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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之后，陕西人艺第四部改编自茅盾文
学奖获奖作品的话剧《生命册》，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重
头戏之一，近日亮相上海大剧院。这部5小时的舞台史诗，精心打磨了5
年，跨越了50年的心灵旅程，再现了城市与乡土之间的纠葛。

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被读者形容为“文字仿佛是被毒液淬过的弹
壳，命中的都是双重打击，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背负着土地”。小说里
的“我”，从乡村到省城，从北京到上海，从大学老师转为股票市场的负责
人……一直关注着那些“背负土地行走的人”。

陕西人艺院长李宣和该剧导演宫晓东两人首次聊起这部小说，都感受
到其沉甸甸的分量。这部剧展现了时代交替间的漫长岁月，两河南北的广
袤平原，有即将告别的，有正在身处的，更有即将来临的。“我们改编制作了

《生命册》，希望它什么时候都有人演，什么时候都有人看……”李宣说。
这部剧目先后召开了11次专家研讨会、剧本七易其稿、剧目10次修改

提升。这部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横跨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在时代交接裂缝
中闪耀的人性光辉……在这五个小时里会感受到历史车轮的重量、命运的
浓稠，以及在时代转变中小人物的挣扎。

宫晓东导演强调了对原著精神的尊重和传承，同时也注重通过话剧的
形式进行舞台设计、灯光音效、服装等方面的创新和表达。在话剧《生命
册》中，整个舞台深沉宽广、复杂多变、耐人寻味，他巧妙地运用舞台空间，
通过细腻的情感刻画和宏大的叙事格局展现主人公“丢”的人生历程：“主
角名为‘丢’，丢了自己，最后一句是他的独白：‘我哭了，我把自己丢

了’——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寻找自我。”陕西人艺副院长李俊强饰演“骆国
栋”绰号“骆驼”，他说，情感细腻的表达才能感动人。饰演“丢”（吴志鹏）的
蔺凯则强调与对手戏演员的合作与默契，决定了表演的整体效果。《生命
册》不仅仅是河南的故事，中国的故事，也是造就了一个个“我”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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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打磨 5小时跨越50年
陕西人艺话剧《生命册》亮相上海大剧院

临近岁末，香港院线有多部新片上映，其中两部瞩目之作极为罕见地携手
推出套票优惠，分别是安乐出品的《焚城》和英皇推出的《破·地狱》。不同公司
的同档期大片，向来是水火不容的竞争关系，此次强强联手、好戏成双，实属前
所未见之举，主打口号是：焚起斗志、破釜沉舟。语带双关，所指涉的不仅是两
部作品，当然也包括风光不再的香港电影产业。其中，主打辐射灾难题材的《焚
城》，在内地和香港同步上映，试图为尚未破局的港片踏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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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城》：人心不死，希望不灭

“我从虹桥坐地铁到上音歌剧院，非常方便，35分钟就到了，
而且北京的交通卡，我一转换在上海就能用……”演员杨立新近
日在北京人艺的话剧《正红旗下》演出前说。导演冯远征也表示，
这次北京人艺来上海不只是为了演出，也借此机会要和上海这座
城市亲密接触。

《正红旗下》是北京人艺为了庆祝建院70周年推出的新戏，
也是冯远征担任院长后首次执导新戏，除了青年导演闫锐之外，
该剧集合了濮存昕、杨立新、梁丹妮等演员。“《茶馆》这样的经典，
我们一代代在传承。《正红旗下》则是北京人艺在新时代里的作
品。”冯远征说。

《正红旗下》和上海的缘分颇深。上世纪90年代，于是之找
到编剧李龙云，让他把老舍这部没有写完的自传体小说改编成剧
本。老舍原著是以自传式的视角讲述父辈的人生轨迹，同时将老
北京的风土人情进行了一番展示与解读；李龙云的剧本，则在原
著的基础上，续写了前辈的半部残卷，将一个时代的末路以人物
串联的形式展现出来，形成了一幅真实而深刻的群像。不过，剧
本写完后，北京人艺并没有立刻排演这部戏，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捷足先登，请来了焦晃饰演老舍。

此次在《正红旗下》中饰演老舍的濮存昕说：“这次把《正红旗
下》带来上海，也是觉得上海的观众非常专业，他们看了一定能给
我们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冯远征则希望通过这部剧让观众看到
老舍的影子，以及他对亲人的那些眷恋，“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动
荡年代，经历了悲欢离合，从中也能看到他为什么最后能成为人
民艺术家。”

演出之余，濮存昕上周六还和上海的中小学生、上戏表演系
学生一起探讨如何把戏演好，看同学们演《正红旗下》《杜甫》。观
众总说，北京人艺的戏很接地气，这是因为演员们热爱生活，就像
喜欢坐地铁的杨立新一样，喜欢在生活中发现人间烟火的美好。

“演员就是要体验生活，上海的生活丰富多彩，可以体验的很多。”
冯远征说，“我会带着年轻演员一起去吃上海的美食。我喜欢吃
甜的，上海的面条、小吃，我都喜欢。”

来源：新华网

《正红旗下》演出前
北京人艺演员体验上海烟火气

你在地铁偶遇杨立新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