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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兵17年后重返话剧舞台，“国民爸爸”高亚麟当上市长

话话剧剧《《人人民民公公敌敌》》
1122月月来来烟烟巡巡演演

本报记者 孔雨童

27日晚，话剧《人
民公敌》在北京保利剧
院首演，这部挪威“现
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的
传世之作，由“大导”林
兆华导演，王学兵、高
亚麟等明星领衔主演。
在林兆华眼中，当代
的，中国的，自己的很
多问题，都可以通过

《人民公敌》得到解答。
12月17日，这部剧将在
烟台大剧院上演，观众
可以到现场观看这部
被赞为“当代最具戏剧
追求”的导演的作品。

27日晚，北京保利剧院座无虚席，
林兆华最新话剧《人民公敌》在此上演，
李亚鹏、濮存昕、李光洁等明星赶来捧
场。

灯光亮起，舞台上呈现出一个挪威
小城，背景是一片滨海浴场——— 所有的
故事都围绕着这个浴场的水质问题展
开。王学兵饰演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大夫
是位有良知的医生，在发现小城浴场的
水质有问题后，他决心把问题公之于
众。但是，当人们发现公开水质问题将
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时，曾经支持他
的人纷纷倒戈，房产委员会主席、报社
总编、普通人……他成为小城人眼中的
人民公敌。

观众的情绪随着戏剧的推进和王
学兵、高亚麟等一众演员的表演渐入高
潮。一些诸如“你如此愤怒，是愤怒的小
鸟吗”、“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是你大
爷”、“以后寻求真理不能穿好裤子”等
接地气、影射当下社会问题的台词让大
家笑声、掌声不断。

《人民公敌》是林兆华酝酿多年的
一部作品，至于为何排演这样一部剧，
导演说“当代的，中国的，自己的很多问
题的疑问，可以通过《人民公敌》得到解
答。”而演出结束后观众用热烈的掌声
表达了对导演的认同。“这是一部很有
力量的剧，男主人公的愤怒，刺痛的是
很多麻木的神经。”有观众在演出后说。

众明星捧场，观众赞“有力量”

观众见惯了王学兵和高亚麟在电
视剧中的表演，此次在《人民公敌》中二
人的对戏也是火花四射、看点十足。

时隔17年之后再次登上话剧舞台
的王学兵与斯多克芒医生的气质颇为
相合，都透着骨子里的较劲，加之那一
头吹得竖起的头发，皱巴巴的西装，一
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跃然台上。而他的
表演少了传统舞台剧一些肢体和语言

的夸张，较为生活化，一些大段的台词
也极具爆发力。虽然因为是首演偶有口
误，但这也是话剧的一种魅力所在。

高亚麟留给很多观众最深刻的印
象，可能就是《家有儿女》中那个父亲形
象了。作为剧中小城的市长，高亚麟饰
演的剧中人幽默、圆滑而厚黑，眼神和
动作中透出的那种在政治圈中浸染多
年的气息或许会让你觉得似曾相识。

导演林兆华曾这样定义“真正的戏
剧”：“就是要反映现实，反映当今时代人
们的精神状态。”在他看来，如果没有表
达中国的现实，当代戏剧就没有力量。

《人民公敌》也体现了导演的这一
意愿。虽然这是易卜生在一百多年前的
作品，但剧中出现的环保问题、媒体独
立性缺失，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的含糊或
掩盖等等这个时代的问题，也都借助这
一方小小的舞台空间折射出来，令台下
的观众感同身受并陷入思考。“简直比
报刊网络还贴近当下，令人恍惚觉得是
上周刚完成的新剧本。”著名文化评论
人周黎明观演后发出如此感言。虽然不
断有轻松的段子穿插，这却不是一部用
来娱乐的剧。

一些台词在演出中不断引起观众

热烈反响，如“公众用不着新思想，公众
只要有了大家公认的旧思想，日子就可
以过得挺不错。”等等，在故事的语境
中，值得细细品味。

剧中还关注了个体的问题，一个坚
持守着正义和良知的人，却成为人民公
敌，被剥夺了做医生的权利，被众人攻
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个体如何判
断和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剧中的王学
兵，在后半段如同一个在扭曲环境
中的理想主义“患者”，无力又有
力。

“这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
孤独的。”这句被导演一再强调，
在剧终时被王学兵面向台下悄
悄念出的话，成为这类人的注
解，显得嘲讽和苍凉。

王学兵搭档高亚麟，表演有惊喜

用舞台折射出当下，引发思考

水水木木年年华华
明明天天烟烟台台开开唱唱
本报记者 孔雨童

11月1日，水木年华将在胶东剧院举行他们在烟台
的首场演唱会，本报记者对卢庚戌进行了专访。作为曾
经青春表达的旗手，对于当下青春一代，他坦承水木年
华也无法一直都有能表达当下青春的歌。但水木年华
歌声里的青春不会消失，他会继续出专辑，拍电影，跟
属于水木年华的倾听者呼应。

齐鲁晚报：演唱会有什么主打
的点或者亮点推荐给烟台歌迷吗？

卢庚戌：这次有好多老歌是新
的编曲，会让烟台的歌迷耳朵一亮。
演唱会我们没有嘉宾。这次演唱会
跟去年我的电影《青春再见》一脉相
承，里面有很多电影的元素。

齐鲁晚报：如今孩子的青春里，
可能关注了很多新的东西，“00后”
的 青 春 偶 像 也 在 崛 起 ，比 如
TFBOY，会不会害怕你们的东西与
这个时代的青春无法接轨？

卢庚戌：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样
子，因为现在的孩子喜欢的东西也
不太一样。“90后”甚至“00后”都已
经有青春偶像在崛起。我们只能写
我们相对成长的那个年代的人的青
春，一个青春成长就够了。也就是说
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反映的可能
就是一些中年人的心情状态了。

齐鲁晚报：去年的《青春再见》
邀请了几位当红快男参与歌曲的演
唱，是否也是为了增加人气？如何看
待华晨宇等歌手在现在青春一代中
的影响力？

卢庚戌：希望快男参与，还是希

望能影响“90后”的青年人。我认为
华晨宇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他有自
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才华和魅力。我
很欣赏。

齐鲁晚报：从去年《致青春》《同
桌的你》，到今年的《左耳》，似乎从
赵薇开始，青春电影蜂拥而上，你的
理解中，这个时代对青春的解读和
追逐是一种什么原因？是否太过泛
滥了？

卢庚戌：我觉得我这个是最早
做的，但是晚于《致青春》上线，早于

《同桌的你》。大家可能看到青春题
材赚了钱就会蜂拥而上，我觉得也
是好理解的，青春电影不是太多而
是太少。青春电影在我国台湾地区
也好在国外也好，一直是一个题材。
对于大陆来说，之前几乎没有。

我觉得青春是每一个年纪都应
该理解追逐的，有无数青春的歌曲
跟小说已经开始火爆，唯独电影没
有，这是不正确的，所以青春电影蜂
拥而上我觉得是正确的。

齐鲁晚报：对你个人来说，拍电
影和用音乐表达“青春”有何不同，
这种感觉爽吗？是否会继续拍下去？

卢庚戌：我觉得拍电影是一个
庞大的工程，它用各种手段来表达
青春。表演啊，台词，也包括音乐。拍
电影应该相当于踢足球，是一个群
体的工作。音乐就相当于打乒乓球，
比较简单直接，更个体化。我会继续
拍下去，下一部电影是一部爱情电
影，已经在筹划。

齐鲁晚报：你们的下一张专辑
什么时候出？会有不一样的东西么？

卢庚戌：下一张专辑明年会出。
可能跟之前的水木都不太一样，会
加入一些电子的成分。当然从节奏
上也会有一个变化，我们也会找一
些新锐的制作人和编曲。

齐鲁晚报：回忆起与李健的青
春岁月，有什么关键词吗？

卢庚戌：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里
经常一起玩，李健比我小几年，在大
学里他把我当成大哥哥。我们总是在
草坪一块儿唱歌。我记得有一次李健
来找我唱歌，本来我是在学习的，结
果我们一进到屋里就开始弹琴唱歌，
把考试耽误了，不及格了。大家在一
起总是觉得过着一种快乐的生活吧，
音乐带给我们一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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