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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唯的这一哨，哑得透透的

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铜像在上海落成

　　以为是一个澳洲墨尔本遇见非洲马拉维的爱情

故事，结果不是。

　　薛晓路这一次放弃了女导演擅长的欲言又止、

欲拒还迎和欲罢不能的情感把玩，上来就让男女主

角在异国风光酒店修成正果。不想一系列阴谋扑面

而来，异国追杀、亡命天涯、街头飙车、草原遁地，

俨然一串特工大片的戏码。显然，导演薛晓路已经

不满足于老男人与大龄女青年的卿卿我我，开始走

起了国际动作大片的路数。

　　2010 年，薛晓路以公益电影《海洋天堂》开路，

实现了编剧到导演的华丽转身。三年后，她的《北

京遇见西雅图》以 5.2 亿票房收官，上位中国最具票

房号召力的女导演之一。9 年下来，薛晓路作品不多，

此后除了 2016 年《北京遇见西雅图之不二情书》，

就数今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拼盘里的《回归》，

然而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掷地有声。令人没想到的是，

薛晓路上一部独立长片《北京遇见西雅图之不二情

书》头三天还狂敛 4.3 亿，这一次《吹哨人》首周末

三天却才三千多万进账，口碑更是一败涂地。

　　《吹哨人》的滑铁卢，首先在于薛晓路扬短避

长的冒进尝试。薛晓路此前的两部商业长片之所以

小有所成，除了她擅长调配大叔和大龄女文青 CP，

还在于她善于调制时髦的跨境话题。《北京遇见西

雅图》问世的 2013 年，通过生个美国宝宝来为自己

人生镀金的风气正风行一时，薛晓路把当时中国社

会的种种现象放到国际舞台上曝晒，这是中国电影

前所未有的视角。尤其片中人物均比较极品，三观

也有点剑走偏锋，一时颇投女性观众所好。

　　这一次截然不同，感情戏的包装之下，装进了

一个野心勃勃的动作大赏，直接从言情频道跳转到

了动作频道。从女性向的跨国言情，到男性向的亡

命天涯，薛晓路的导演风格来了个 90 度大转弯，跟

追随她多年的观众玩起了漂移，而且事先也不提醒

大家系好安全带；不少人奔着薛晓路的言情戏而去，

看到的却是一个好莱坞痕迹的动作片。更要命的是，

薛晓路这个弯转得并不那么坚决，方向盘一直在情

感戏和动作戏之间举棋不定，故事也一度在情感惊

悚和犯罪嫌疑之间摇摆，让人始终难以适从。

　　汤唯这一次大胆地演绎了一个从始至终都不讨

人喜欢的角色。不论是开篇作为前女友把已婚前男

友拉入罗帐，中程作为亡命人妇与丈夫的一次次无

能的角力，还是最后悬崖勒马的回头，都难以引发

观众的爱怜。这也难怪，金钱和阴谋背后的情感，

就像是雪地里的煤渣，刚一试图暖化，就露出它污

浊的本色，让人难以恻怜。

　　人设是这个故事最大的败笔。汤唯饰演的周雯

说白了就是个外逃的贪腐分子，借前男友的旧情，

为她洗钱行个人方便。明明是个见不得光的阴暗人

物，非要以余情未了之名再续前缘，破坏人家家庭

不说，还一次次把人家强拉下水。有关这点，导演

始终不以明示，她甚至上来就用感情的障眼法为周

雯的不轨打掩护。然而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并没能

迷惑到观众，票房和口碑证明，绿茶就是绿茶，裹

得再白莲也掩饰不住周雯绿茶的品性。

　　雷佳音化身的马珂也好不到哪里去。明明是个

出轨在前的污点角色，剧本却硬生生将他反转成忍

辱负重的大英雄，美其名曰“蝙蝠侠”。已经对妻

儿不忠了，他还把周雯带回家中，上演鸠占鹊巢的

戏码，这样的人设，难道还要我们夸他“舍己家救

人家”？齐溪的演技确实是好，但也架不住她演的

这个妻子人格分裂，不仅强行原谅了丈夫，在周雯

死后，还演起了情敌助攻丈夫——这得多没心没肺

的女性才做得到？

　　穷凶极恶的杀手从澳洲追杀到非洲，转身回到

澳洲，却突然停止追杀，改成对二人的污名化；长

官已经用马珂的儿子威胁了，这条线刚起便戛然而

止，马珂的妻儿始终无事；马珂的朋友突然不计后

果地全员调动，里应外合上演了一出“拦官轿”的

检举大戏，然而这场戏与此前的剧情和风格完全不

搭。作为丈夫贪腐的一杆枪，周雯的智商也是忽闪

忽闪的。她能机智地想到用坠机事故隐身，却想不

到丈夫根本不会放过她；明知是丈夫追杀她后，依

旧暴露自己再一次敲丈夫竹杠；周雯重返澳洲“吹

哨”，一路却毫不设防，如果真心“吹哨”，低调

而大方地直奔大使馆就得了，何必大张旗鼓地作死

在外媒采访的路上？

 12 月 10 日，上影演员剧团演员梁波罗

在赵丹铜像前回忆他与赵丹合作出演电影《51

号兵站》的往事。当日，已故著名电影表演

艺术家赵丹的铜像在上海电影演员剧团落成，

铜像基座上镌刻着“艺术家要给人以美、以真、

以幸福——赵丹”的字样。 赵丹是中国著名

电影表演艺术家、上影演员剧团演员。在几

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共拍摄影片 30 多部，留

下了许多经典艺术形象。

2019 年正值中俄建交 70 周年，由冯玉萍担任总策划，

王海平编剧，段兴涛执导，刘思军作曲，张扬、宋元明担纲男

女主角，根据托尔斯泰原著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歌剧《复活》，

12 月 11 日 -12 日在北京剧院上演。歌剧《复活》讲述了男主

人公涅赫柳朵夫与女主人公玛斯洛娃的情感故事。作为世界名

著经典，《复活》不仅是首次在国内以歌剧形式改编托翁小说

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首创。首轮演出之际，新京报记者

采访编剧王海平，男女主演张扬、宋元明谈《复活》的创作。

对原著进行四种全新调整

细数托尔斯泰的三大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战

争与和平》，唯有《复活》没有被改编成歌剧，而这其中《复

活》改编的难度相对比较大。在王海平看来，《复活》曾经有

过话剧、电影、舞剧等艺术形式，比如舞剧虽然很美，但是对

作品的诠释度并不够充分，因此在这一次的歌剧创作中，王海

平也从主题、人物命运、人物关系场景和风格四个方面对原著

进行了重新调整。

谈及歌剧《复活》的主题，王海平认为，作品基本按照

托尔斯泰小说原著叙事逻辑和故事脉络改编。只是侧重点和人

物个性有新的变化，没有让人物滑向宗教，也没有变为革命前

社会情绪的概念化图解，而是突出和强调了人性和生命的尊严

与平等，是生命意识的复活和觉醒。此外从人物命运来看，王

海平并没有采用小说的结尾，从歌剧本身的逻辑和观众的逻辑

出发，主人公两人最终会结合，所以王海平结尾的设计是涅赫

柳朵夫向女主人公玛斯洛娃求婚，玛斯洛娃含蓄地告诉他，“你

等待着，等到明年我们再相伴。”王海平表示，这种处理方式，

给作品赋予了新的含义和可能性，以便使人物更有生命感。这

种更加开放式的结尾，可以算作歌剧《复活》的一个重大的改变。

另外，从人物和人物关系场景上，王海平更加突出歌剧

的剧情，主要表现在人物命运和人性的转折。女主人公玛斯洛

娃从一名天真烂漫的少女到遭遇不幸，走入困境，而绝望、堕

落，惨遭流放，与涅赫柳朵夫在法庭相遇之后，两人的冲突到

涅赫柳朵夫忏悔、赎罪，欲救赎而无效，最后决定陪同玛斯洛

娃去流放，从爱与善的角度描述了人性复活的思想情感轨迹。

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创作和唱腔风格上，歌剧《复活》

采用中俄艺术家合作的方式。序曲、合唱和过场音乐由俄罗斯

著名作曲家创作，而咏叹调、宣叙调这些唱腔部分主要由中国

的作曲家来完成，在这部作品中，观众不仅能看到当时沙俄时

期的各种文化，在表述上又吸收了中国戏曲的形式。王海平解

释道：“我们中国戏曲里是用诗化的语言来表达，把宣叙、叙

事、抒情有机结合在一起，这跟歌剧是不一样的，歌剧宣叙调

是在说事，咏叹调就是在抒情，歌剧往往比较鲜明，在这里我

们稍稍做了一点衔接，忠于原来的格局，但是在宣叙的过程中

间有抒情，实现了歌剧和中国戏曲的有机结合。”

用中文唱段表现俄罗斯小说

一部俄罗斯的名著用的是中文改编，首演之际，女主角

宋元明觉得这次与她以往演出的歌剧相比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茶花女》也是著名小说，但改编后依然用意大利语的形式

去表演，我觉得这也是《复活》这部作品最有意思、最有突破

性的尝试。我们作为中国人去演俄罗斯的角色，唱段都是我们

中国人写的，用中文唱段去表现小说的精华，这是很有意义的

一件事，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方面大家还是很有压力。”

人物塑造方面，男主角张扬认为此次的《复活》改编有

很多有意思的点，对于歌剧演员来说很有二度创造的欲望：“男

主角要面对几种状态，他需要将昨天发生的事以倒叙的形式呈

现给观众，今天发生的就要表现在法庭上，未来就是我要陪她

去流放，忏悔自己。这其中有很多的转折点，在短短两个小时

之内，人物上需要很大的反差感，这对于歌剧演员来说也是一

种挑战。”( 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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