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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六乙导演的话剧《雷雨》在国家大剧院首演。《雷雨》可谓家
喻户晓的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经典之作，演出版本繁多，这也使得该剧的
重新排演颇具挑战性。李六乙带领演员打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回
归曹禺精神性表达的同时，在舞台阐释上力求推陈出新。

自《雷雨》诞生以来，曹禺几次对剧本的修订都有鲜明的时代印
记。近年来，多数作品都依照上世纪50年代的底本演出，但“回到
原点”逐渐成了诠释经典的大势所趋：从2021年濮存昕、唐烨导演
的北京人艺新排版《雷雨》，到今年这部李六乙导演的《雷雨》，创作
者们都在尝试还原最初的剧本。李六乙表示希望“回归曹禺心中的

《雷雨》”，因此这版演出参照1936年最早出版的单行本，除了取舍
不做其他修改。

《雷雨》的序幕与尾声均发生在“十年后”，地点是已变为教会医
院的周公馆。考虑到时长，此前《雷雨》的演出普遍选择删去看似与主
体故事割裂的这两场戏，将其呈现出来的版本也多是片段式的浅尝辄
止。但对曹禺来说，序幕与尾声至关重要——带来“欣赏的距离”，即拉
开观众与悲剧冲突的时间距离、心理距离，达到间离效果的同时，绵延
出诗化的悲情余韵。他曾在自序中提到这两场戏的用意是“想送看戏
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可是曹禺也深知排演全本的困
难，他曾为演出这两场戏而尝试删减第四幕的内容，但无从下笔，坦言
这“需要一位好导演用番工夫来解决”。90年后的今天，李六乙几乎完
整地将序幕与尾声搬上了舞台。

面对体量格外庞大的《雷雨》原作，若想使演出不过于冗长，需得找
到将剧本解构的“钥匙”。李六乙选择彻底删去了鲁贵这一穿针引线的
角色，这无疑是条大胆而艰难的道路。原剧本中，第一幕开头“鲁贵说
鬼”的情节负责交代基本的人物关系，删减后便需要凭借演员的表演和
对部分台词情节的重新架构使故事弥合。作为剧中唯一没有陷入“纷
争”的角色，鲁贵的消失使得戏剧冲突更为集中。尤其是第三幕（四凤
家）中，没有了鲁贵的“掺和”，四凤与两位少爷的情感纠葛得以用更直
观的方式表现——四凤夹在周萍与周冲之间，在不被允许的爱情和遥
不可及的理想中困顿挣扎。从全剧来看，此处删减并未影响人物和情
节的呈现，反而使“哀静”的意蕴更为突出。只是这样的改编提高了《雷
雨》的观演门槛，使得对原剧叙事方式不熟悉的观众较难理解其中滋
味。

1993年，王晓鹰导演曾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排了一出没有鲁大海
的《雷雨》。当时曹禺先生评价：“这能让《雷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它
已经很旧很旧了。”正因为《雷雨》的经典性，所以改编难度高，但解读空
间也相应的丰富。每一代人会交出自己的思考与诠释，探寻《雷雨》的
现代性和哲理深度。

此外，有些台词的处理也明显有别于其他版本。周朴园与侍萍相认
时流露出的一丝哀痛，让观众对他的情感世界产生了新的理解。四凤发
毒誓“就让天上的雷劈了我”一句，不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而是轻声的、
一字一顿的吐露，放大了少女面对不被认可的爱情时的委屈无助。

这些具有新意与诗意的表达，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演出意境更加
悠远，不失为解读《雷雨》的另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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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语言之下的真意
回到《雷雨》的原点

老导演斯科塞斯批评“漫威电影不是电影，更像主题乐园和游乐
园”时，他一定想不到，仅过了不到五年，漫威电影会以“老派趣味”来标
榜一部新的《美国队长》续集。上周五全球公映的《美国队长4》，副题是

“勇敢新世界”，尽管“美国队长”迭代更新，但银幕上没有新的超级英
雄，没有新漫威，也没有新世界。

电影的焦点是82岁的哈里森·福特扮演衰老的美国总统，老骥伏
枥的硬汉把美国漫画的超级 IP 带回到 1990 年代政治惊悚片的氛围
里。足够“老派”，但倚老卖老是超级英雄类型片“自绝于观众”——影
片映后的观众评分跌破漫威系列电影的底限。全世界电影市场的冷暖
不相通，事实上，经历去年感恩节档期《海洋奇缘2》和《魔法坏女巫》带
来的短暂“回暖”，今年开年，美国的电影专业媒体频繁感叹“市场是萧
条的”。

从上周四到本周一，《美国队长4》上映首周末，北美地区的票房收
入1亿美元，全球票房9000万美元，这已经是好莱坞电影今年以来的最
好收益。对于一部制作预算达到3亿美元的超级大片而言，这个开局
并不差。然而美国主流媒体的行业报道不看好它的后续，因为购票网
站的用户评分低到B-，这是商业大片的触底分数；电影评分网站“烂番
茄”上，给出正向评价的用户不超过50%，这也是低到罕见的数字，在此
之前，漫威系列里仅有《永恒族》和《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的得分低
于50%。

《美国队长4》的得分和上述两部电影接近，尽管首周末票房近2
亿美元，业内仍然认为它很可能重蹈《永恒族》和《蚁人与黄蜂女：
量子狂潮》的覆辙，漫威漫画和电影的狂热粉丝在第一时间观影后一
哄而散，糟糕的口碑让影片无法吸引更大圈层的观众。2019年上映的

《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里，斯蒂夫·罗杰斯决定放弃“美国队
长”这个身份，他留在时间分岔的另一个“平行宇宙”，和心爱的姑
娘共度一生，他把象征着“美国队长”身份的盾牌留给了他的副手猎
鹰，一个可靠又坚毅的黑人小伙。5年过去了，现实证明美国社会的
芸芸众生并没有好莱坞的电影工作者们想象的开放和激进。安东尼·麦
凯扮演“猎鹰”时，是人气很高的配角，与其质疑这位优秀的演员不
具备主角光环和巨星气场，倒不如说，好莱坞标榜的族裔平等和民间
的种族刻板印象之间，存在着很深的沟壑，《美国队长4》不但没有弥
合不同群体之间的认知偏差，反而凸显了电影主创和真实市场的割
裂。当安东尼·麦凯在拍摄期间说出：“美国队长”不应该被“美
国”这个定语所限制，他的善良、正直和强烈的尊严感，是能引起全世
界人们共情的美德。这段话让他在英语世界的社交网络遭到大面积的
抵制，尤其美国互联网络上出现这样的言论：我们不需要一个作为世界
公民的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4》的结局“大胆”得让人诧异，其实，这是影片延期上映
导致的阴差阳错的戏剧效应，电影原计划的公映时间是去年的暑期
档。哈里森·福特和导演、编剧以及漫威制片方严词声明“这是架空了
现实的超级英雄电影”，但《美国队长4》已经被现实缠绕得太深，华盛顿
特区的樱花树下，“红巨人”总统折断了黑人美国队长一飞冲天的翅膀，
当超级英雄和超英电影都被现实绊住，哪有“勇敢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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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迭代
漫威老矣 尚能饭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