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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点评

从镜像中寻找真相的勇敢者游戏从镜像中寻找真相的勇敢者游戏
————评电影评电影《《第十一回第十一回》》 □□王文静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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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第十一回》中，“章回体”是
一个抢眼的叙事结构。然而作为影片的
最后一回，“第十一回”却是一个没有实
质情节内容的终章。“第十一回”到底是
什么？是空白，是片尾“彩蛋”，还是影院
亮起灯光后的现实生活？在这个意义
上，影片更像一种隐喻，缺席的“第十一
回”包含了影片的所有主题。

影片的故事缘起于30年前的一桩
杀人案。市话剧团将之改编成话剧《刹
车杀人》搬上了舞台，而此时当年的“杀
人犯”马福礼（陈建斌饰）服刑15年后已
出狱，并建立家庭开始了新生活。马福
礼不想重提往事，在阻止话剧演出的同
时也走上了寻找真相、还自己清白的道
路。电影以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为原点，
以其寻找真相的过程为半径，随着杀人
案的历史真相、话剧团的创作排演和马
福礼的生活经历三条线索不断交错延
展，呈现出一个以“真相”为核心，关涉
真与假、自我与道德、尊严与价值的影
像化讨论。而正是这充满荒诞、戏仿、符
号装置和黑色幽默的讨论，使《第十一
回》没有落入悬疑猎奇的浅表化表现或
道德评价，“舞台剧”化的电影表达使作
品获得了更为深刻丰富的思想意蕴。

《第十一回》中，无论谋篇布局、人物形
象还是细部呈现，影片的象征、暗喻和诠释都
发挥了“镜像”的重要功能。就整体结构而言，
片中的三条线索就是作品本身在故事、人物
和社会三个层面的艺术化映射。以马福礼寻
找案件真相这条线索为例，代表法律、宣扬追
求正义“过程重于结果”的白律师毫无作为，
而推动案件进行一次次假设和复盘的却是市
话剧团舞台上那台不断修改、不断重排的话
剧。马福礼、屁哥（贾冰饰）、金财铃（周迅饰）
等人无视话剧团团长傅库司（于谦饰）关于生
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解释，他们在观众席上
以近乎偏执的态度一次次叫停排演过程，并
接连提供出他们个人记忆中关于案件的真
相，于是马福礼杀人案的“N种可能”不是呈现
在法庭上，而是呈现在剧团的舞台上。在这条
线索的行进中，代表“真”的历史真相与代表

“假”的戏剧创作时而融合、时而对峙，相互解
释又相互否定，结构上的镜像化处理为影片
带来了充沛的戏剧张力。

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对于“镜像”的
使用更加密集，无论是单个人物的不同精神

侧面，还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内在精神关联，
命运的比对与人性的映照仿佛现实生活在
同一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落锤。每一次“印
迹”都获得一次重复或对比，进而找到人的
尊严、生活的意义和精神的栖息。在马福礼
的世界中，缺乏自我意识的他总把“我们有
什么好活的，还不是过他们（孩子）的日子”
挂在嘴边，他找白律师时一脸笃定地要讨回
正义赢得尊严；见李建设的胞弟屁哥时又认
为事情已经过去应该“放下”，他在两人之间
不断复述对方的话，对语言的机械复制强化
了马福礼精神自我缺席时的两面性，“AB
面”成为每一个人的表与里、虚与实的相对
化表现，也是人物内观视角下精神镜像的典
型特征。

除了存在于同一人物内部的“镜像”，人
物关于命运的对话也无处不在。比如李建设
与赵凤霞、胡昆汀与贾梅怡。马福礼的妻子
赵凤霞婚后与拖拉机司机李建设仍有感情，
在一场意外事故中东窗事发并双双殒命。话
剧团导演胡昆汀一边通过话剧这个载体试
图重演历史——尽管实际上距离真相越来
越远——一边假托艺术之名，用劣质的“文

艺范”和贾梅怡（春夏饰）搞起了婚外恋。
在这里遥相呼应的，不仅是30年前拖拉
机下的李建设、赵凤霞与舞台红布下的
胡昆汀、贾梅怡，同时被对应的还有他们
无法公开、不被世俗认可的感情关系。甚
至，被对应的不仅是车轮下的畸恋，还有
畸恋外衣包裹着的爱情：与赵凤霞存在
婚外情、把“自愿结婚永结同心”刻在拖
拉机底部的李建设实际上是对方的初
恋；被贾梅怡质疑是否真情的胡昆汀，在
妻子甄曼玉（宋佳饰）大闹话剧团后也以
离婚表示对贾的诚意。在这一组角色及
其关系的镜像化对应中，他们都被定义
甚至被污名化，但比舞台剧更加戏剧的
生活统统颠覆了它。道德仍然是人们进
行评价的重要标尺，但不再是唯一的、颠
扑不破的真理。电影意图通过角色命运
的走向说明一个问题，即生活是复杂的，
复杂到无法容纳任何自负的假设和轻慢
的定义，而复杂性的体现则成就了电影
文本的丰富内涵和文学质感。

存在于镜中的像相对于物体本身是
虚无的，但在《第十一回》中，镜像却成为
抵达真相的重要路径。少女金多多被已
婚渣男玩弄怀孕后惶恐无助的处境，正

是她的母亲金财铃当年以未婚妈妈身份嫁
给马福礼时的重演；躺在车轮下对话剧团示
威的马福礼、金财铃与30年前躺在拖拉机下
看着婚姻誓言的李建设、赵凤霞渐渐叠加；
沉浸在戏剧世界中的胡昆汀、贾梅怡大段背
诵着《海鸥》《玩偶之家》《冒犯观众》等经典
剧作中的台词，并用台词为人物领航，为剧
情铺垫，为世俗故事增添了哲学意味。

当然，与作品深处的结构设置相比，符
号表现总是在观感上占得先机。这让作品的
象征意味更加明显，也强化了电影的创作风
格。餐厅镜子、多台监视器、公演前后台的化
妆镜等镜像运用呈现出的虚实感，正是现代
人事业中现实生活与精神自我不断变焦的
瞬间记录，它们与《一个勺子》中不断出现的
汽车后视镜（本片中也出现了拖拉机后视
镜）一起，成为具有“陈氏风格”的叙述道具。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回》并没有任凭荒诞
和戏剧化主宰观众对于真相的寻找和对自
我的追求。癫狂喧嚣之后，一地鸡毛却又触
手可及的生活再次回归，金多多骑着三轮带
着父母渐行渐远，唯有真情和信念可以让人
勇敢地走过苦难，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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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平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的研究员，他对戏剧情有独钟。在传统的
文学视野中，戏剧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分
支。中国社科院的戏剧研究如何西来、童
道明、叶廷芳等先生已是“导夫先路”，刘
平继续行进在这样的学术道路上。因此，
为刘平先生关于民营戏剧研究的书稿写
序，我当真是诚惶诚恐，可是又有先睹为
快的意愿，因此不揣冒昧，遵命为敬。

作为认识很久的朋友，刘平先生也
是我尊重和敬佩的人。大约是从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开始，我与他经常在剧场、
剧院、研讨会和戏剧活动中见面，印象深
刻的是，他总是一副郑重、诚恳的神情，
脖子上挂着相机，随时准备拍摄值得留
存的图片；手里拿着纸笔，随时准备记录
与戏剧相关的信息。我想他是真正热爱
戏剧的人，因此他是勤奋的，跑剧场不辞
辛苦，写剧评连篇累牍，是中国当代剧评
界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认真的，在田汉
戏剧研究、中日戏剧交流、中国戏剧史、
当代剧场现象研究等方面，他著述颇丰，
广有建树。

关于民营戏剧，我的研究是十分有
限的，而刘平先生旨在对于新时期民营
戏剧做出历史轨迹的描述和存在形态的
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具有中国当代戏
剧史学建构并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好
选题。尽管1949年之前曾经出现过民营
戏剧，但是随着新中国完整的国营戏剧
发展体系的建立，民营戏剧归入了国家
体制。随着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实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
水期，才有了国营戏剧院团之外的补充
和协调机制。

以前人们对民营戏剧的研究多是关
注一枝一叶，局部现象、戏剧案例等，对
其总体面貌和历史轨迹的描述不够明晰。这一
次，刘平先生从文化生态、发展进程、剧团剧社、剧
目分析、运营机制、既有成绩、问题对策入手，试图
对民营戏剧进行系统、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这是难
能可贵的事情。

对于民营戏剧，我内心始终是抱有希冀和祈
愿的。遥想远古时期的戏剧起源，该是草民狩猎耕
耘之余，闲来无事，“吭育吭育”着创造的集体仪
式。只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才出现了宫廷戏
剧、私家班底、国营院团等经营模式。在精英们日
益将戏剧雅化的同时，它原初的野性活力、自由精
神、创造意志也受到限制；而一旦规范化到了“烂
熟期”，则会传达出闭合的、僵化的气息。

肇始之初的中国话剧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的草根模式。当年清政府为了限制在日本
的留学生演话剧，甚至以取消官费的方式，逼他们
选择“to be or not to be ”。但是话剧依然存
在，100多年来，成为遍布全国的现代舞台艺术形
式。因此我更愿意称其为“草根戏剧”。这样的叫法
与常见的“民间戏剧”“民营戏剧”“青年戏剧”“非
职业、非营利戏剧”等相比也许不够大众；而自
2016年12月中国文联第十次文代会后，非公有
制文艺机构又有了一个新称谓：新文艺团体。

从命名的角度，我更看重国营戏剧之外的民
众戏剧之生长潜力和生存状态，因为它们代表着
一种新的艺术力量，像春天里从回墒的土壤中萌
生的新绿，爆发了积蓄已久的热情，显现着破土
而出的势头，呼呼啦啦、漫无涯际地给大地铺满
春意。

目前，“民间”“民营”也好，“新文艺团体”也
罢，热爱戏剧的人士自筹资金、自组班底制作的戏
剧作品正大量涌现，发挥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
力：龙马社的“三驾马车”邹静之、刘恒、万方，编剧
实力雄厚，出手自然不凡。继大剧场戏剧《操场》之
后，又有小剧场戏剧《有一种毒药》多次上演于国
家大剧院。导演过话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剩女
郎》《嫁给经济适用男》《隐婚男女》等的李伯男和
他的戏剧导演工作室，从以情爱视角、时尚包装、
戏谑手法关注现代人生的小剧场戏剧，逐渐向大
剧场主流戏剧创造转型，以其自身的艺术实力强
势崛起。成立于1993年的上海“现代人剧社”在张
余的带领下，演出话剧《莎姆雷特》《大马戏团》《等
待戈多》《WWW.COM》《单身公寓》《白领心事》
等，以新锐的思想、生动的形式，探索白领戏剧的
流行风和经典戏剧的现实感。成立于1996年的

“三拓旗剧团”，其创建人赵淼认为，“语
言有水分，身体不骗人”，他们演出的《达
人未爱狂想曲》《6：3》《东游记》《壹光
年》《鬼马电梯》等，以“哀伤的幽默”“精
彩的想象”的形体语言，表达对幻象人生
的灵魂质询。此外，黄盈、何念、邵泽辉、
王翀、姬佩等也是颇具实力的年轻导演，
还有盟邦、大道文化、至乐汇的戏剧等，
可谓各具特色，不胜枚举。

目前这些制造了戏剧热闹局面的
人，大都是“70后”“80后”的一代，他们
是一群有个性的骄傲青年，但不以艺术
拯救者的悲壮自炫；他们并不拒绝与商
业“合谋”，但坚守着艺术理想的底线；他
们有新锐的人文思想，但不想加入众生
喧哗的合唱；他们想要鲜明地亮出自己
的旗帜，但也有待不断提高自身实力。

刘平先生的民营戏剧研究具有自身
的学术理路：首先是探究了民营戏剧在

新时期社会机制下萌芽滋长的文化环境。可以
说，没有改革开放文化市场的形成，没有当代社会
对于文化产业的需求，就没有民营戏剧的萌生。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以及文化环境的变化，
戏剧的发展空间在扩展，民营戏剧的演出逐渐增
多，并且民营与国营的各个层面的艺术合作也逐
渐频繁。因此民营戏剧的发展，正是新时期中国
戏剧发展的成就之一，也是戏剧的时代特征和艺
术转型的重要表征。

但是研究民营戏剧在今天来讲，仍然是一个
难题。说其难，一是民营剧团组成人员多有变换；
二是民营剧团活动区域比较分散；三是民营剧团
时聚时散，存在的历史有长有短；四是民营剧团
没有固定的宣传渠道，演出资料容易星散；五是
民营剧团的自身特点、艺术定位、观众目标、运
营方式各不相同，对其进行归纳概括和总体研究
确实比较困难。因此在我看来，关于民营戏剧的
研究颇似十只手指抓十只小鸡，有不断追撵、难
以掌控的麻烦。刘平先生是有情怀、有抱负、有担
当的戏剧研究专家，知难而上，完成了这项重要研
究计划。

刘平的研究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也特别重
视田野调查。他的研究涉及的民营剧团众多：“蛙
实验剧团”、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白蝙蝠”剧社、

“星·89”剧社、边缘剧社、火狐狸剧社、三拓旗剧
团、哲腾演出运营院线、李伯男导演工作室、黄盈
工作室、现代人剧社、盟邦戏剧、龙马剧社、何念戏
剧工作室、韩非子剧社、北京丑小鸭卡通艺术团、
大道文化公司、上海安可艺术团、北纬零度戏剧工
作室、胖鸟剧团、爪马戏剧、朴艺剧社等。对于民营
戏剧的发展平台和演出场地，刘平也做了认真研
究和考察，如：北兵马司剧场、真汉咖啡剧场、下河
迷仓、东单先锋剧、9剧场、蓬蒿剧场、蜂巢剧场、
繁星戏剧村、木马剧场、鼓楼西剧场、红椅剧场及
一系列民营戏剧院线等。对于这些剧社、剧场演出
的剧目，如牟森的《犀牛》《彼岸》《零档案》等，林兆
华的《哈姆雷特》《浮士德》《故事新编》等，孟京辉
的《送菜升降机》《秃头歌女》《思凡》《我爱XXX》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以及不胜枚
举的其他民营剧团演出的诸多戏剧进行了分析，
对其主题立意、情节结构、叙事手段、艺术语汇等，
也进行了重点阐释。对于民营戏剧所面临的挑战
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他也做出了中肯的评议；对于
民营剧团的发展进路，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
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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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乡村振兴局（原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教中心
指导，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担当艺术指导，广安诗远德影视传
媒有限公司创作完成的扶贫题材电影《天地之间》将首映。该片
取材自重庆奉节县脱贫攻坚的感人事迹，以海归青年康明、青年
农技专家彭晓雨深入深度贫困的古树村，开发产业项目扶志与
扶智，最终帮助村民成功脱贫的故事，展现了重庆贫困地区近年
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歌颂了脱贫攻坚战中广大扶贫干部不忘初
心，与人民群众勠力同心的脱贫攻坚精神。

在影片先期举办的观摩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及主创从影片
的叙事方式、影像表达、表演特点、制作模式、美学形态、人文内
蕴等方面对该片的创作理念、艺术特色等进行了研讨交流，徐粤
春主持会议。与会专家认为，在建党100周年之际，该片取材精
准扶贫，以小故事、小人物开掘大主题，反映了大时代。片中对
两位扶贫青年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艰苦过程的讲述，
具有“时代报告剧”的特点。两位青年人的视角与成长为全片赋
予了较浓厚的生活气息、青春气息，也使扶贫题材电影有了人生
观、价值观的教育意义，同时体现出创作者向年轻观众审美靠拢
的创作取向。作品关注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亦
有较强的问题意识。

据悉，目前《天地之间》已入围了第12届澳门国际电影节。
对于如何更好地创作出优秀的扶贫题材电影，与会专家也谈到，
创作者还需真正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把对生活的观察和
积累融入到对人物内在世界和心理世界的深入挖掘中去，从人
物内在的丰满与丰富赋予作品以厚度，从而更好地实现去概念
化的、创新性的表达。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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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丝绸之路新疆和田地区出土的珍贵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汉代织锦护臂为创作题材，通过舞剧形式演绎诠释“一带一路”倡
议背景下，各民族同生共荣之时代主题的大型历史题材舞剧《五星出
东方》，日前在京举办了项目创排进度汇报会。该剧由北京演艺集团
制作、北京歌剧舞剧院演出，王舸导演、许锐编剧、杨帆作曲。项目联
合北京市对口援建地区、新疆和田地区共同创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

历史上，古丝绸之路曾促进了沿途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与相互融
合，不仅打通了地区经济命脉，更勾连起了多民族的文化血脉。出土
于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尼雅遗址古墓中的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
方利中国”，亦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舞剧
《五星出东方》将和田文物、服饰、乐舞等文化元素有机置入不同的时
空与情境，通过器乐、歌舞等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让珍贵文物所承载
的深厚文化内涵在舞台上生动鲜活地展示出来，展现了悠久的中国
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通过文物关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明。为更好地发掘汉代时期中原与西域悠远的独特审美，该剧主创
团队在采风调研中，努力从考古史实、当地民情、民族服饰、民族音乐
等方面提炼艺术语汇，通过对地方少数民族音乐样态及各具民族特
色的艺术表现形式的了解，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素材，明确了艺术创作
的方向与立足点。目前该剧舞段、音乐等主要创作仍在紧张推进中，
5月底前该剧还计划完成舞美设计、造型服装、道具等全部相关制作
工作，于6月下旬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完成首演，并于次月赴
新疆进行首轮巡演。 （路斐斐）

舞剧《五星出东方》让文物“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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