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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老舍在重庆开始创作《四世同
堂》，到今年刚好是80周年。

作为一部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
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被老舍先生
自认为“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
一本书”，文学界将其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
一百强”。

《四世同堂》曾两度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在2010年10月30日话剧《四世同堂》首演之
前，这部作品一直被话剧界“敬而远之”。因为
要将85万字的小说改编成3个小时的话剧作品
绝非易事。

“当时这是剧院布置的命题作文。”身兼该
剧编剧、导演二职的田沁鑫曾透露，因为自己有
改编名著话剧的经验，国家话剧院的领导选择
让她再操刀。

田沁鑫对1985年版的电视剧《四世同堂》
印象深刻，当时她还专门追看了原著。但在改
编话剧剧本时，田沁鑫特地不再重温小说，而是
让搭档读完后给自己复述情节，凭经验和戏剧

感觉来去粗取精。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修改，剧本用中国戏

剧传统的三幕式来解构原著的三部曲《惶惑》
《偷生》和《饥荒》。在演员的对白上，田沁鑫说
至少有80%用了原话，“不敢给人家动太大了，
因为老舍先生写得太好了。”

在舞台上再现小羊圈胡同三户人家的屋里
屋外，怎样让画面繁而不乱？海南日报记者在
现场看到，整部剧舞美设计的门、窗、墙壁和桌
椅，都有轮子可供推动。

从观众席上看，冠家、钱家、祁家分别在舞
台的左中右侧。展现胡同里的画面时，三户人
家的大门分列左中右，空出中间的场地。需要
展示其中一户乃至两户人家的屋内详情时，演
员就一边演戏，一边移动舞美设计。在场景转
接时，观众能看到台上的演员一位推着墙壁，另
一位同时进门，甚至还有人同时移动桌椅。演
员们的动作干净利落，再加上舞美的巧妙设计，
忙碌间可以不着痕迹地把戏进行到底，观众并
不会“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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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晓惠

幕布拉开，半世纪的风云变幻
悉数登台，四代人的命运沉浮接连
上演。这是根据老舍原著改编、由
中国国家话剧院倾心打造的同名
话剧《四世同堂》，近日，该话剧在
海南省歌舞剧院精彩上演。

“春天好似不管人间有什么悲
痛，又带着它的温暖与香色来到北
平……”演出当晚，身着青蓝色长
衫的说书人在舞台，将小羊圈胡同
里祁、冠、钱三家人荣辱沉浮、生死
存亡的命运娓娓道来。

改编名著去粗取精 移步换景舞台机巧

“说书人”首次来琼演话剧 作品有情观众亦有情

话剧《四世同堂》剧照。
海南省演艺集团供图

话剧《四世同堂》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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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晓惠

5月4日至5日，中国国家话剧院话
剧《四世同堂》亮相海南省歌舞剧院，这
部流动于舞台的“平民史诗”，赢得了海
南观众的满堂喝彩。

剧中“小顺子”的扮演者是海口中学
小学部五年级学生褚昱瑄，11岁的他在
剧中细致入微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近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了褚
昱瑄，了解演出的幕后故事。

“在舞台上，我一点也不紧张，反而
非常兴奋！”谈到参演话剧《四世同堂》，
褚昱瑄脸上展现出笑容，难掩内心的激
动，他说，在台上听到观众热烈的掌声，
让他特别开心，更加自信。

褚昱瑄扮演的“小顺子”是祁老人的
曾孙子，在全剧的最后一幕出场。小顺
子虽然没有台词，但这个角色代表着祁
家最新一代的男丁，他被寄予着祁家继
续开枝散叶、发展壮大的愿望。

“我出场的时候是祁太爷爷八十大

寿的时候，导演和我说，虽然是太爷爷过
寿，但不能是高兴的表现，得哀伤、沉重，
因为妹妹小妞子饿死了，小顺子也挨饿
了好几天，而且因为饥荒，过寿没有满汉
全席，只有馒头。”褚昱瑄说，在导演和其
他演员的引导下，他很快进入角色，放慢
步伐、全身乏力，表情悲伤、双手捧馒头，
一个活脱脱的小顺子瞬间在舞台上立了
起来。

褚昱瑄虽然没有台词，但他把舞台
上其他演员的经典台词记得很清楚。“剧
里的奶奶对太爷爷说：‘今天是您八十大
寿，得……’太爷爷接话：‘高兴！我高兴
得起来吗？……”褚昱瑄有模有样地学
着剧中人物，神情、语气还颇有几分相
似。

褚昱瑄在话剧《四世同堂》舞台上以
细致入微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肯定，他
对“小顺子”的传神演绎也被定格在人们
的心中。“自从在台上表演后，在学校里
我偶尔会被老师同学们认出来，‘你是不
是小顺子？’，还有点不好意思呢。”褚昱

瑄笑着说。
说到这次能扮演小顺子的契机，褚

昱瑄的母亲褚君君介绍，今年3月初，海
南省演艺集团发布了“小顺子”小演员的
招募公告，孩子平时对表演、主持很感兴
趣，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了。

“当时刚报完名，我就给孩子买了一
套《四世同堂》的原著。”当时，褚君君认
为不管选没选上，都是一次很好的体验，
还能趁此机会带着孩子读名著。“上中下
厚厚三本书，孩子一开始也读不下去，我
就慢慢地引导，一点点陪他读，让他更了
解小顺子这个人物。”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多轮面
试筛选，从身高、体重、形象、表演等多方
面的考量，褚昱瑄最终脱颖而出。

虽然此前褚昱瑄在学校里也有过演
话剧的经验，但走上专业的舞台，他还是
第一次。“我在后台看到演员们都特别
忙，在换幕的很短时间里，大家要换衣
服、换道具，但是整个后台特别有序，忙
而不乱。”褚昱瑄说，经过这次演出，他对

话剧、对话剧演员有了新的认识，“一台
话剧的演出需要很多人的配合，演员光
鲜亮丽的背后有很多辛苦的付出。以后
我也想当一名话剧演员，给大家演好
剧！”

“让孩子参演这样重量级的话剧还
是首次。”省演艺集团艺树研学项目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招募“小顺子”和
演员同台演出，是省演艺集团艺培中心
的研学活动之一。今后，该集团还将继
续组织此类活动，让更多孩子了解台
前幕后的故事，在他们的心里种下艺
术的种子。

11岁海口少年登台扮演“小顺子”

“小顺子”扮演者褚昱瑄。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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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试过在海边阅读的感觉吗？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手捧钟爱的书籍，轻嗅着扉页散发的书香，让温暖的文字
在脑海中回荡，耳边还不时传来海涛拍岸的声音，抚慰嘈
杂的内心，偶尔抬头远望，还能感受阳光映衬下海天相交
的美丽风光……

在位于海口西海岸荣山寮村海边的辛生书屋里，这
样的场景不断上演着，许多读者慕名而来，在这个安静的
场所感受阅读的乐趣。近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书屋主
理人辛佳静，听她讲讲书屋背后的故事。

面朝大海，有家书屋

辛佳静早年从事建筑行业工作，后来在北京转型做
餐饮，由于喜欢海南的气候，便经常来海南游玩。

2022年的一天，她驾车外出，机缘巧合间来到了荣
山寮这个小渔村，被海边的景色深深吸引。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愿望，在海边开一家书屋。
而第一眼看到这里，就觉得和我想象中书屋周围的环境
十分契合。”不久后，经过深思熟虑的辛佳静，租下海边的
一间房屋开始装修，她尝试自己做木工打造书架，经过大
半年的努力，书屋取名辛生，在去年开门营业。

“一开始建造书屋的时候，并没有决定对外开放，只
打算给自己找个读书的地方，后来又觉得分享才更有意
义，这便需要起一个合适的名字。”辛佳静说，辛生是有谐
音的，本义取自她的姓氏外，还包含“新生”“心声”两层意
思。

“书屋的定位就很明确，图书一概不出售，淡化商业
化色彩，只通过落座消费来维持基本的良性运转。”辛佳
静说，她不打算把书屋做成人来人往的打卡点，而是希望
为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提供一个阅读场所。为了保持良
好的阅读环境，她对来访的人员实行预约制，每天最多接
待18个人。

书屋建起来后，对辛佳静的生活也产生了不小的影
响。“书屋开业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下午，这意味着我的
大部分时间都要待在书屋。”为了便于运营书屋，她重新
分配了自己的时间。以往北京海南两头跑的她，现在除
非有要紧事一般都不回北京。

远隔万里，心系书香

筹备书屋后，如何搜集藏书成了摆在辛佳静面前的
一件大事。她把自己珍藏的书籍几乎都搬到了书屋，在
周围人的建议下，去年2月她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社
交平台上发出图书征集的请求。

请求发布后，全国各地的书友从四面八方给书屋寄
来了源源不断的书籍，这让辛佳静既感到意外又非常欣
喜。她还记得许多难忘的瞬间：一位本地书友专门打车
到书屋给她送书，送完后连口水都没喝，就匆匆离开了；
一位暂居国外的女生，在当当网上订购了一箱书籍送到
书屋，留言中希望她的书能够代她看海；一位不肯透露
任何信息的老人，通过朋友给她寄了一箱藏书，希望她
好好代为保管……

“目前辛生书屋大概有数千本书籍，其中70%是我原
先的藏书，剩下的30%左右来自于各地的书友，这部分的
书籍一直在不断增长。”辛佳静说。

虽然没有对图书进行具体分类，但每本书几乎都是
辛佳静放上书架的，因此她对书籍的大致种类心里有
数。“辛生书屋的书以历史、哲学、戏剧、文学小说为主，工
具书普遍较少，可阅读性还是比较强的。”

“大部分时间里，读书是一个人的事情。但如果大家
需要分享阅读感想时，也可以聚在一起。”为了让读者享
受到阅读的乐趣，辛佳静还会不定期地举办读书分享活
动，在活动当天面对面建群，分享各自的照片和书籍名
称，并交流阅读书籍的思考。

“说实话，起初开书屋的时候，没预料到会这么受
欢迎。”辛佳静坦言，近年来，荣山寮村优越的环境吸引
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这也给书屋的运营带来了
一些考验。

“不少到村里游玩的游客不知道预约制，看到书屋后
便想参观，为了保持店内安静的状态，我都婉言谢绝了。”
辛佳静无奈地说，开店的时候，她花在和游客解释说明的
时间不在少数。

虽然有时难免失落，但想到有更多的书友热爱这里，
辛佳静心里还是充满了喜悦感。她在书屋摆放了留言
本，许多书友会在上面留言，她借此能了解到大家对书屋
的认识。也有读者在结束阅读后，会主动与她低声交谈
有关书屋的印象。

“很少有来过一次就再也不来的读者，很多人都是下
一次带着朋友接着来，这也是书友对于书屋的肯定吧。”
辛佳静说，她希望在未来继续守护好属于书屋的安静和
美好，让更多的书友在书屋真正爱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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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佳静。受访者供图

话剧《四世同堂》里有一个原著中没有的角
色——说书人。“说书人出场次数也不多，在话
剧的开头以及每幕剧的衔接处，介绍剧情、推进
剧情，发挥‘穿针引线’的功能。”说书人的扮演
者果靖霖介绍。

这次也是果靖霖第一次来到海南演话剧，
他说：“我很喜欢海南岛，这儿充满了魅力，气候
好、环境美。之前在海南拍过戏，这是第一次在
这演话剧，感觉非常好。”

“这就是我的四世同堂！”近三个小时的表
演，在祁老爷子一句悲从中来的话语中落幕。
紧接着，日本投降的画外音传来，全剧结束，看
话剧的观众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卷帙浩繁的原著被导演变成舞台作品后，
“家”的概念更强烈和突出，故事更紧凑更严密，
冲突更集中激烈。当晚，坐在台下的许女士“入

戏”入得深沉，她评价道，整台话剧在一个原著
中没有的角色——“说书人”的带领下，让人时
而笑中带泪，时而低声叹息，再加上舞台效果，
犹如在翻阅一本老北京连环画，作品有情，演员
有情，使得观众也有情。

“看到妞子死去的那一幕，我的泪水就不
停地掉，在乱世的血腥烽烟里，底层的百姓显
得更可怜、可叹、可敬。”观众钟玉秀说。还有
观众在社交平台上留言赞叹：“《四世同堂》导
得真好，铺垫、衔接、点题、高潮、浓缩得那么完
整。”

“老舍先生是写出了人民性的作品，所以这
样地受欢迎，历久弥新。”田沁鑫说，历时14年，
中国国家话剧院《四世同堂》剧组演遍了祖国的
大江南北，希望通过话剧的形式让更多人去回
顾历史，珍惜、守护来之不易的幸福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