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班 》在 香 港 的 风波
辛垦

影片 《大班》，拍摄期 间 即 已 引
起多 番 风 波 ，在美 国 上映之后 ，票
房和反应均不见佳 ，影 评人 “齐齐
骂街 ”，芝加哥 的 华人认为 “中 国
人都应为 此感 到义愤”，而且被 评
为一 九八 六年一大劣片 。去年十二
月下旬，《大班 》在香 港七家影 院
联映，反 应如 何？一 言 以 蔽之：大
同小异。上座 既不佳 ，也 引 起一番议
论风 波 。

《 人班 》是根据六十 年 代英 国
人占士·加 维 的 畅 销 书 《大班 》改
编的，是 占 士 •加 维以亚洲 历史为
背景的小 说 《亚 洲 历史 四 部 曲 》之
一，由 大制片 家罗 伦蒂 斯 的 女儿拉
菲艾 挪 担任监 制，外景 在 广 州 和
港，澳 拍摄，耗 资 亿万美元之 巨 。
小说 讲述 的 是十九世 纪一个商人如
何在 南 中 国 海，包括香 港，建 立起
他的 商 业王 国 的挣扎史。影片 的片
名中 有个副 标题，叫 “香 港 的 诞
生”。陈冲 在此片 中 扮演女主角 。

香港观众 的一般反应是 “十分
失望”。认为 《大班 》是 部 “大而
无当 ”的 “平庸之作”，很 多 布景
简陋 异 常且不 说，整个故事只不过
来来 去 去 介 绍 此片 主角 “大班”的
部份人 生旅途，过 程沉 闷，没有 高
潮，而 演 员 的 表演 “有如 念 对 白 演
话剧之 夸 张”，有人认为 男主角 白
赖恩 布 朗 和 女主 角 陈冲是 “全片 演
出最 差劲 的 演 员”。

许多 影 评人批 评 《大班 》歪曲
了中 国 鸦 片 战 争 的 历史，歌颂 了 殖

民主 义 的 野 蛮 掠 夺 。不 错，《大
班》一片是可 以让观众看 到一点香港
历史的 。它描写 的是 当 年欧洲东来掠
夺的两 帮人马，贩卖 鸦片，被 林则徐
销毁鸦片并驱逐出 境，描 写 了 香 港最
早的 殖 民者是 怎样在这里 落 地 生 根
的。但是影片 却 把 贩卖 鸦片 的苏 格兰
无赖写 成 了 英雄人 物 。影 片 告 诉人
们：香 港是 由 他们 一手一脚去拓荒 出
来的 。而 影片 中 由 陈冲 扮 演 的 “美
美”（大班的 侍婢 、小老婆 ），那 么
淫荡 无耻，逆来顺受，取悦于主子 ，
一些评论 认为 是对 中 国人的侮辱 。

陈冲 的 表 演，有人 认 为 有 “突
破”，但 多 数人看得很 “不舒服”，
感到 “难过”。有的 说：“那种 卑屈 ，
自甘作奴隶，以 肉 体 去 奉 承，有点

‘ 贱相’，令人莫 名 其 妙 。”有 的
说：　“陈冲 一半以上 的镜 头 和 对 白 与
色情 电影无异”，“《大班》有的 是
什么？不过是 陈冲 两个半裸的 乳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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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 的 电 视 悲 剧
路海 波

我们 的 电视屏幕上
素来罕见悲剧 ，这是一
种审美 的 缺憾。因 此 ，
福建 电视 台 把莆 仙戏 《
团圆之 后 》成 功地改编
成电 视 悲 剧 《团 圆
恨》，就格 外 令 人 高
兴。

《 团 圆 恨 》在处理
人物塑造 与 屏 幕篇 幅限

制、人物 的 复 杂性与类
型化 、当 代意识与传统
故事框架等 诸种矛盾关
系时 ，都有 自 己独特的
审美发现 ，应该 引起我
们的 注意与研究。

一般认为 ，电视单
本剧 时空容量有限 ，只
能集 中 写好一两个主要
人物。但 《团 圆恨 》却
能对人物关系 和 情节 、
事件精心选 择 ，把相关
的五个人物同 时都推入
迫使他们不得不选 择的
境地 ，从而展示其独特
性格。于是 剧 中 的 婉
娘、施状元 、郑 司成不
得不在难 以挣脱的 封建
礼教重压下满怀愤懑 、
含恨弃世；状元 之妻甚
至求死 不得 ，在知府杜
国忠将 贞 节 匾改赠 于她
时，由 于 这 种 强迫 性
的“选 择”而 被 逼 致
疯；而杜 国 忠则通过 自
己对悲剧 的一手导演 ，
完成 了 他 的 性 格历 程 。
全剧 中 ，凡是人物最出
性格之处，正是人物 在
进行痛苦选 择之时 ：如
婉娘 自 尽前激烈 的 内 心
斗争；状元妻 在发 现婆
婆“不贞 ”秘密时 进退
两难 的 心绪展露；状元
在母亲 “失节”真相无
法掩盖 时 ，因 忠君 、孝
母、爱妻无法 几全而对
死的 痛苦选择 ，等 等 。剧
中对杜国忠破 案手 法 的
设计 处理 虽 有些 简 单
化，但杜 国 忠 却并不 是
个简 单化 、类型 化的反

面人物 。某种意义上 ，他
象《儒 林外 史 》中 鼓励
女儿绝食 殉夫 、过 后 内
心又不无矛盾 的 王玉辉
一样 ，完全是从他的礼
教观念 出 发 导演这 出 悲
剧的。剧 终 他将状元妻
手中 的毒酒夺下，将贞
节匾改赠 于她 ，他 自 认
为是救了 条清 白 性命，
并维护 了 礼 教 的 “纯
洁”。应该说，此人 内
心是 自 有其 深 刻 性格内
涵的。如 用 “反 面 人
物”的框 子规范他 ，显
然失之简 单 了 。

剧尾将贞 节 匾改赠
给状元妻 的处理 ，有深
厚的 哲理 意蕴 ，既 揭示
了整个悲剧 的深远历史
原因及 其必然性 ，也使
人下意识地 联想 到 当 代
的现实生活。“文革 ”
十年浩劫 和 当 前 改革 中
遇到 的 种 种 阻力 ，已经
证明 我们 这个 民族受 累
于封建 传 统 观念太 重太
深了 ，但令 人 悲 哀 的
是，却 并 非人人都 已认
识到 了 这点。但有人却
认为 还 是原作 中 让柳 氏
一头碰死 的处理更有冲
击力 。实际上 ，那 只能
造成短 暂 的剧场震惊效
果，而 没有改赠 贞 节 匾
那样具有更加深 远 的 象
征哲理 韵味。而 后 者 ，
无疑 是 在原 作 的 框 架
中，注入 了 当 代 的 审美
意识 。

广播剧 的 种 类
耿全 友

广播剧 是广 播
电台 录 制 播 出 的一
种声音艺术。从诞
生到现在 已有六十多 年 的 历史 了 。
现在它 已成为 艺苑 中 一 种 艺 术 形
式，深受人们 的 喜爱。

由于着 眼点不同 ，广 播剧 有不
同的分类 ，一般是这样 的 ：

从题材上看 ，分三大方面 ：历

史题材 、现代题材 、未来题材 。
从时间长短上看 ，分 四类 ：半小

时以下 ，
是短广播
剧；半小
时至一小
时，是 中
型广 播
剧；一小
时以 上
的，是长
广播剧 ：
超过三部
的，是系
列剧或连
续剧 。

从情节 和 情感
上看 ，又 可 分 三
种：

第一 种 是情 节剧。特点 是 着
眼于人与人之 间 或 者人 与 自 然之
间的 矛盾 冲突 ，情节曲 折跌宕 ，故
事性强 ，很 吸 引人 ，但感情 因素
较少。如天津人 民广 播 电 台 录 制
的《初 会桥隆 飙 》，剧 中 的故事
出奇 制胜 ，环环紧扣 ，主要 是 靠
故事的 情节来吸 引 听众 。

第二种 是情感剧 。其特点主
要是反映人的 感情 冲 突 ，着重 揭
示人 的 心灵 、心理活 动 ，如人物
命运 中 的 一个插 曲 ，情 感上 的 一
个波 澜 。这类剧 ，情节较简单 ，
听来却很动人。象 《没有织完 的
筒裙 》、《彭元 帅 故 乡 行 》就属
于这类剧 目 。

第三 种 是情 节与 情感相结合
的剧。如甘肃人 民广 播 电 台 录 制
的《沙海魂 》，故事曲 折而 富有
传奇性 ，其 中 又 贯 串 一 个爱情 的
悲剧 ，情感也很浓 ，听起来 ，既
引人，又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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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蛇传
》 是西安市秦
腔一团 新排的
一出 神话剧 。
它表 现 的 是
小青 为 姐 报
仇，上桃花 山
修炼 ，十八年
后，炼 就 碧 火
神珠 ，下 山 翦
除法 海 ，救出
白素 贞 的 故
事。刘晓玲在
此剧 中 较 成 功
地塑造 了 小青
这个角色。她

在该剧 中 每一 出 场 ，都能 给
观众 留下较深 的 印 象。凡是
看过 该剧的 观众 ，无不被 她
的深 情 婉转 、耐人寻味的 唱
腔所 吸 引 ，交 口 称 赞 她：“嗓 子
好，唱 得 有味！”

第二场 小青 在桃花 山 修炼 时有
一段唱段 是：“想姐姐塔底受苦难，
春光 旖 旎无心观 ，想姐姐塔底受苦
难，夏 日 炎 炎 苦炼丹 ：想姐姐塔底
受苦难 ，秋风萧瑟悲暗天；想姐姐
塔底受苦难 ，冬雪漫 山不觉寒。”
刘晓 玲 在 唱这 几句 时 ，主要突 出情
字。她声腔低沉而柔和 ，音韵缠绵
而圆 润 ，与此 同 时 ，表情 动作也无
不缘情 而动 ，生动地表现了小青 怀
念姐 姐 和 欲为 之报仇而苦心修炼 的
情感 。接下来 的 几句誓言 ，刘晓玲唱
时着 意于 “恨”字。吐字行腔悲壮激
昂，“恨不得下桃 山 ”一 句尤为突 出 ，
似有 斩 钉截 铁之 势 ，动作也 刚劲有
力，深切 地表现 了 小青对法海 的 满
腔仇恨和欲为 姐姐报仇的决心。柔
和刚 的对 比 ，情和 恨的交错，使这
段唱腔色彩顿添 ，感人肺腑。观众
既欣 赏 了美 的 唱腔，又产生了对青
儿的敬仰之情。

刘晓玲不仅在唱腔上颇有 功力 ，
而且在武功方面也有一定 基础。她 在
该剧 第七场中 的 “串 翻身 ”和 “打 出
手”等 都表演得较为 出色。打 出手对
她来说 是从艺 以来的 第一次。她接 到
这个任务时 ，非常担心 ，心想：“打
出手是一 门高难技巧 ，非得
有一年半载的 时 间 才 能 掌
握，而 《青 》剧 要在春节上
演，其 间 还 要排文戏 ，只有
不到一月 的 日 子 ，能 练 好
吗？”但她 排 除 了一 切 困
难，每天 四 趟功地苦练 ，在
半个多月 内 就初 步掌握 了 这
门技巧 ，按时于春节 上演 了
《 青蛇传 》，也赢得 了 同 行
的赞誉和 观众的 掌声。

刘晓玲从艺二十八年 ，
塑造 了 许多形象 丰 满 的 角
色，曾荣获一九七九年 西安
市青年演员汇演 优 秀 表 演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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