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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珏

如果说2020年对日剧有什么最大期待，那就
是目前推出的《东京爱情故事2020》了。在被誉
为史上最经典日剧的“东爱”中，莉香逆光奔跑
在东京街头的样子，是大雨过后的阳光，晨风吹
颤的露珠。女孩儿希望拥有她的坦荡勇气，男孩
期待遇见莉香。尽管这部日剧1995年引进内地，
20多年来，新老粉丝慕名而来，在深夜的弹幕上
留言而去。它近乎征服一切青春。

故事略尴尬：小镇青年丸子第一天入职东京
遇到莉香，像大漠来的傻小子郭靖初见开朗俏皮
的黄蓉，他的笨拙憨厚被她看在眼里。丸子和暗
恋的女生里美、好朋友三上在东京重逢，三人转
一如少年时：里美暗恋三上，丸子无法表白，三
上飘忽不定。而莉香在明知丸子另有所爱时，
“毫不在意”地表白了……

东爱为何让人难忘？每个人都在它徘徊的情感
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它的进进退退，悲欢离合，含
着人们对爱情最美好的期许，最漫长的等待，最艰
辛的抉择，最释怀的放手。没有人能逃过爱，逃过那
些倾心、争取、喜悦和泪水的洗礼。东爱甚至是很多
人不想拿出来讨论的一部剧，因为里面有自己埋葬
的欢欣、勇敢和解脱。它们在不同的轮转里拿着自
己的号码牌，在分头成长中得到心痛的印证。

爱与爱的对决，是不同爱情观的对决。莉香成
为日剧角色票选第一名，她像扇门，推开后满室阳
光让人眼前一亮。相较追求安全感的里美，人们惊
觉女性能这样透彻地爱。莉香释放着“万事不如杯
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的潇洒和痛苦。这几乎是爱
情最好的格局，“我爱你但与你无关”的东亚初代版
演绎。那种坦荡把近乎无畏的自由挥洒地特别生
动：遇到爱，去争取去表白；为了爱，充满无畏勇气
与无私包容。当丸子一次次人在心不在，强大的莉
香依然用最包容的心等待，眺望着。东京代代木公园成为很多观众的打卡地，
因为人们在莉香孤独的等待里，理解了自己的等待。

莉香那么好，丸子为何选择楚楚可怜三心二意的里美？观众总归有上帝
视角——— 读懂莉香，也能理解她的爱。以初出茅庐的丸子来说，并不真正理
解莉香，这是爱情最真实的时差，爱的炽热并未在通透的理解中到来，未曾
获得它真正的栖身。莉香无言的委屈，是青春那段最爱而不得的情，让人明
白情动、理解继而珍惜未必同时到来。如果结局阖家欢，冲击不会那么深。

莉香是全剧的定锚。旧版选角产生了日剧史最契合的“作者演员”。没
有人能抗拒她的笑，眼眉弯弯，眸子含星，一句句脆生生的“丸子”里，饱
含玲珑的心和明灿的勇气，铃木保奈美近乎“创造”了莉香，宽厚容忍的爱
和眼里揉不得沙子的精神需求，同时发光发热。这是人格魅力，也属于上世
纪90年代初的日本。朝气蓬勃的东京，泡沫未灭的产经时代，元气饱满。当
莉香被问“丸子不喜欢你怎么办”，她轻巧一歪头：那又有什么关系？

2020版东爱中，演员质感代表导演的新想法。新莉香更中性霸气，有大女
主之风，演员石桥静河成熟的职场味，加上格局更弱幼的丸子，更像姐弟恋。

所有文化的现象都是经济的现象。角色的新定位正是当下的质感，不再是
朝气日本，而是有些暮气感、青年人感到无所归属的东京。女性的大声伸张笔
笔写在新莉香的浓眉，她们在男性面前毫不示弱甚至更加激进。旧莉香让人看
到在温柔贤淑、相夫教子之外，现代女性可以拥有这般赤诚自我的灵魂，而新
莉香是不折不扣的“后现代女性”——— 更“硬”，更无所畏惧也无所谓。

据说导演考虑换个结局。那么，新的莉香与丸子还会挥手道别吗？或者打
个比方说——— 傻郭靖这次终于读懂古灵精怪的黄蓉，而不是回头娶了家乡的
华筝。其实不重要，因为新版东爱旧壶新茗，里面的莉香已换了一杯茶呢。

□ 本报记者 赵 琳

“剧院建成五年多来，每到寒暑
假、节假日，都是人气最旺的时候。然
而今年到现在为止，快四个月了我们只
演出过一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长的
‘休眠期’。”东营雪莲大剧院负责人
李波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省绝大部
分剧院自年前“空窗”至今。翻阅各大
剧院的宣发平台，“取消或延期演出”
的公告“整齐划一”。舞台何时重启，
仍是未知数。

记者近日采访省内多家剧院发现，
业内人士普遍担心的是：当下，可供人
们选择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多，愿意走进
剧院的观众本来就不多，疫情加速了观
众的流失，他们必须做点什么。

舞台空了，线上忙了

“啊！演出取消了！”4月28日下
午，看到手机上推送的一条信息，济南
市民姜晓翔忍不住感叹了一声。原定于
5月10日在省会大剧院上演的俄罗斯古
典芭蕾舞剧院经典剧目《天鹅湖》，被
公告取消演出场次。

纵观省内各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等
宣发平台，取消或延期演出的公告如出
一辙。山东省会大剧院此前发布公告，
决定取消及延期2020年5月所有演出。
延期的演出，暂定最早开演日期也要到
9月。比如，胡沈员现代舞剧《流浪》
延期到9月27日，石倚洁与美声男孩专
场音乐会延期到10月24日。

记者电话采访了省会大剧院一位宣
发人员，他表示：“针对6月份及以后
的演出，我们将视疫情发展情况及时调
整并第一时间发布消息。”

数据显示，我国共有47 . 2万家演出
相关企业，其中山东有3 . 12万家，仅次
于广东，位列全国第二。从剧院数量来
看，目前，山东省内已建成省会大剧
院、青岛大剧院、东营雪莲大剧院、临
沂大剧院、德州大剧院等为代表的近10
所新型大剧院。这些大剧院的共同特点
是，起点较高、体量较大、设备先进、
综合功能强，具有比肩世界水平、承接
国内外一流演出的能力。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消息显示，

2020年1月到3月全国已取消或延期的演
出近2万场，直接票房损失超过20亿元
人民币。我省目前还没有相关数据发
布，但演出市场停摆，剧院暂停，疫情
对山东演出市场乃至文化消费的影响，
可见一斑。

为弥补疫情带来的损失，不少院
团、剧院及时作出调整，通过互联网积
极自救，“云剧场”“云演唱会”“云
音乐节”等创新演出方式应运而生，带
动用户由线下转战线上。

比如，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就与
线上平台合作推出了国内观众难得一见
的精品戏剧。新近发布的高清剧《弗兰
肯斯坦》，是由中国观众爱称为“卷
福”的英国著名演员本尼迪克特·康巴
伯奇主演，英文对白，中文字幕，原汁
原味呈现。这条微信公众号推送的点击
量剧增。

山东省会大剧院童声合唱团指挥田
浩表示，他们开设了“宅艺起”线上艺
术课堂，不定时发布教学短视频，受到
学生群体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我省一些拥有剧院
的戏曲院团也努力靠近新事物。通过发
布短视频，展现戏曲中的一个片段、经
典的一出“折子戏”、一个扮相，甚至
是演员一套演出服、头饰，都能收获网
上的关注点赞。

演出暂停，创作不停

虽然舞台何时“开台”仍是未知
数，但剧院和剧场并未就此“停摆”，
而是充分利用这段“空窗期”，或抓紧
时机错峰检修硬件设备，或加强消毒措

施优化管理，又或在调整档期的同时积
极筹备“开台”剧目，以备能随时“拉
开大幕”迎接新老观众。

“我们闭馆不休息，目前剧院下辖的
雪莲剧团，正在排练我们的第十四部原
创剧——— 魔幻传奇亲子剧《哪吒闹海》，
就是希望疫情一结束，就迅速奉献给东
营的小观众。”剧院负责人李波说。

4月底，记者来到雪莲大剧院，演
员们戴着口罩正在紧张地排练。李波
说，原创亲子剧是剧院的特长，之前多
部作品都到省内、国内各大剧院演出。
《哪吒闹海》也根据剧团演员的身材和
体型特征、表演风格等进行了很多改
编，保证演出时让小观众耳目一新。

“上半年没法演出，那就主攻内容
创作；下半年能演了，我们接连推出好
剧。”李波说。

不过，李波说，在我省乃至全国，
多数城市剧院属于“委托经营”，演什
么、怎么演等剧院经营管理问题都交给
他人运营。拥有剧团的剧院仍在少数，
无法从内容生产端来介入。

部分具有良好口碑的创作团队仍能
在疫情期间保持创作力。山东青年政治
学院舞蹈学院创作出品了战“疫”题材舞
蹈诗《逆行》，院长傅小青担任编导、总导
演。他透露，不少省内院团跟他联系，
希望在疫情结束后能上演这部舞剧。

省文旅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我省一
些拥有自己剧院的地方戏院团也在疫情
期间加紧排练新戏，很多戏曲演员在网
络平台上传排练视频选段，希望能抓住
戏迷的眼球，等疫情结束“再相见”。

“剧院的运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
题，疫情给剧院按下暂停键，让这个难

题陡然间放大了。”李波说，作为公共
文化属性的社会公益载体，剧院要实现
自我生存、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强大的
人口基数、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一定的经
济发展水平来支撑。

“然而，当疫情结束，人们需要面
对各种消费选择时，第一个砍掉的肯定
是文化消费。尤其是票价相对电影院、
KTV来说更贵的剧院演出，怎样能迅速
恢复元气，顺利开门纳客，绝对不可能
只靠内容。”李波说。

拓展剧院的“物理空间”

3月，国内一些景区开放后，经受
了春节撤档或退票停演的电影院和大小
剧院坐不住了。3月27日晚，国家电影
局一道禁令，一些刚复工不到一周的影
院迎来“急刹车”，所有影院均立即暂
停营业。

旅游景区毕竟场地空间更大，可以
仅开放室外区域。一位剧院经理人告诉
记者，即便剧院当下复演，采取隔座售
票、隔排就座、保持错位观演的防控措
施，若上座率控制在50%以内，演出方
很难收回运营成本。”

另外一位剧场经理人也算了一笔成
本账：无论是驻场演出还是户外表演，
不同的座位数、票价、场租费、宣发，以及
演出类型，都会决定其不同的成本。相
声、小型话剧和音乐剧，这类演出的成本
较低，但大型演出和音乐剧，成本巨大，
不会因为观众的减少而减少。

“剧院上座率至少达到七成以上，
才能勉强保本。”李波说，他们现在曾
试着拓宽剧院的空间使用范围，比如在
之前举办的美食节期间，雪莲大剧院把
剧院前场地提供给美食店家，通过类似
的几次操作，获得了一定回报。

省会大剧院有关负责人说，事实
上，就算不知何时能重启大幕，但他们
依然不懈努力地做着各项筹备工作，一
边和外方保持紧密沟通，按照时间节点
一点点调整演出档期，或取消或推迟；
一边尽可能减少演出方损失并安排好观
众退票事宜。

疫情下剧院演出停摆。图为省会大剧院官网音乐剧《猫》CATS演出延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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