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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春日，电影《回廊亭》赶的是“三八档”。而我感触
最深的点，也正是关于女性。影片想要传达的，不仅是东野
圭吾式的悬疑和反转，也不仅仅是人性在利益面前的幽深
难测，更多的是关于女性对爱情、生活的态度。面对爱情，
是迷茫迷失深陷，还是自觉自省自察？面对生活，是忍辱负
重委曲求全，还是温暖坚强将自己照亮？这，才是《回廊亭》
的终极主题。

幽深的大院，长长的回廊。身家数十亿的富商高晋病
逝，一众亲属聚集在回廊亭，各怀鬼胎，觊觎遗产。关键时
刻，律师周扬（任素汐饰）带着一本神秘日记来到回廊亭，于
是一年前的火灾凶案被重新提起。在火灾中丧生的，正是
富商流落在外的私生子，他可是全部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
人。凶手究竟是谁？真相到底怎样？回廊亭里一时气氛诡
异，剑拔弩张。

在《回廊亭》中，高家的老二高山（李传缨饰）外形粗犷，
内心粗糙，是个“妻管严”；高家老三高志（芦芳生饰）明明爱
着饱受侄子高健（王宫良饰）欺凌的程萱（汤敏饰），却一直
懦弱徘徊，不敢带她远走高飞；高家明面上唯一的第二代男
丁高健，吸毒还家暴，纨绔子弟一枚。

可以说，在《回廊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都是女性形
象。为公布富商遗嘱来到回廊亭的律师周扬，短发西装，精
明干练；回廊亭之主高晋的管家林珍惠（刘敏涛饰），素衣简
妆，古典恬淡；高山的妻子季冬梅（胡可饰），性格强势，说一
不二；高健的女朋友程萱（汤敏饰），柔柔弱弱，小鸟依人。
但是，这四个女人，因为面对爱情面对生活的不同态度和不
同选择，导致了各不相同的命运。她们之中，有的因爱生
爱，有的因爱生恨；有的因爱而活，有的因爱而死；有的因爱
在黑暗中看到了光亮，有的则因爱从黑暗走向更深的黑
暗。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女人真正的光？

程萱，高健的女朋友。她有些傻白甜，更像是恋爱脑，
长期忍受着高健的家暴却固守回廊亭，也许就是在等高志
带她远走高飞。但在高志心里，亿万财产远比心爱的女人
更重要。程萱显然错付了真心，最后只落得无端横死池塘
浮尸。

季冬梅，高山的妻子。她的性格原本就骄横，仗着儿子
高健在高家得宠，更有了“母以子贵”的跋扈嚣张。她将儿
子当成拿捏一切的砝码，于是娇纵溺爱不可避免，高健的骄
奢淫逸也就顺理成章，他们母子的悲剧结局也就势成必然。

林珍惠，高晋的管家。她谈吐得体，举手投足间有一种
阅尽千帆的从容淡定。殊不知，淡如微风的外表之下掩盖
着的是她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一年前的那场大火，正是
她精心策划所为。她用狸猫换太子的伎俩让高晋的亲生儿
子葬身火海，只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杜宇（侯雯元饰）得
到巨额遗产。机关算尽，最终却落得锒铛入狱、亲子背叛的
结局。

周扬，原名叶彤（明星饰），曾经是高晋的下属。高晋病
危时，为了遗产分配，命她寻找流落在外的私生子。一番辗
转，她找到了杜宇，并在彼此相处中爱上了这个男人。在命
运的黑暗与低谷中，爱情曾经是照亮了她的光。但很快，在
回廊亭的大火中，她重新跌入谷底——爱人葬身火海，自己
被烧成重伤。为了复仇，她整容易名，以律师身份重新进入
高家，只为寻找事情的真相。

可是，真相之外还有真相，杜宇不仅没死，也并非高晋
之子，而是整个阴谋中的重要一环。曾经把爱情看作生命
之光的她，发现自己只是被别人利用的一枚棋子。

重重迷雾渐次拨开，周扬也震惊也痛苦，却没有迷失。
她找到了隐匿于陋巷之中的杜宇，用他那句曾经拯救了自
己的话救赎了杜宇的灵魂：“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哪怕只有
一丝光，也要坚强地好好活着。”杜宇在狱中传话，放弃了母
亲林珍惠想要留给他的巨额遗产。我想，等他刑满释放后，
应该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走上清白而且有希望的人生
路。将他照亮并帮他走出迷途的，是叶彤的爱与执着。这
也是电影留给我们的一个温暖而开放的结局。

而此时的叶彤，已经蜕变成周扬。爱情曾将她照亮，但
生活告诉她，爱情并不是唯一，更不是唯一的光亮。电影结
尾，她带着一只狗狗走出了那个曾经带给她爱情的角落，自
信洒脱地走进光里，留下了一个坚定的背影。她说：“我就
是自己的光，温暖，坚强，照耀自己！”

我就是自己的光，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光，每个女人都是
自己的光。女人，就要做自己的光，不依附，不攀附，不做恋
爱脑，不做儿女奴，活出自信自尊和自我，用自己的光将自
己照亮。这也是电影《回廊亭》所传达出的最亮的光。

作者简介：李风玲，教师，特约评论员。

2023年4月8日，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青岛
市委宣传部、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指导，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演艺
集团联合出品，青岛市京剧院创排的现代京剧《东方大港》在青岛大剧
院首演。4月12日又登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舞台，参与“新时代舞台艺
术优秀剧目”的展演活动。该剧颇具时代感的音乐唱腔以及大气恢宏
的舞美灯光，深深打动了首都观众。

原创现代京剧《东方大港》讲述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智能港总设计师张
连钢及“连钢创新团队”自主创造智能无人全自动化码头的坎坷历程。剧
情以张连钢的叙述构思事件，推进情节，勾勒出戏剧冲突和场面动作，以灵
动、细腻、深刻、高远的视角回溯中国海港建设的百年历史与风云变化，展
现当代海港人不畏险阻、自主创新、协同作战、勇于创造的时代风貌与献身
精神，探究和构建当代海港人面向未来的筑港梦想，展现海港员工的家国
情怀和精神风貌，彰显“科技兴国”“人才强国”的豪迈壮阔。

“生活是艺术的根”，文艺精品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
才能发展繁荣。青岛市话剧院原党总支书记代路回忆，当年创作话剧
《海边有个男儿国》的时候，为了体验生活，在青岛港体验生活长达半
年。《东方大港》亦是如此，创作这部新时代现实题材京剧，需要大量真
实素材为支撑，为了更好地把握时代精神，反映生活本质，青岛市京剧
院经过三年多的酝酿，深入生活，直面一线工人，收集整理了大量一手
素材。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该剧主创团队多次赴青岛港深入实地体
验生活，与张连钢及“连钢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多次交流对话。几年下
来，剧本数易其稿，为剧目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源于“真实”的艺术最能
够打动人心，《东方大港》取材于“时代楷模”“连钢创新团队”的真实故
事，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该剧展现的不单是楷模的平面形象，更以张
连钢的视角深度挖掘先模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真情实感、真实人生，
因此更具感召力和冲击力。也正因为真实，所以先模矢志报国、勇于创
新的家国情怀才能震撼观众心灵，引发观众共鸣。

作为一部展现大国工匠和产业工人精神风貌的现代京剧，如何构
思和塑造好剧中“连钢创新团队”性格各异的人物，是编剧、导演和演员
必须面对的难题。而对于主人公张连钢的塑造更是剧本创作的重中之
重，也是全剧的灵魂所在。创作团队经过对人物原型的深入了解，采用
全新描写手法，摒弃对主人公脸谱化、扁平化的塑造模式，把高不可攀
的“大英雄”化为平凡的“小人物”。新时期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不仅需
要依靠强烈的视听效果对外在的显性冲突进行营造，更要着眼于人物
之间内在的潜行冲突。近年来，有些影视剧和舞台剧对主人公在迎难
而上、突破创新或绝地求生过程中内心世界的刻画，往往与真实生活有
所差距，最终结果自然是事倍功半。

与话剧《海边有个男儿国》不同，京剧《东方大港》并没有将主人公
置身于突如其来的险境，而是匠心独运着重描写张连钢与妻子的一次

“争吵”，为观众解开主人公的面纱，彰显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妻子一句
“别忘了你是一个癌症患者”的简单台词，入木三分地点出张连钢的核
心角色，作为一个刚刚经历过手术和化疗的癌症患者，在接下“建设自
动化码头项目负责人”的重任后，能否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建成我国第一
座全自动码头？通过这种“反写”人物脆弱的“人性”一面，更加能够衬
托其英雄的“神性”一面。

同时也能够自然拉近主人公与观众心贴心的距离，自动化、港口码
头这些普通观众日常比较难以接触和理解的词汇，有可能会“劝退”观
众，而《东方大港》中这样的剧情进程成功建立起观众对于主人公的情
感与信任，关注人物命运的流转，从而进一步引发情感共鸣，欲罢不能
地紧随剧情的脚步抵达故事结尾。

《东方大港》的成功充分证明，创作现代京剧首先要深入了解京剧的
现状，那就是作为数百年来薪火相传的国粹艺术，京剧在音乐、舞蹈、唱腔、
表演以至于舞台美术设计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程式，以此表演
现代生活的确存在难度。京剧的表演是写意而非写实，要展现现代生活就
必须突破适合于展现历史人物和历史生活的传统程式，创作出能够让观众
喜闻乐见的现代生活的新程式。这就要求创作者善于汲取各种舞台艺术表
现形式的精华，将其转化成京剧母体艺术的血肉，使之能够生动表现现代生
活。比如《东方大港》中一些念白明显借鉴了话剧念白的模式，而本质上却
是地道的京白，这就是在艺术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实现突破创新。同时在多
处使用幕后伴唱的形式，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走近人物，渲染舞台气氛，
衬托演员唱腔，突出人物情绪，推动剧情发展，并采用时尚电子音乐与传统
戏曲元素的融合创作，以音乐熔铸当代生活，彰显时代精神，使民族瑰宝焕
发出了新的活力……这些都是在艺术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实现突破创新。

现代舞台剧的创作要有鲜明的导向，紧扣时代脉搏，在当代中国的
伟大变革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作灵感，讴歌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精神，在筑梦新时代的浪潮中激流勇进，谱写新的时
代篇章。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视创作人，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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