暗的时刻。如果从市场接受度
评判，这不能说是一部成功的商业作品，而从美学特色和叙事策略来说，《哈尔滨一
九四四》冒着被市场和观众所抛弃的风险，做了一次大胆尝试。

来源：北京晚报

《哈尔滨一九四四》
叙事方式未关照
大众观剧心理

谍战剧讲人性重于讲故事
由江西省歌舞剧院创作的民族歌剧《八一起义》近日在京演出，受到关

注和好评。
全剧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开场。蒋介

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刚刚成立6年的中国共产
党能否“绝处逢生”？作品开场就渲染了紧张的氛围，直接切入矛盾。作品
情境设置具体、真实、有力，结构十分巧妙，经典线性叙事与多时空交叉叙
事相结合，显示出高超的戏剧叙事技巧，体现了主创队伍深厚的艺术创作
功力。

题材重大，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有有利的一面，也有被约束的一面。民
族歌剧《八一起义》主题重大，展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创作经验值得总结。

以“八一起义”作为素材，几乎可以满足所有舞台演出和影视创作的
“戏料”：题材、背景、故事、人物、悬念。但是，一部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作
品应该在情节设置和技术技巧背后，有对于革命历史的深刻准确理解。这
方面，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做到了思想深度与情节的生动性、丰富性的较
好融合。剧作不仅仅呈现历史事件，还要深入“历史动因”层面，即提出问
题“为什么要起义”。思想的力量以及巧妙的情境设置，人物的行为动机、
意志，都统摄、凝聚着全剧，使作品超越了具体题材和具体事件，从而具有
了普遍的艺术性价值。

这部民族歌剧注重群像塑造，意象丰富，场景多样，涉及多个场面，包
括冲锋、攻城、火车、会议、争论，等等。剧中有历史伟人，也有普通士兵；有
历史的宏阔，也有细节的精雕，如第四场男声三重唱，用了“工笔绣花”般的
刻画方式。但是，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全剧独特饱满的情感内涵和心理内
容。

作为民族歌剧，《八一起义》的音乐表现可圈可点之处甚多。磅礴的音
乐旋律与激烈的战斗场面相得益彰。音乐风格清新，歌词的诗化和性格化
以及唱段的经营布置，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相伴一生》等曲目已
经传播开来。以石倚洁、王丽达、杜欢、杨小勇等为代表的众多艺术家的高
水平演唱，也是该剧的亮点之一。

当然，任何一部舞台艺术作品都需要经历大量观演磨合。期待民族歌
剧《八一起义》经过不断的打磨，常演常新。 来源：人民日报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
戏剧叙事与音乐表现可圈可点

日前，作为北京演艺集团第十届五月演出季的参演作品，中国评剧院
复排的《花为媒》结束了连续两晚的演出，再次彰显了经典作品的强大生命
力。

《花为媒》不仅是中国评剧院的看家戏，也是新派艺术的代表剧目，在
评剧界乃至整个戏曲界影响深远。从最初的舞台版，到家喻户晓的电影
版，到重新加工整理的精粹版，再到精耕细作重新打磨的全新版，《花为媒》
代代传承，演出已超3000场，历久弥新。这轮复排，中国评剧院在保持几版
精髓基础上再次提升艺术品质和观赏性，全新的舞美服化道让整部作品的
质感相当精致。

演员阵容方面，王维、陈欣等青年演员在王丽京、李妮等中坚力量的指
导下一同登台，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谷文月受邀担任艺术指导，将评剧艺
术薪火相传。演出现场，娇俏率真的张五可、大胆追爱的李月娥、圆滑诙谐
的阮妈等角色性格鲜明可爱，“报花名”“菱花自叹”“洞房赞”等经典唱段更
是百听不厌。

观众席里，除了听得专注的老戏迷，也有不少年轻面孔，还在读大学的
秦同学就是其中之一。“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些戏曲的视频，这是我第一次走
进剧场完整听下来一部作品。”秦同学说。她连刷两场《花为媒》，感叹于这
部经典的凝练精彩，没有一段不好看。人们常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自
然而然地爱上戏曲，05后秦同学觉得，自己已经提前“血脉觉醒”了，“那种
喜爱好像一直都长在血液里，是与生俱来的共鸣，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文化
基因’吧。” 来源：新华网

复排版《花为媒》赢得满堂喝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