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的盛夏夜晚，《人生一串2》迎来
了收官之夜。当第3季再次归来之时，已经
是2021年的孟冬时节。

屏幕之外，中原大地寒意渐浓，尽是满
目萧瑟的景象。但在《人生一串3》的镜头
之中，却是烟火人间的热闹繁忙，观众的味
蕾也在画面的刺激下开始苏醒……

不用网络流行词迎合年轻人审美

“有的人一说话，你就饿了”。在《人生
一串3》的评论区下，能看到这样一条高赞
的热评。毫无疑问，这让人产生饥饿感的声
音，自然是来源于总导演陈英杰的旁白。从
第一季开始，陈英杰低沉模糊、又略带沧桑
的“烟酒嗓”，就让人耳目一新。此后，陈英
杰的声音成了这部纪录片的特色标签。

说到旁白，自然不能不提片中江湖气息
满满又逗趣诙谐的文案。无论是将淄博烧
烤里的卷饼表皮，比喻为“环形山地貌”；还
是玩笑烧烤摊主老单广收学徒，为烧烤广场
上“唯一继承了稷下讲学的人”；抑或调侃东
北人幽默，但是“对蚕蛹来说，一生都要被他
们烤，一点也不幽默”的地域反差……诸如
此类，充满着妙趣横生的市井气，又能在不
经意处道出烟火人间的平凡百态，被网友们
称为是“百万文案”。

说到创作的“雷点”时，担任撰稿工作的
总导演陈英杰与同为撰稿、同时也是总策
划、导演的张岳明，都异口同声地说到了一
点，那就是极少使用当下的网络流行词。“什
么‘绝绝子’‘YYDS’‘破防了’之类的，这种词我
们绝对不会用的。我们不希望用很多很固化
的语言，去谋求所谓的跟年轻人有共同语
言。我们还是想拓展语言表达的可能性。”

万丈红尘里的细碎闪光点最动人

围桌而坐的食客吃得满嘴流油，服务员
游刃有余地穿梭在桌椅中，憨态可掬的老板
笑着引客人入座……人间烟火，仍旧平凡而
温暖，琐碎而治愈。“正是这种日常生活，是
最不容易被撼动的，对美食的向往也不会被
磨灭。”张岳明说。

美食纪录片中，美食总是和人物故事紧
紧捆绑在一起，若没了人间故事的酸甜苦
辣，再美味的食物也少了灵魂。但如果将重
心放在人物故事上，又会引起网友的疑问：
究竟是讲“人”，还是讲“食”？

如果想要煽起屏幕外观众的热泪，陈英
杰直言，片中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你要是
讲深了，这片子就变味了。因为烧烤本身是
给大家幸福感的一个美食，我们尽量去抓生
活里边积极的东西，以温暖轻松的方式，焕
发大家的热情。”

“万丈红尘里，各种各样的细碎的闪光
点，是各个年龄层都能感受到的。我们当时
做的时候，也是想最大程度地让大家找到共
鸣。”张岳明补充说。

“有人味儿”的作品难以被模仿

《人生一串》走红的背后，自然跟其受众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细看该片的受众
分层，年轻人的占比达到了多数，某种程度
上，这也颠覆了大众对纪录片受众定位为

“高龄、高知”的认知。走过三季，仍被年轻
的观众所认可，未产生审美上的疲软感，来
自于作品“真实”的生命力。

“我觉得我们做得不错的一点，就是在
整个制作过程中，从来没有跟观众装腔作势
的意思。从画面的拍摄，到解说词的撰写，
尤其是主创跟观众交流的角度，是平等而真
诚的。”总制片王海龙说。

在《人生一串》之后，“跟风者”不在少
数。但在陈英杰看来，也不过是“画龙画虎
难画骨”罢了。因为在《人生一串》诞生之
初，就注定了其是有着极为鲜明的个人风格
特色的作品。

能够经历数年仍拥有热度和口碑，《人
生一串》展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当片尾的
字幕亮起，满屏弹幕飘过的“多谢款待”，也
在无意间印证了那一句“人间烟火气，最抚
凡人心”。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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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云嘎：
以前不敢想
能出演罗密欧

即便错过了跨年晚会中的阿云嘎，
也不应该错过《罗密欧与朱丽叶》舞台
上的罗密欧，这出中文版音乐剧复刻了
20年演出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法语经典，携原版的荣耀与中国演
员的东方质感跨年登台。其中四版“罗
朱”阵容中，若论人气，阿云嘎版罗密欧
当仁不让，不过在上学时，阿云嘎甚至
都不敢想未来自己能够出演罗密欧。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音乐剧亮相

《人生一串3》：
续写烧烤摊人生百态

法语原版编舞、导演卡
尔·波塔尔此次担任中文版
的导演与编舞。排练中，阿
云嘎说，“他对我们的呈现
很满意，我们有不懂的也会
随时问他。这种合作是非
常良性的，排练中没有任何
语言障碍。”据称，法国导演
在剧组学会的第一个中文
字，就是“牛”，足见其对中
文版演员团队的认可。

在阿云嘎看来，剧中每
一首歌都太好了，如果非要
说出一首最爱的话，他选择
的是《我怕》和《仇恨》。“《我
怕》是罗密欧复杂内心的展
现，他就像是一只被束缚的
笼中小鸟一样，看到了即将
要发生的不可控的事，却无
能为力，这首歌把他内心的
纠结唱了出来。而《仇恨》
的编舞和曲目都非常好，可

以说是一首歌搭建起了整
部音乐剧的基调，作品由此
开始延展。”

“ 享 受 舞 台 、享 受 当
下”，这是每次参与舞台剧
创作时，阿云嘎最喜欢说的
一句话。“2020年年末，《在
远方》的创作给我带来了无
尽的快乐，这种快乐只有从
事戏剧创作的人才会懂，都
说创作的过程是痛苦的，但
作品呈现的一刻却是无比
美妙的，非常幸福，又如此
简单，这是比演出还要快乐
的另一种方式。而2021年
年末，《罗密欧与朱丽叶》的
演出，我想传递给观众的
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爱
已经被削减得非常多了，如
果观众看完后，能够珍惜身
边的人，这个戏就足矣。”

据北京青年报

有金曲有个性有故事
有颜值，《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部法语音乐剧想不红都
难。上大学时，阿云嘎就曾
在上赏析课时被这部作品
的片段一击即中，后来便自
己在网上找、向老师求，看
了全剧的视频。那个时候
他就在想，自己什么时候
能演这样的戏。“如果能演
这样的戏，真的是一种荣
耀，但却想都不敢想。那
时音乐剧尚未普及，但我
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剧种
会兴起的。因为这是桂冠
级的艺术。”

阿云嘎眼中的《罗密欧
与朱丽叶》有着近乎完美的
基因。“这个戏的音乐太好

听了，莎士比亚宏伟的爱情
和悲喜剧用音乐的形式完
成了故事的讲解，有韵律的
台词之外，音乐更加诗情画
意，每一个环节都恰到好处，
作品的成功也是必然的。”

剧中的罗密欧 18 岁，
而阿云嘎则尽力还原自己
18岁的模样，“我和罗密欧
之间有很多相似，比如 18
岁时的叛逆、忧郁和为爱冲
动，这也是每个年轻人都有
过的，谁没有过轰轰烈烈的
爱情呢！无形中我们之间
有一座桥梁可以进行沟通，
我不敢说我的这个版本呈
现有多么的好，但他一定是
独一无二的。只有融入自
己的经历，角色才会生动。”

出演罗密欧 过去想都不敢想1

一唱定情、一生许诺、
一世守护，十几岁的年轻
人，就该爱得热烈，有诺言
就敢托付终身，就敢违抗
世俗，甚至付出生命，看似
草率，而这也正是《罗密欧
与朱丽叶》最打动人的地
方。虽然罗密欧的生命极
其短暂，即便绚烂地绽放
也是昙花一现，但也正是
这种残酷的美成就了这部
法语音乐剧。

这些年，阿云嘎看过中
外太多版本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无论是英国皇家莎

士比亚剧团的话剧版，还是
巴黎的歌剧版，甚至各个国
家对于法语音乐剧的翻版，
他都认为各有可取之处。

“意大利、匈牙利、德奥等版
本，服饰和故事背景都融入
了自己的民族元素，无法说
究竟哪一个版本更好，都有
各自的长处。我们的中文
版是根据法语版复刻过来
的，也有人问在这个过程中
是否需要本土化，其实罗朱
的爱情不需要做本土化的
处理，爱情本身就已经足够
打动人。”

不需本土化 爱情本身足以动人

原版导演执导 排练中没有任何障碍

阿云嘎在剧中。

阿云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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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云嘎是罗密欧扮演者之一。剧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