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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声川构建跨时空剧场诗篇
赖声川将35年前的《暗恋桃花源》比作素描，而《江/云·之/间》是在

故事主体结构之上，用更加细腻和丰富的笔触，娓娓道来江滨柳和云之凡
二人交错的命运和时代洪流中的无尽思念；用富有哲思的场景，构建出跨
越时空的剧场诗篇。

“回忆就像一个盒子。”伴随《江/云·之/间》第一句台词响起，设计得
像是一个古董“多宝盒”、又复杂得如同“华容道”一样的舞台在观众面前
层层展开。每一格都是一段回忆，串联起不同时空中无数的人生沉浮。

剧中还有很多封信，曾出演过《暗恋桃花源》的林青霞、丁乃筝都提供
了不同时期角色的信件，增加剧作的文学美。其中，结尾时90岁的云之
凡写给曾孙女的那封信是赖声川写的。

张震和江滨柳有特别的缘分
“《江/云·之/间》是对我多年从影的验收。”第一次演舞台剧的张震，

表示自己和这部戏有“很特别的缘分”：“江滨柳是长春人，我的姥爷也是
长春人，《江/云·之/间》讲的就是他们那一代的故事。所以演江滨柳，可
以让我有更多机会靠近我的家人，让我回想起他们说话的样子和生活的
点点滴滴，也让我通过祖辈的生活线索，去发掘他们的人生。”

但演《江/云·之/间》对张震而言也是一个挑战。最开始，他常常梦到
自己没有背好词就被推上台，“永远都觉得稍显不足，哪怕是已经做了万
全的准备，都已经熟到不能再熟的词，可能跟观众一对到眼神，就什么都
忘了。”

他认为电影表演和剧场表演很不一样：“电影表演常常会被打断，
情感会不断被调整重来。而舞台剧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可以把自己
的状态调整到零，从头到尾重新演一个戏。”他会根据自己每天的心
情，在每一场演出中做一些调整，“这也是演话剧好玩的地方，根据彼
此之间的节奏感、氛围、流动，可以做很多有趣的调整，这样的表演体
验很特别。”

胡德夫自弹自唱演自己
“我出生在东部一个小渔港。出生的时候我祖父从南边的卑南区上

来帮我剪脐带，祖父给我取了个小名叫作‘新港’，就是那个小港口。妈妈
跟我说，我出生的时候，哭声比太平洋的波涛声还大，左右邻居都听得
到。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从妈妈的怀中落地，我的第一件衣服就是太平洋
的风……”这是胡德夫在《江/云·之/间》里的第一段台词，来源于他的真
实生命故事。

第一次出演舞台剧的胡德夫是剧中唯一一个饰演自己的人，他自弹
自唱，浑厚苍凉的声音一响起，无论是《太平洋的风》还是《匆匆》，无论是

《橄榄树》还是《500里路》，都让人忍不住想流泪。那充满故事的歌声，就
像海风一般，抚慰着每个人的乡愁和记忆。

来源：北京日报

《江/云·之/间》
讲述40载命运交错

赖声川（左）和胡德夫重温当年一起玩音乐的时光。
北京日报记者 方非 摄

在赖声川导演的名剧《暗恋桃花源》中，江滨柳和云之凡
这对眷侣在战乱中被迫别离40年，直至两鬓斑白才得以重
逢。《暗恋桃花源》首演35年后，赖声川的第40部原创作品

《江/云·之/间》将这段爱情故事再次搬上舞台，于近日在北
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该剧通过二人之间长达40年的分离时光中写给对方的
书信，记录了两个错置的情人和一个错过的时代。电影演员
张震和“中国台湾民谣之父”胡德夫首次登上戏剧舞台，共同
讲述这个充满无奈与无常的人生故事。

黄玲宋莹的“闺蜜情”
小巷人家的主题曲叫《消失》，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答案。不少人怀念上

世纪八十年代，打开记忆的“闸门”后，缓缓流淌出的是那些梦境般的“复古”
生活点滴；是在当下的现实之外，对消逝的懵懂童年、昂扬奋斗过的青春抱
以深情的回望。《繁花》《大江大河》《风吹半夏》《梦中的那片海》，以上世纪八
十年代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的年代剧每每成为“国民剧”，验证了国人对那
个蓬勃时代的特殊感情。《小巷人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用大时代大视
角，而是沉浸在寻常百姓家，用鲜少在国剧中看到的，也是当代都市生活中
几近稀缺的“邻里情”来引领这场关于八十年代的“复古潮”。

闫妮扮演的黄玲和蒋欣扮演的宋莹，一个是隐忍的良母，一个是泼辣的
“刺儿头”，两个棉纺厂普通女工从最初的陌生邻居到互为盔甲、肝胆相照的
好闺蜜，她们的生活智慧和相濡以沫是《小巷人家》的戏核，也是全剧最动人
的情感。刺头宋莹永远是最时髦的，衣服颜色总是鲜艳。在她的影响下，黄
玲渐渐从隐忍到自由，衣着也不再单调寒酸；宋莹本来咬紧牙关攒钱买电视
机，最后却借给黄玲为图南买自行车，后来黄玲又借钱给宋莹，让她如愿以
偿把电视机买回家。兜兜转转的深情厚谊不乏现实考量，落脚到日常里却
显得格外珍贵；“舌战庄家”时黄玲没哭，却被宋莹一句话说哭了，精神上的
彼此理解与互相支持，拥有穿透年代疗愈和温暖的力量。

年代气息复古又丰满
黄玲和宋莹的“邻里情”，更是在点点滴滴的细节中丰富起来的，从如何

持家，到教育子女的理念，从处理夫妻、社会关系到针对现实问题的见招拆
招，勾连出1977年到1994年间中国人的真实经历。大到恢复高考、知青返
城、改革开放、工厂改制，小到书摊看连环画、打苍蝇、交谊舞、诗歌热，这些
不仅是“60后”至“80后”的集体记忆，更打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鲜明烙印。

特别是她们作为纺织女工身份的塑造，格外丰满和真实，家庭生活也越
来越清晰。比如纺织工人三班倒，宋莹会对黄玲说：庄老师不在家，玲姐你
上夜班时，林武峰买菜帮你带一份；上世纪八十年代，棉纺厂兴起文化、技术
双补教育，所以庄超英鼓励黄玲、宋莹读高中……那个年代纺织工人的工作
生活状态立住了，小巷的烟火气自然升腾起来。这些真实还原的生活流，是

《小巷人家》让观众沉浸代入回忆的珍贵土壤。

物质匮乏但有滋有味
闫妮接受采访时曾透露，《小巷人家》的剧本封面是用黄色宣纸印的，上

面写了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张开宙导演对这部剧很重要的一个
理解。作为一部反映时代巨变中普通人生活变迁的年代题材，《小巷人家》
没有回避物质条件、居住条件、教育资源都极度匮乏的环境，带给家庭、个人
的苦难和矛盾，但它更加浓墨重彩地再现了当时乐观、善意，守望相助，充满
希冀与感恩的人情味和时代风气。这样的格调也是观众喜爱“小巷”的重要
理由。

比如该剧第一个火爆的蛇瓜事件，就是为了缓解吃饭问题，黄玲和宋莹
合力在小院里种蛇瓜，却吃到看见蛇瓜就想吐，林栋哲还因为蛇瓜在学校挨
骂，被迫吃一个月蛇瓜……观众一边笑着调侃“这个家没有蛇瓜得散”，一边
感慨当年的苦中作乐。第二个随着短视频火出圈的情节就是黄玲“独战”庄
家公婆。这组最有戏剧冲突的家庭关系里，“愚孝”的丈夫庄超英，偏心冷血
的公婆，委曲求全的小姑，折射了当时中国式家庭中的矛盾本质；与之相对
照，黄玲与宋莹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闺蜜情，既温暖着彼此，也辐射到屏幕
外，让人向往“远亲不如近邻”的年代。

随着剧情的深入，该剧主要看点已经从质朴的父母转向年轻一代。庄
图南、庄筱婷、林栋哲、鹏飞等从幼时的成长陪伴，到走向社会意气风发的

“少年气”，格外戳中人心。他们跟随时代发展的脚步奋勇争先，儿时打打闹
闹的经历在成年后演变为彼此牵绊的情谊，也是战胜困难的底气。他们之
间的信任和牢固的情感链接，也让年轻观众既触动又羡慕。

小巷生活日复一日，有滋有味，看似平淡如水，也在时代浪潮中起伏跌
宕。观众喜欢这样的年代剧，既是怀旧，也是审视当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人
们对于生活的热望与追求，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已经通过《小巷人家》缓缓
流淌进观众心田。 来源：北京青年报

《小巷人家》
调动年轻观众表达欲

电视剧《小巷人家》收官在即。截至目前，它不仅在以中
老年观众为主的传统播出平台收视夺冠，在以年轻观剧群体
为主的豆瓣等阵地，也以8.1分夺得2024年年代家庭情感剧
最高分。“蛇瓜”梗、“卧龙凤雏”林栋哲和庄筱婷在上海交大毕
业分配后的情感归宿、宋莹和黄玲这对好闺蜜最终能否重逢
等，牢牢勾住观众的心。

《小巷人家》是一部以温情细腻为基调的家庭剧，用邻里
间的相处点滴勾勒出时代变迁中的人情冷暖，矛盾点到即止，
让人笑得会心，泪水也落得悄无声息。为何这样一部作品最
终能全面调动起年轻观众的参与感和表达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