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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歆艺：
愿不再有女人被称为“潘金莲”

职场纪实节目凸显青年法医群像

“这半年做了一件我喜欢
的事，圆一个我 20 年的

梦。《我不是潘金莲》全国巡演拉开
帷幕，第一站广州女性戏剧节，我
们剧场见……”演员张歆艺近期在
社交平台发布的数条消息中，似乎
都围绕着一个话题展开，那就是
——话剧《我不是潘金莲》的演
出。作为话剧中唯一女主演的她，
对这部话剧倾注了大半年的心血
和精力。更重要的是，此中还寄托
着一位进入表演行业近20年的演
员的“话剧梦”，而站在话剧舞台正
中央，面对上千名现场观众上演喜
怒瞋痴时，也就成为了张歆艺“圆
梦”的时光。

《我不是潘金莲》一次次以不
同的形式呈现在读者、观众的眼
中，让人好奇，农村妇女“李雪莲”
的故事在当代还能被怎样书写。

就在话剧《我不是潘金莲》全
国巡演的间隙，封面新闻记者独家
对话该剧主演张歆艺。谈到话剧
中的点点滴滴，她台词信手拈来，
又对导演丁一滕、编剧卓别灵赞不
绝口，言语间不难听出对作品倾注
的认真和付出。

打 造 一 出 从 头 笑 到 尾 的 悲 剧

“潘金莲”跨越时空而来，与“李雪
莲”相遇。张歆艺主演话剧《我不是潘金莲》。

打破“李雪莲”形象
“一场从头笑到尾的悲剧”

“从演出现场的反馈来讲，我们应
该把之前观众心中‘李雪莲’的形象，完
全打碎了。所有人看完之后都觉得，这
不是他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李雪莲’。”

只要对《我不是潘金莲》这部作品
稍有了解的观众都知晓，这是茅盾文学
奖获得者刘震云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
的作品。小说以农村妇女李雪莲二十
年来的告状为主线，关注到女性家庭亲
情、传统道德和权力抗争的生存困境，
凭借幽默反讽的文学语言，深刻体现了
荒诞现实、时代隐喻和文化意蕴，更在
2016年被拍成电影，搬上了大银幕。

倘若只是“新瓶装旧酒”，无疑会面
对来自读者和观众的质疑。而改变的
第一步，自然是从文本的挖掘开始的。

“我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跟编
剧、导演以及制作者说，如果要站在一
个女性角度去深挖角色的话，不如站在
一个母亲的角度去深入，所以故事的落
点有了一定的转变。”李雪莲到底是个
什么人？她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要
提出假离婚？在被前夫背叛之后，她又
为何要去告状……在张歆艺不断的质
疑中，李雪莲的故事线浮现出了更为饱
满和完整的脉络。编剧将李雪莲与丈
夫秦玉河的“前世”挖出，又把她与儿子
的情感故事续写出来，让李雪莲的“来
处”有了清晰的足迹和印记。

当然，不光是文本上的创新与深
度发掘，作为人称“当下新一代青年戏
剧导演领军人物”的丁一滕导演的作
品，话剧《我不是潘金莲》的舞台呈现
形式，是大胆又前卫的。譬如，在这台
话剧中，能够看到戏曲、变脸、杂技、
RAP等艺术形式的“杂糅”，感受到来自
东西方艺术的碰撞交流，以及将传统
与当代的时空连接交融，却没有丝毫
的违和之感。

“正式开演的时候，台下的观众3
分钟一小笑，5分钟一大笑，一个小节

就鼓掌喝彩。但当我们一认真投放感
情的时候，观众哭得比我还大声。我
认为我们做到了，所谓的‘一出让人从
头笑到尾的悲剧’。”张歆艺说。

叩问“潘金莲”的命运
“解开妄加在女性上的枷锁”

原著中，主角李雪莲“悲剧式”的
一生，是从背负上“潘金莲”的名声开
始的。她与丈夫“假离婚”后遭到背
叛，又被污蔑是“潘金莲”。于是，她用
一生纠正人们的一个错误，只为了洗
刷被称为潘金莲的冤屈。后来翻拍的
电影作品，都延续了这样的叙事脉
络。但是，到了话剧《我不是潘金莲》，
他们开始思考“潘金莲”这样一位女性

在历史中的维度，她是否也像李雪莲
一般，是被“践踏”的女性，是在历史长
河中被“污名化”的女性。于是，当话
剧舞台上，一身京剧扮相的“潘金莲”
跨越时空而来，与张歆艺扮演的“李雪
莲”面面相觑时，那一句“我曾经也是李
雪莲，是世人把我们叫成了‘潘金莲’”，
让整个故事对女性命运的反思，有了
更为深层次的表达。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心，所有的故
事都是为了表达，我们希望这世上再
也不要有任何一个女人被叫作潘金莲
了。”张歆艺说，“潘金莲”这个名字就
像是妄加在某一些女人身上的“枷
锁”，而当这个“枷锁”被赤裸又残忍地
展现在剧中，观众更能感受到震撼。

“当李雪莲说出‘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再
不会有任何一个女人被叫作潘金莲’
后，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

其实，这样大胆创新的故事改编，
更为多元的内核表达，也一度让主创
团队忐忑过。在之前的媒体报道中，
张歆艺的忐忑一直持续到了北京大兴
剧院的合成彩排，连原著作者刘震云
的夸赞也未完全让她放松。

最终，当这个故事呈现在广州首
演的舞台上时，张歆艺全场两个小时
的呐喊怒吼，观众们盈满全场的笑声，
和看到李雪莲发出呐喊时的起立鼓
掌，都印证了这部作品的颠覆性成
功。就像刘震云所评价的那样，“气象
非凡、才气逼人”。

坚持“做自己”
“展现女性的姿态和风采”

对于张歆艺而言，接下这样一部
大型的话剧创作，推掉一切工作，前后
花费大半年时间专心钻研专心排练，
这样的经历，更像是一次“圆梦之旅”，
抑或是多年热爱话剧艺术的自己交出
的“答卷”。

“我觉得女性非常伟大，从生理上
来说她们就很美，因为人类的繁衍就
靠女性。”张歆艺说，近年来，更感受到
女性在社会上的角色越来越重，与此
相对的，是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也更高，
导致她们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希望
女性都能够自我，我希望女人在该做
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义无反顾地去做，
展现自己的姿态和风采。”

在话剧《我不是潘金莲》首演后，
张歆艺悄悄问过导演丁一滕：“咱们算
成了吗？”丁一滕说：“首演演成这样，
还不能算成了？以后会更好！”

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
图片来自受访者微博话剧《我不是潘金莲》主创及演员合影。

近日，芒果TV国内首档聚焦真实
法医职场纪实节目《初入职场的我们·
法医季》上线。这档节目不仅带大家
看到勇敢逐梦的青年法医群像，更展
现出中国法医代代相传的理想信念与
行业精神。

节目中，导师们都是行业中的执
牛耳者，但在面对实习生时，他们会耐
心地一一讲解、纠正面试中遇到的问
题，也会及时为遗憾淘汰者送上暖心

的鼓励。首期节目中还为即将入职的
实习生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中国第
一代法医工作者周文镛、中国第一位
法医学博士警察左芷津等行业“大拿”
惊喜亮相，与法医新人们面对面进行
一场“教科书级”的交流。丛斌院士为
实习生们解释法医的工作是为了维护
人们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八旬高
龄的周文镛先生向大家分享职业生涯

中2500多件解剖的经历……前辈们真
诚地讲述职业故事，分享实战经验，令
即将步入法医职场的年轻人备受鼓舞。

法医的理想信念，不仅体现在从
业者的坚守与奉献中，也体现在追梦者
的坚持与热爱中。节目中，实习生向琴
琴从小就对生命的奥义充满好奇，想要
成为一名法医。面试中，向琴琴用专业
的术语表达、敏锐的现场洞察和认真的
推测获得导师肯定，赢得实习资格。

来自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徐梓
童、临床医学专业出身跨界追梦的刘
朝谕、为法医行业发展而成为人体志
愿捐献者的屈轶龄……在《初入职场
的我们·法医季》中，逐梦青年法医群
像让人动容。正如《法医秦明》系列小
说作者秦明写给法医新人们的话，法
医行业“胆大心细”只是入门要求，“吃
苦耐劳”和“坚定理想”才是最重要的。

据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