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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真实呈现五十年
变迁？一开始，大家都建议
李路在北京郊区的摄影棚里
搭景拍摄，成本可控，拍摄更
快。李路却认为在京郊拍
摄，始终“差点意思”，最后还
是说服所有人，选择了最难
走的一条路：要有实景拍
摄。剧组赴东三省勘景，决
定把主要取景地放在吉林，
这无疑增加了拍摄难度。而
五十年跨度，各个年代的时
代背景细节、美术上的独特
性，则需要严谨的考证，翻阅
大量资料。“多少T的硬盘，
装满视频图片。做了很多很
细的功课，当然，这是必须也

应该做的。”李路笑着说，不
管是拍摄前期还是后期，总
会有很多疑问伴随着剧组，
比如花那么大的代价取景，
真的值得吗？年轻人看得
懂，会喜欢看吗？

《人世间》的故事似乎与
年轻人的生活与兴趣有点
远，更没有什么可以刷屏的
话题。它的故事是从1969
年东北城市吉春的光字片
城中村讲起的。有上山下
乡恢复高考、支援大三线国
企改革以及出国潮等历史
坐标，有布票粮票、倒泔水、
报纸糊墙、攒肥皂等细枝末
节。对于80、90、00后，无

论是大的历史背景、还是小
的生活细节都非常陌生。

“可这些生活与现在也就相
隔不到40年。”李路感慨。
《人世间》记录的这50年百
姓生活史，正是要回答“我
们如何走到今天”这个问
题。在爱奇艺播放平台上，
有人问“看这部剧的有90后
吗？”结果1000多人自报年
龄，绝大多数都是90后，甚
至有00后观众留言：“我不
但自己追，每天还要负责提
醒我爸我妈、爷爷奶奶、姥
姥姥爷看。”李路说：“不要
低估任何一代年轻人。”

（璎珞）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
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

“生活化”的一部分。无锡
今年欲打造的100个文化
空间中小剧场占据了不小
的比例，像歌舞剧院的舞蹈
选段、滑稽剧团的独角戏、
民族乐团的多人演奏曲目
以及锡剧院的原创锡剧折
子戏，都非常适合小剧场。
故各大院团在打造原创剧
目时，也开始为小剧场演出

“量身定制”。无锡市文化
发展集团董事长邱锡冀表
示，从3月到10月，无锡市
歌舞剧院会到薛福成、锡剧
艺术中心等地，完成40场
小剧院演出。“去年我们就
创作了多个适合小剧场的
舞蹈作品，如舞蹈《运河岸
边是我家》《鎏金七月》，今
年会以惠山泥人为题材创

作一出小舞剧，除了小剧场
演出外也可以参加各类比
赛，如长三角舞蹈展演。”

无锡不缺好戏，也不缺
观众。“一个个形式多样的
小剧场，可以营造起一座城
市的戏剧氛围。”无锡大剧
院运营中心总监崔建彬
说。如大公桥堍的书码头
和惠山古镇绣璋阁的“锡剧
周周演”培养起了固定粉
丝；东林书院新推出了“东
林拾忆”小剧场，祝大椿故
居引入锡剧、古琴、昆曲等
非遗项目展演；硕放、甘露
的乡村书场好不热闹……
这些小剧场分布在城市各
处，培养观众，成为大剧场
的有益补充。邱锡冀认为，
小剧场的艺术创作要跟上
大众需求的节奏。
（晚报记者 璎珞/文、摄）

“一二三、右左右，动作要做到位。”“刚才二胡组，
进入时间晚了，注意下。”“这句词，有点不顺，可以调整
下。”……走进文艺大楼，一楼响起了民乐声，二楼传来
锡剧唱腔，四楼舞蹈演员们跳舞的跺脚声格外整齐，今
年全新的原创剧目将在这些声响中逐步成形。

对于各大演艺院团来
说，虽3月未到，对今年原
创剧目的创作却争分夺
秒。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今
年无锡市歌舞剧院、锡剧
院、滑稽剧团、民族乐团均
有“新作品”，且深耕本土文
化和特色，讲好无锡故事。

“我们将创排一台现代
舞剧，以‘奋斗者’号创深潜
新纪录探秘深蓝为主题，讲
述幕后科研人员的故事。”
无锡市歌舞剧院院长葛丹
绮表示，舞剧暂定名为《奋
斗者》，已到中国船舶七〇
二所进行了前期采风；创
作团队也已经确定，导演
汤成龙是歌舞剧院培养出
来的，在国际上屡获大奖，

“2020 年 11 月 28 日，‘奋
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
利返航，蛟龙号、深海勇士
号、奋斗者号三台载人潜
水器都诞生在无锡，我觉
得这个题材十分有意义，
也希望通过不同方式的表
达，让大家记住这是‘无锡
骄傲’。”汤成龙说。据悉，
舞剧《奋斗者》在舞美呈现
上与以往不同，深海、失重
等元素，将通过多维度呈
现的科技手段表现出来，
视觉冲击力会很强。葛丹
绮强调，创排时间其实很

紧张，3月要完成剧本，4
月正式开排，预计上半年
进行试演。

与此题材类似的是无
锡市锡剧院的《国之重器》
（暂定名），主要以国家超
级计算无锡中心的超级计
算机——神威·太湖之光
超级计算机为核心内容。
这是近几年，锡剧创牌剧
目中难得的现代题材。“这
可说是我们院团的大制
作，除此外，我们还将创排
另一部戏，是根据鲁迅在
1924年创作的爱情为题材
的小说《伤逝》为蓝本改编
的。”无锡市锡剧院院长蔡
瑜告诉记者，会继续与锡
剧《蝶恋花·沈琬》的幕后创
作团队合作，打造好看又好
听的锡剧。无锡民族乐团
则在准备《太湖组曲》的音
乐会，所有的演奏剧目将全
部围绕“本土元素”，如民族
管弦乐《梁溪音诗》是以民
歌《无锡景》的音调为素材，
结合江南丝竹的器乐化语
汇创作而成；《太湖风情》均
为世界首演的原创委约作
品，以二胡协奏曲的形式描
绘太湖的旖旎风光和无锡
的风土人情。而无锡市滑
稽剧团去年创作的剧目《清
风明月》，目前已完工，随时
准备首演。

深耕本土 讲好无锡故事

创作小戏 适应小剧场需求

年轻人热追《人世间》
导演李路揭秘：与原著作者梁晓声畅聊3小时

由无锡出品的电视剧《人世间》，即将引来大结局。该剧自开播
便好评如潮，改编自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在小说刚出
版，导演李路便接触到这部小说，很执着地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适合
改编成电视剧的作品”。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最近李路一直在各大
城市奔波，为新剧看景也找
寻灵感。对于无锡他并不
陌生，在这里拍过剧也有好
朋友，每次来都要去吃下地
道的无锡美食，故《人世间》
在无锡立项，李路很放心。
近几年，从《人民的名义》到
《巡回检察组》，李路执导的
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均获得
了好口碑、高人气。他每次
都会跟记者强调，“剧本真
的非常重要，这就如同房子
的地基，如果不扎实房子自
然就会倒。”

记者获悉，在拍摄前
期，《人世间》原著作者梁晓
声先生与李路聊了3个小

时，结果是“相见恨晚”，两
人在现实题材作品上很有
共同语言，“我们也都对工
人阶级这个圈层有着深厚
的感情。”其实，在7年前李
路曾自掏腰包一百多万元，
买下了一部工人题材作品
的改编权，不过这部作品一
直没有被投资方看好，4年
期限一过，改编权被收回。
但这并没有动摇李路拍摄
此类题材的决心。

《人世间》原著小说洋
洋洒洒一百多万字，人物众
多，横跨五十年历史，对于编
剧来说，改编这样的作品是
个不小的挑战。李路认为，
《人世间》需要一位有一定经

历、有实操经验的编剧来改
编。李路看过编剧王海鸰创
作的《中国式离婚》《牵手》
后，认为她是最适合《人世
间》的编剧，“王老师在情感、
细节上见长，这对《人世间》
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
《人世间》的剧本，王海鸰写
了两三年，一直到拍摄中段，
剧本还在调整。据悉，拍摄
《人世间》时，每天收工后，全
剧组都会围读剧本，“不是三
五个人围读，是二十多人的
主要部门负责人一起围读，
因为大家沉浸在这个故事里
很久了，哪场戏哪句台词哪
个人物跑偏了，大家都会有
感觉。”

剧本才是剧集立足之本

不要低估任何一代年轻人

讲好无锡故事

文艺院团开启文艺院团开启
““原创剧目原创剧目””创排热潮创排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