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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倪自放

诺兰自导自演的电影《敦刻尔
克》，故事改编自著名的二战军事
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40万英法
盟军被敌军围困于敦刻尔克的海
滩之上，面对敌军步步逼近的绝
境，英国政府和海军发动大批船
员，动员人民联合起来营救军队。

“人民营救军队”，这个反英雄
主义的叙事设置，实际是忠于史实
的。在《敦刻尔克》中，英国士兵汤
米在逃离海滩的过程中相继结识
吉布森与亚历克斯；民用船主道森
与儿子彼得、17岁少年乔治也离开
英国，去往敦刻尔克拯救士兵，并

在海上搭救了落水海军士兵、飞行
员柯林斯及汤米一行人；战斗机飞
行员法瑞尔在被敌人双面夹击的
艰难情形下顽强战斗。

用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影片
《敦刻尔克》总体上弥漫的是一种
“丧文化”的基调，失败主义贯穿于
影片始终，这与许多战争大片如

《血战钢锯岭》弘扬英雄主义的基
调截然不同。好在诺兰忠于史实，
还原了失败的战争以及失败中的
人性，这是这部影片成为一流佳作
的情感基础。在溃退的过程中，生
命渺小如草芥，人性中的优点和缺
点得到集中爆发，有人奉命作战又
本能求生，有人在溃逃的环境中愤
然奔赴前线，密闭空间中为求生，
人性之恶显露无遗。

阴郁的战争失败故事中，诺兰
也不能免俗地煽情了，当然，这煽
情也是为了配合其对人性的透视。
从法国敦刻尔克退回英国本土的
英国士兵，都准备接受被人唾弃的
下场，但道森船长对内疚的飞行

员说，你已经做得够好了。火车
站边，迎候他们的老人说的
也是类似的话。道森在片
中有一句台词，“我们这个
年龄的人挑起了战争，为什

么要让年轻人去送死。”最
后，免不了配上丘吉尔最著名

的文稿激励人心，处处可见英国
式骄傲。

总体上，《敦刻尔克》堪称一
流佳片，但海外媒体将其称为神作
进行膜拜，还是过誉了。作为鬼才
导演诺兰的作品，《敦刻尔克》存在
的缺憾或者有争议之处还是非常
明显的。

争议之一在故事结构。首先故
事把“一周、一天、一小时”三个时
间里的故事融合在一起表达，海滩
上英国士兵汤米的故事发生在一
周的时间里，道森通过海峡前往敦
刻尔克发生在一天的时间里，战斗
机飞行员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时
里。诺兰把三个时空的故事剪辑
在一起，最后在某一处汇合，这
有点类似于《盗梦空间》式的炫
技，虽然强化了不同时空里不
同人的情感，但绕来绕去还
是让许多观众感觉时空混
乱。另外影片没有遵循戏
剧所谓的三幕式结构，直
接是第三幕的高潮，没
有太多前情铺垫，影片
的故事一直处于逃亡
的高潮中，让人看起来
有些累。

其次在音乐。《敦刻
尔克》有许多优秀的音
乐，但这些音乐用得太
满了，从头到尾一分
钟不停歇，不同氛围
中音乐的个性差别
不大，让人始终处于
焦虑中，从头至尾全
是压迫感。不知道这
算是影片的缺憾，
还是诺兰的个性
表达？

本报记者 黄体军

60年前
第一代主演获大奖

枣梆是我省地方戏曲稀有剧种，它
源于山西上党梆子，清光绪初年传入菏
泽一带，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因剧
种所用的梆子是枣木的，后来便将剧种
定名为“枣梆”。在人物表演上，尤其是
黑脸、红脸，融入了山东人粗犷、豪迈的
特色；唱腔上既高亢激昂，又委婉活泼。
一个最鲜明的特色是，唱腔中真假嗓结
合，真嗓吐字，假嗓拖腔，最后一个字，
小生、小旦的拖腔皆落在“咿”“呀”上，
黑脸、红脸的拖腔皆落在“啊”“呕”上，
听起来别具风味。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徐龙铡子》为枣梆剧目“老八本”
之一，是枣梆最具代表性的原创剧目。
故事讲的是明代定国公徐龙之子徐萌
强抢渔女，打死无辜的渔女之父。渔女
誓死不从，跳江被赴京复命的小王朱
吉、海瑞救起。渔女汉阳堂呼冤，徐龙刚
不顾老母等人讲情，大义灭亲，忍痛铡
子，以示王法公正。

刘长安是第二代徐龙扮演者，第一
代徐龙扮演者是他的师伯梁宝兴和师
父董成和。1954年，《徐龙铡子》参加山
东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梁宝兴
获演员奖；1960年上海唱片公司为《徐
龙铡子》剧目选段灌制唱片；1961年12
月，《徐龙铡子》在济南各大剧院演出，
反响强烈。2002年，菏泽市地方戏曲传
承研究院加工复排《徐龙铡子》；2016年
7月，该剧参加“2016香港第七届中国戏
曲节”受到热烈欢迎。

“师徒比赛”唱徐龙
第三代传人来了

《徐龙铡子》是一部铜锤花脸挑大
梁的戏，此次徐龙的扮演者、现年52岁
的刘长安告诉记者，1988年他拜董成和
为师，学演徐龙一角。“我原来学唱的是
架子花脸，但徐龙是铜锤花脸，因为我
有架又有嗓，师父一眼就相中我了。”

刘长安先从其中的一场《打龙牌》
唱起，他30岁那年，年届60岁的师父开
始退居幕后，放心地把整部大戏交给
他，刘长安从那时挑大梁一直唱到现
在。其间他曾主演过二十多出大戏，但
最受群众欢迎的仍是《徐龙铡子》。刘长
安说，每次下乡演出乡亲们就亲切地
喊，“长安来啦，一定得听《铡子》啊！”枣
梆演出，《徐龙铡子》是乡亲们必点的
戏，“每次唱这部戏，我就感觉到和乡亲
们的心离得很近很近。”这是刘长安唱

《徐龙铡子》二十多年最大的收获之一。

刘长安特别感恩师父董成和，“我
挑大梁以后，师父每次都像普通观众一
样在台下看戏，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一
板一眼，下场以后就和我交流，他把这
戏称为‘师徒比赛’，他并不要求我和他
唱得一模一样，但比的是谁的表演和唱
腔更能打动观众！”如今82岁的董成和
身体不大好，很少出门看戏了，但仍不
时关心着刘长安的表演。

越是经典戏，创新越难，因为观众
已习惯于原有的人物造型和唱腔设计，
但刘长安仍知难而进，他发挥架子花脸
的功夫，让铜锤花脸徐龙兼具了架子花
脸的神采，在唱腔上也力求新突破，比
如在全剧最高潮《铡子》一场，老母亲闯
公堂为犯法的孙子讲情，“走上前去护
铜铡，哪个敢铡我小冤家！”这时徐龙接
唱，“走上前拦住老母驾……”原唱腔中
拖腔重点放在“前”和“住”上，刘长安
改为把最后的拖腔放在“驾”上，
把最精彩的放在最后一个音，
实践证明，每次唱到这个地
方必定赢得最热烈的掌声。

2000年，刘长安收下徒
弟李兆海，徐龙一角有了第
三代扮演者，具有山东地
域特色的枣梆经典戏《徐
龙铡子》有了传承人。

枣枣梆梆剧剧中中也也有有个个““铁铁面面包包公公””
枣梆经典大戏《徐龙铡子》在这次山东

地方戏曲剧种代表剧目展演中大放异彩，
菏泽枣梆剧团著名铜锤花脸刘长安将刚正
不阿、大义灭亲，忍痛铡子的清官徐龙，活
灵活现地立在了舞台上，让全场观众大呼
过瘾。

一一流流佳佳片片，，
但但难难掩掩明明显显缺缺憾憾

新片放眼瞧

名剧故事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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