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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樱桃红了》，由青岛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指导，市文联、
青岛演艺集团联合出品，青岛市话剧院创排，被列入国家艺术基金
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故事背景设置在青
岛崂山区北宅街道的一个社区，是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的新农村建
设题材大型群像悲喜话剧。盛产樱桃和大馒头的北宅村新一届村
两委换届选举结束，希望连任村支书、村主任的康老四落选，其哥
们也是情敌姜文龙当选。于是，两个在村里最有名望的家族围绕
招商引资后全村搬迁、厕所改造、村集体收入、各家樱桃园、大馒头
协会组建，产生一系列情感纠葛。几百村民排着队到姜文龙家上
厕所，康老四要扒姜文龙家房子，在驻村书记王雅娟言传身教，老
支书姜文龙父亲责骂下，两人的媳妇首先意识到错误，最终，姜文
龙和康老四放下恩怨，齐心协力带领乡亲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奋勇争先。

全剧灵活运用时空，将典型人物放置在最能突出典型性格的
矛盾冲突中去塑造，巧妙地将乡村振兴这一现实主义题材的叙事
和村民的生活故事融合在一起，生动而又鲜活地展示了充满生活
气息的新时代美丽乡村的新图景。

作为党的二十大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大戏，话剧《樱桃红了》立
足乡村振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紧扣时代脉搏，展现
了新时代、新农村的生活风貌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
想创作一台农村戏，需要体验和观察生活，不能靠臆想，这一点尤
其体现在演员表演风格的把握上。姜文龙和康老四两任村支书、
村主任为了给乡亲谋福利而各不相让，到底是种植耐存储的大樱
桃还是更甜美的小樱桃，到底是走农产品深加工之路还是发展生
态农业吸引游客消费，每个剧情冲突都隐含着对北宅樱桃的挚爱，
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姜文龙和康老四这两个典型人物的鲜明个性。
他们从互相不理解到携手并进的转变，不仅是二人互相磨合妥协
的过程，更是自身成长的过程。

其实二人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可谓各有千秋。但他们的性
格又有一脉相通的共性，即对于村民的恪尽职守与磊落襟怀。正
是这种共性，使得他们即使发生再大冲突也不会去破坏真挚的干
群关系，也正是源于这种共性，使得他们在激烈冲突后能够形成思
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和紧密团结。该剧通过两个人物性格冲突的
展现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迸发出激烈碰撞，最终完成对多
重性格的描绘。这种矛盾冲突的把握，是性格逻辑和艺术逻辑的
统一，这就是艺术分寸的绝妙所在：将人物的真实与性格的艺术表
达相结合，回归到生活常态中。

话剧创作主要是通过矛盾冲突的激化营造戏剧高潮，两人爆
发的冲突是剧情的一大亮点，也使得剧情更加丰满立体。

现实中的人物性格总是通过生活中矛盾冲突的碰撞中表现出
来，艺术形象的性格亦是如此。同一品格的一组形象中的两方有
主有次，以次衬主的描写手法可分为正衬与反衬。《樱桃红了》采用
的是正衬手法：同类型像，档次有高有低，以此衬彼，使得影视剧目
主题愈加突出和形象化。舞台作品对人物的塑造首先要从宏观上
规范出所要塑造的人物性格在特定环境下的冲突体现。人物关系
及人物自身的艺术展现手法很多，如人物之间的铺垫、藏露、离合
以及对人物自身塑造所用的夸张、点睛、反差等台词和肢体语言。
任何手法都只是为了更好地塑造，展示人物的性格形象服务，舞台
剧正是在此基础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樱桃红了》的舞台布景就像在讲述故事，饱含着浓郁的乡土
艺术语言。在第一次村委会上，两只灵动相视的雄鸡，将新旧两任
村支书、村主任激烈交锋的氛围感瞬间拉满。而暴风雨场景的雨
帘设计则是更为抽象的表现手法，既有倾盆如雨的寓意，又是农村
门帘景致的呈现，演员在表演中穿梭其中，独特的视觉效果将乡村
生活中的人与景细致地展现出来。舞美场景以樱桃赋予的审美意
象构建起整个画面的空间基调：白色天幕、乡村远景、红黄渐变幕
以及开场幕这四道景片生成想象空间。同时布景运用色彩鲜艳的
农民画元素，以红绿黄为主色调，紫色、蓝色加以调和，用绸布包棉
芯形成立体软浮雕效果。画面与画面拼接后产生相互对照、冲击
的艺术张力，从而引发观众无尽的浮想和深邃的思索。进而充分
展现舞台剧的艺术内涵，从而达成比喻、象征、暗示等艺术效果。

一段绵长悠扬音乐之下的“樱桃赞歌”首尾呼应，如同一簇希
望之火照亮充满烟火气的村庄，又好似勤奋执着的北宅人奋力前
行的步伐，以热烈朴实的视觉冲击和灵动明快的听觉形象，绘就了
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新时代美丽乡村画卷。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视创作人，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由张小斐、张嘉倪、李泽锋、黄晓明领衔主演、赵昕主演
的女性逆袭剧《好事成双》前不久播出。该剧讲述了都市女
性在面临巨大变故时，如何冲破现实桎梏，实现逆风起航的
励志故事。

该剧改编自朗朗的小说《双喜》，女主角林双曾是一流大
学的高才生，后来成为全职妈妈，为了家庭全身心付出后遭
到丈夫的背叛，不得不重回职场。她还与“小三”合作，成功
对付渣男，用行动完成了从家庭主妇到职场人的转变，也收
获了和顾许的美好爱情，迎来自己的新生活。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女性的困顿与成长一直是文艺作品
的热门题材。林双和江喜所面临的家庭危机、情感纠葛与职
场难题屡见不鲜，但剧中的几位熟龄女性理智与感性并存，
突破困境、找回自我，完成了从家庭主妇到职场人的转变，许
多情节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该剧跳出单一的“婚姻”议题，从全新角度出发，将女性
境遇的描摹延伸至更广阔的范围，通过女性互助、双向救赎
等温暖治愈的方式，展现了都市女性直面自我需求、勇于重
新开始的生活态度。

这部剧构建了家庭真实感和已婚女性的日常感，林双与
女儿、丈夫、公婆的关系状态引发了观众共鸣。几位拥有“原
生关系”的女性，相互扶持共同成长，以女性的飒爽力量构建
起新型女性关系。

林双、江喜等人的年龄、职业不同，面临困境有相通之处
又各有侧重。这些难题包括婚姻危机、全职主妇困境、生育
压力、年龄焦虑、小镇青年身份归属感等，无一不是生活中常
见的矛盾点，无一不能折射出当下都市女性的生存现状，透
过这些难题得以深层探讨现代都市女性在多重困境下的个
人选择与思考。

此外，该剧没有落入“雌竞”和狗血的窠臼，以反套路的
模式刻画了林双与江喜之间的新型女性关系。她们虽然是
敌对关系，但依然展现出女性之间携手互助、双向救赎的包
容力，以及通过努力破局脱困、完成自我意识觉醒与个人成
长的魄力。她们充满勇气，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林双和江
喜在职场交锋和情感碰撞中各自成长，迎来属于自己的新生
活。而“女人帮助女人”，在该剧中也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
实打实地付诸行动，让观众为她们欣喜赞叹。江喜从小地方
来到大城市，身上背负着家庭的重任和自己的梦想，她聪明
能干也爱慕虚荣，深陷感情漩涡也能幡然醒悟。

江喜最终与林双“结盟”，她们不是“姐妹”，不是“朋友”，
似乎也不仅仅是基于利益的“盟军”。这种新型女性关系，既
丰富了女性关系的表现形态，也彰显了女性在困境中正视自
我、重塑自我，最终自主突围的心路历程。

这部剧以更加写实的表达方式，更具当下性的观察视角
带给观众理智的情感体验，对于女性独立、个人成长等话题
的深入探讨也引人深思。

林双和江喜展示出的独立、体面、智慧、勇敢、理性等品
质，让观众对新时代女性有了新的认知，也会从她们身上学
习这些美好品质，展现成年人都市生活图鉴。同时，林双和
顾许彼此尊重、相互支持、不求回报的细腻描摹，展现了充满
现代性的良性男女关系，他们“治愈式”的爱情给观众带来温
情和感动。

《好事成双》对于时代变化和大众情绪的感知，具备较强
的敏锐度和前瞻性。对于人物和情节的处理把控得当，既做
出了差异化，又保持着最大范围内的话题辐射。

一部剧好不好看，除了剧情，演员的演技是至关重要的
一环，实力派演员的“飙戏”让观众大呼过瘾。张小斐与张嘉
倪唇枪舌剑，明争暗斗，可圈可点，这对于国产剧的女主角人
设来说算得上是一个新意。黄晓明、李泽锋一正一反作为最
强辅助，也带给了观众不少的惊喜。

金鸡奖影后张小斐饰演的林双集温柔贤妻、完美管家、
护女虎妈各种“功能”于一身。她很漂亮但没有攻击性，与已
婚已育的中年妇女气质吻合，只是神态略显疲倦，主题曲歌
词“哀伤的眼神，透着一种坚韧”正是她的真实写照。从幸福
主妇到失婚妇女，可以真实展现一个中年女性生活的困境。

张嘉倪饰演的江喜表演有收有放，把第三者骨子里的嚣
张演得出神入化。一个复杂多面的人设，被她演绎得美丽得
体而不令人生厌。让我们看到一个“坏女孩”在林双影响下，
逐渐修正了走偏的人生方向。

李泽锋饰演的卫明又渣又坏，渣出了新高度。他极度自
私，只爱自己，嘴上甜得像是抹了蜜，下手却阴狠毒辣，追求
虚荣，忽视家庭责任。

黄晓明饰演的顾许足够清爽又有一定张力。卫爸卫妈
的扮演者钱漪、朱薇薇，把恶公公恶婆婆也演得相当到位，让
人感叹“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悲哀。

《好事成双》虽是一部娱乐性强的电视剧，但从中折射出
现代人对于女性独立的认知与态度。该剧以生动精彩的演
绎，警示人们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与幸福，活出真我，不要被虚
荣心所驱使，努力追求家庭与事业的和谐并行。

作者简介：何效杰，青岛市作协会员，青岛市当代文学创
作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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