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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原创话剧
《门第》主创人员正在
紧张排练中。

地点：青岛大剧院

10月

22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青岛这 年艺艺

▶●10月22日
青岛原创话剧《门第》主创人员正

在紧张排练中。
地点：青岛大剧院

●10月23日
王琨&王小菲油画作品双个展是

一场充满亲情、温暖与感恩的展览，艺
术之外见证了亲情的力量，一对互相成
长、互相成就的父女，一份无言却厚重
无私的父爱。

地点：里院美术馆

●10月24日
摄影展：四位魁北克摄影家眼中的

北美风情，展出四位魁北克摄影师充满
北美文化生态的摄影作品。

地点：市北区美术馆

●10月25日
古痕今刻——毛智华金石题刻书

法展以汉刻石为基，展示篆隶书法衍
变。

地点：青岛工人书法展览馆

●10月26日
引杯看剑大唐诗 | 薛易《大唐诗

人行》新书分享会：在纵横的诗意、剑光
和酒气中，是否也有你梦中的长安三万
里？

地点：良友书坊

●10月27日
“慧”做父母，阅见未来——亲子阅

读公益讲堂第一讲：如何通过亲子阅读
帮助孩子更好成长，如何实现高质量的
亲子阅读等。

地点：李沧区图书馆

●10月28日
《前行》谭鲁陶瓷艺术展
地点：青岛黄盒子美术馆

●10月29日
千剪万缕——苏霞剪纸作品展
地点：洛川家美术馆

●10月30日
2024当代俄罗斯学院派油画展
地点：青岛出版艺术馆海尔路馆

●10月31日
逐梦深蓝——青岛国际艺术名家

邀请展
地点：青岛画院美术馆

●11月1日
青山有约——刘鸿信先生从艺 60

周年山水画作
地点：青岛西海岸新区美术馆

（具体内容及时间以现场为准）
王 雷 整理

一出戏，怎么打磨成型？

从 2009 年面世的小说原著、2013 年首
播的电视剧到如今的话剧版，《门第》凭借
对都市情感的贴身观察和家庭生活的细节
呈现打动了众多读者和观众。该剧以罗
家、何家数十年的纠葛为背景，罗一诚、何
平这对老战友感情深厚，何平为救罗一诚
而殒命，罗一诚感念不已，决定把女儿罗小
贝嫁给战友的遗腹子何春生，两个门第差异
悬殊的年轻人开始了磕磕绊绊的婚姻生活。
饰演“罗一诚”的王绘春总结道：“两个孩子的
家庭出身、社会地位截然不同，愧疚的心理让
罗一诚硬拧着两人结婚。总结一句话：一个
老兵的报恩，两个家庭的情感纠缠。”

尽管原著故事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然
而，《门第》里呈现的对于家庭、婚姻的讨论
仍然不过时，反而在当下女性视角下有了
新的讨论空间。饰演“何春生”的何九华表
示：“这出戏呈现的其实是三对夫妻（罗家
夫妇、何秋生夫妇、何春生夫妇）的共同生
活。罗家、何家有一些门第的差距，两家
人交织在一起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在
舞台上有了非常真实的体现。我在这部
戏中深有体会，从中悟到了如何回归现实
生活、汲取感触，进一步从剧中吸取一些
经验教训。”饰演“罗小贝”的邓莎表示：

“《门第》挺贴近现实生活的。虽然原著说
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的事情，但现在到了
2024年，大家对生活、婚姻、责任的观念都是
一脉相承，所以完全能够理解主人公的行为
和想法。”

话剧《门第》舞台中央设计了一个“冰
窟”主造型，还原了当年罗一诚被何平搭救
的遇险场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的生命
牺牲自己，这是我们整个舞台的立意。”导
演刘姝辰介绍，《门第》设计了一个写意风
格的舞台空间，“整个舞台是个圆形的设
计，一个接一个的圆，特别像是命运的齿轮
在根据剧情发展不断转动。冰窟下面有一
些‘门’，每个时空都是通过这些‘门’穿梭，
观众可以看到具体场景切换。有的时候这
些‘门’像是写字楼的门，对于何春生来说，
他能不能进去这道‘门’？从这个‘门’里出
来的白领是和何春生不同阶层的人，他怎
么看待这些人？通过舞台上反复的演员调
动，实现了‘门’和‘门第’的强化，多方位传
递《门第》的主题。”

从主创角度来看，同一出戏的剧情有
着不同立场，要包容各个角度的理解。邓
莎透露：“我们一直考虑观众是已婚的多还
是未婚的多，他们看了《门第》以后是对婚
姻更有期望值还是会更畏惧结婚。”何九华
表示：“我们不能定义何春生、罗小贝以及
每个角色在婚姻中的对与错，只是根据自
己的理解把各个角色做了个人化的梳理。
总结下来：善良的人也许做了一件错误的
决定，但我们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善良和美
好的。”

一出戏，如何走出文本？

《门第》既是一部热门小说也是一部热
剧，如今搬上舞台，构建了一个从读者、剧
迷到戏剧观众的漫长反射弧。两位主演在
进组前对小说、剧集都有重温。

何九华既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也是
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喜剧演员、综艺嘉
宾。他表示：“我和何春生都姓何，这可能
是 导 演 找 我 的 原 因 吧 。 春 生 是 一 个 非
常接地气而且非常烟火气的人，他的家
庭也是这样的。相声也需要接地气，跟
观众简单互动聊天，最朴实、最能贴近百
姓生活，这也是相声演员跟何春生贴近的
地方，所以排练起来比较轻松，表演更加生
活化。”

饰演罗小贝的邓莎也是一位经验丰富
的演员。“罗小贝属于高知人群，她的教育
背景良好，又是海外研究生毕业，整个人很
有教养，有好的文化也很有自信。”邓莎说，

“她的整个性格还是内敛的，不是张扬外放
的，在婚姻当中她也是选择容忍，跟何春生
一样，两人都是讨好型人格，互相觉得对方
容忍了自己。”

为了寻找“青岛一家人”的感觉，《门
第》主创特意去了里院寻找老青岛的味
道。“青岛里院是非常有标志性的老建筑。
我是北京小孩，进入到那个里院很有感
觉。进入院子的一瞬间，我突然感觉接地
气的东西回来了。”何九华对里院感触深
刻，“采风第二天，我们开始着手何家戏份
的彩排。因为那次采风，我们‘何家人’突
然变得非常融洽，让‘罗家人’十分羡慕。
我觉得那次采风非常重要。”

从音乐剧《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
娜》到话剧《一句顶一万句》《门第》，文学原
著相继变成舞台作品，“走出文本”的意义
非凡。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上海戏剧学
院博士后周珉佳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小
说来说，走向更广阔的观众是一种加持，因
为戏剧观众是有筛选的。观众从书桌前进

入到剧场里，自行做筛选。话剧门票不便
宜，观众在什么情况下愿意看一部‘我已经
阅读过的小说’改编的剧作，这个前提已经
在叠 buff了：第一，我有兴趣接受另一个维
度的审美，想去剧场看剧，说明这样的观众
文化水平不低；第二，观众知道这部剧，对
这个作家就有所了解，是怀有审美期待
的。在这个基础上进行阅读的拓展和深
化，对于小说原著来说难能可贵。专业读
者会一遍遍重读，主动买票观看是积极深
化阅读的过程，对作家来说有着积极正面
的作用；第三，对于戏剧市场来说，一部戏
需要大的投资，怎么样尽可能保证商业收
益？最好改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原著，这
样至少有一部分来自阅读者的基础观众，
这就是大 IP 有价值的原因，对于制作方来
说有收益的保证。”

一出戏，如何走出青岛？

一出“青岛原著”好戏，如何“走出青
岛”？从《门第》主创的采访来看，既要“有
青岛”，又要“无青岛”。有青岛，像是青岛
籍演员王绘春所说，“原著中的5路电车、四
方路、劈柴院都将搬上话剧舞台。我必须
得在首演场说上几句青岛话，比如跟‘罗胜
利’发火什么的。”“无青岛”，则是从舞台
呈现到价值观呈现普适性，捕捉现代主流
观众的趣味。

导演刘姝辰表示：“《门第》的舞台我们
用的是写意风格。不仅是舞美，灯、服、道、
效、化各个部门都是强化一个主题：两个阶
层，两种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他们在思想观
念上不停地对撞。我们没有里院那么实打
实的景，但我们用唢呐这样传统的器乐跟
西洋乐搭配成‘婚姻变奏曲’：以唢呐这样

‘下里巴人’的器乐跟西洋乐器形成的不同
风格的对撞。在服装上，何家人以软塌塌
的、褐色的服装为主，是一种不提精气神的
土色调；而到了罗家，从爸爸的军装也好妈
妈的套装也好，都让人感到这家人精神上
非常自律，对自我形象有着要求。这种对
撞体现在舞美各个方面。”

巡演剧目本身从创作到推广都有着特
殊要求。“有的戏装台成本极高，甚至能占到
成本的1/3，因此，有的戏只在某个城市、某
个剧场演。”周珉佳介绍，“巡演体现了一个
城市的文化权利，制作方会深入评估哪些城
市适合巡演，比如深圳、北京、上海是都市题
材剧首选，而历史题材在成都、西安就会比
较受欢迎。像是一些具有独特艺术美学的
戏剧，巡演效果好的往往是文化滋养好的城
市而不是经济发展特别好的城市。”

《门第》走出青岛，做了哪些准备？“正
能量的传递也是该剧的初衷。”何九华表
示，“我们希望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对于
小说读者、剧集观众和戏剧观众来说，《门
第》的每一次新的呈现方式都间隔数年，不
同年代的观众会有不同的思考，大家结合
自己的生活实际会不会产生更加正能量的
思考，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而在导演看
来，《门第》是一个有古今传承的社会话题，
代表了大家对“他者”的认同困境，“门第在
中国古来有之。古代一个家庭或者成员因
为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形成了门第差异，而
今天不同家庭背景下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思
想观念冲突、生活习惯差异。我们通过两
个家庭的人物关系线把整个故事讲述清
楚，让观众看到阶层不同造成的行为、生活
细节的差异，同时也经由人物的心理独白
理解‘不同的人实际上在想什么’。”

一部好剧走出青岛，迎接《门第》的将
是全国观众的审视。在刘姝辰看来，《门
第》是一部有人缘的戏，也是一部有话题基
础的戏，“我觉得‘门第’是普遍存在的，不
光是中国，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
角落。我们把它视作一个共通的社会话题
来讨论，因而在创作《门第》时就没想说针
对哪个城市来凸显它的文化色彩。考虑到
首演在青岛，针对青岛观众设计了一些地
方的戏剧语言。到了北京，我们有些胡同
里的台词；去了上海，就有符合当地观众的
语言特色。种种设计，为的是增加观众跟
戏剧的亲近感。”

大剧院艺术节压轴大戏探班，如何从“青岛原著”到“走出青岛”——

第一重纱：《门第》风致如是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2024青岛·大剧院艺术节闭
幕大戏话剧《门第》将于 11 月
16、17日在青岛大剧院歌剧厅上
演。作为岛城首部出品、全国巡
演的原创话剧，该剧主创团队历
时四年深度探索，将原著中的情
感纠葛与社会洞察转化为舞台语
言。话剧《门第》由青岛体育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北京保利剧院
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演艺集团青
岛市话剧院有限公司共同出品，
首演之后，该剧也将开启全国巡
演，将这部带有生活气息、青岛基
因的作品呈现给全国观众。

10月 21日，话剧《门第》举
行了首次媒体探班，主创团队正
在加紧打磨，饰演“罗一诚”的演
员王绘春表示：“这部戏已经排了
一段时间，演员的创作热情高涨，
每个演员把自己的戏份充分表现
出来了。导演要不搂着点，这个
戏奔5个小时了。”距离首演还有
两周多的时间，《门第》只是揭开
了第一层纱，而它的“全貌”让人
充满期待。

■《门第》
排练现场。

本版摄影 王 雷

■ 邓 莎
剧中扮演罗家
女儿罗小贝。

■何九华
剧中扮演何家
次子何春生。

■王绘春
剧中扮演罗家
父亲罗一诚。

《门 第》
导演刘姝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