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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兩代演員同台：「生命就像奇跡一樣 何等幸運能一起走這一趟」

7月的上海，連日最高氣溫都在40度上下，排
練廳的空調吹得很足，仍然擋不住汗水從

演員們的額頭不斷滲出。

兩岸演員聯袂演出 融合比想像中順暢
此前，《寶島一村》已經有台灣經典版和由大陸
演員出演的「上劇場」專屬版。這次巡演，是首次
將兩個版本、兩代演員集結在一起的新組合。飾演
老趙的是「老趙專業戶」、成長於台灣眷村的屈中
恆，而趙嫂換成了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生的青年演員
司雯。被視為另一位編劇兼導演王偉忠的原型角
色、在台灣出生的「小毛」，這次由大陸青年演員

馮鈺鋼出演。
兩岸演員的融合比想像中順暢。排

練時，大家統一身着印有「寶島一村
99號」標識的T恤，用劇中人物的方
言對着台詞，外人已經很難從中迅速
辨識出誰是台灣演員，誰是大陸演
員。演員們私下裏聊起，也都願意給
對方更多的肯定。資深 「朱伯伯」馮
翊綱就大讚司雯特別不容易，趙嫂是
所有女性角色中台詞最多的，而且嘴
巴要快。這讓起初特別怕給台灣的老
師們添麻煩的司雯慢慢放鬆下來，按

前輩的提點「怎麼舒服怎麼來。」

「眷村人本來就是大陸過去的」
緣何都能這麼快「入戲」？首先源於兩岸演員的
專業素養，大家在各自版本中都有豐富經驗，台灣
演員們在海內外巡演了300餘場，上劇場專屬版也
演了百多場，儼然活成了戲裏人。司雯還帶點羞澀
地表示，學生時代就開始在網上學習馮翊綱他們的
表演，至於《寶島一村》經典版的學習，更是必修
課。在台灣前輩們看來，順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大家的文化同根同源，「眷村人本來就是大陸
過去的。」
一年又一年，隨着兩岸交流交往的增多，大陸演
員對寫有「眷村」字樣的食肆、品牌早已不陌生。
但究竟「眷村是什麼」，如何演出「眷村味」，仍
然是紙上得來終覺淺。去「體驗生活」已經不可
能，那麼唯有通過台灣老師們「講故事」來彌補。

從前輩的講述中 一點點構建「眷村」
司雯說，最初，只能多聽前輩們講真實故事，

「瘋狂地去感同身受」，把眷村想像成小時候住過
的平房或者部隊大院。邊上的眷村孩子馮翊綱立刻
笑着糾正，還是有不一樣的。眷村裏住的是軍人軍
眷，但卻是「敗軍、逃難者」。就是在這樣的不斷
碰撞中，眷村一點點真實起來。年輕人最直觀的感
受是，原來，並不是所有人去了台灣就從此過着幸
福快樂的日子。兩岸的父輩們含辛茹苦，為家庭創
造幸福生活的經歷是相同的。
所以，在經過百餘場洗禮後，司雯逐漸「長」入
眷村。即使是已經沒有自己的戲，她還是喜歡坐在
後台，安靜聽老趙讀給小毛的信：「等我有了錢，
我也想給你媽媽蓋一個廁所。」然後任由自己淚流
滿面。「現在可能每個人都能達到的事，以前可能
就是一輩子的夢，這讓我學會更珍惜當下的生
活。」

「人」與「人」互相扶持 是中華文化共同記憶
還有能引發兩岸演員共鳴的是眷村的「人」。在
馮翊綱看來，和眷村質感最相像的，應該就是香港

的九龍城寨，他特別認同近日那部熱映的同名電影
裏的一句台詞：「『你在城寨裏面睡得着不是因為
城寨，是因為城寨的人。』說得太好了，眷村也這
樣。」在這方小小天地，大家在逆境中互相鼓勵和
扶持，在生活異常拮据的年代「一家出一個菜湊齊
一桌」，對於「偷看洗澡」等惡行會同仇敵愾，居
家環境再逼仄也要打掃得乾乾淨淨……
台灣演員認為，不可忽視的是，有很多優秀的中華

文化傳統，也是通過眷村出發，從而影響了全台。除
了傳統美德，還有戲曲、表演藝術、各地美食、禮
儀、無懼逆境的樂觀主義精神等。在他們心中，眷村
就是中華文化在台灣的根。因此，大陸演員能把《寶
島一村》演好其實不意外，在兩岸的孩子們人生中的
某個時段，都會或多或少有這樣的感同身受，只是地
點不同而已。這是中華文化的共同記憶。

不僅有專業交流 也不乏生活分享
「我們漂洋過海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只能
說，生命就像奇跡一樣。我是何等的幸運，能與你
們一起走這一趟。」這是《寶島一村》中的一句經
典台詞。
這次的巡演，首次促成了兩版「村民」完整的
「面對面」。雖然年齡、成長環境、生活經歷都不
同，但並不妨礙大家在台下打成一片。除了專業上
的交流，也不乏生活經驗上的分享。在上海天天排
練，無暇去吃一碗黃魚麵。到北京或許時間會寬裕
一點，北方美食更熟悉——馮翊綱、那維勳和屈中
恆的祖輩都是從北方去的台灣，馮翊綱還一直對相
聲表演藝術家常寶華老師家中的炸醬麵念念不忘。
和賴聲川一樣非出生眷村，卻眷村朋友滿天下的
那維勳，演了16年大牛。這個角色要從19歲演到55
歲。他和馮翊綱、屈中恆每每聊起第一次演出時的
混沌，還是會後怕：都不知道下一場戲有沒有自
己。「嚇都嚇死了。」如今，他實際年齡已過半
百，完全把大牛「長」在靈魂裏，今年卻又要重新
出發，把大牛「讓」給大陸年輕演員，自己出演另
一個角色「李子康」。但這一次他不再害怕，還想
對當年的自己說一聲：「你別慌，就跟着時間慢慢
走。」

隨着巡演開啟，大家熟悉
的「寶島一村」包子也回來
了，同樣被認真仔細地裝在
印有繁體字「寶島一村 99
號」標識的紙袋中，同樣是
熱騰騰的。
包子，和眷村記憶一樣，

是賴聲川和「村民」們的堅
守，鐫刻着一段兩岸融合的
故事：劇中老趙的岳母錢奶
奶來自北方，做得一手地道的天津包子，但嬌
生慣養的女兒趙嫂卻不願意學習，反倒是隔壁
朱家的台灣媳婦朱嫂，克服了語言障礙，將錢
奶奶的手藝傳承下來。劇中的錢奶奶最終沒有
實現心心念念的「回家」，但朱嫂的包子不僅
養活了一家人，也讓北方包子在台灣扎了根。
很多「村民」至今記得，當第一次聽賴老師提
出要給每位觀眾送包子，都覺得是不可能的：大
晚上哪裏找那麼多包子？怎麼確保衞生安全？但

拗不過賴老師的堅持，台灣首
演時發的是冷凍包子。不過很
快，為觀眾奉上熱包子成為每
個工作人員的神聖使命，這個
優良傳統一直延續到了上海的
上劇場。每次演出，大家都會
確定好包子的數量，並聯繫可
靠的商家準時製作和配送。包
子的餘溫一直留在觀眾手上，
錢奶奶的配方也被廣為傳頌：

肉的肥瘦比例要隨季節調整，夏天熱的時候是三
比七，冬天就是四比六……
據不完全統計，《寶島一村》至今已經在世界
各地送出約50萬個包子。台灣的演員們這次還
特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雖然到不同的地方演
出，包子的口味會根據當地習慣有微調，但也有
絕對不能調整的。當年在香港演出時，曾有人問
起，「叉燒包可不可以？」他們就果斷回答：
「不行，必須是咱北方的，18個褶的！」

賴聲川至今仍然記得，2010年《寶島

一村》首次來大陸巡演，第一場在廣

州，那6分鐘全場起立鼓掌，帶來的震

撼和感動。並非出生眷村的他，從小就

非常喜歡和眷村人交朋友，身邊一大半朋友也確實

來自眷村。但是當真的要做一部關於眷村的作品

時，當年他還是謹慎的，更多的考慮是：能不能把

故事講好、把人物塑造好、讓故事真正打動人心。

所以到大陸演出時就更加忐忑，他不知道這種題材

觀眾會不會有興趣？能不能看懂？

那一年，廣州的掌聲，直至一路北上收穫的讚

譽，讓他們開始相信，《寶島一村》可以觸碰到觀

眾「某一種神經」，這樣的觸動，超越地域和年

齡。這推動他們16年來不停演，不停改，從台灣

經典版到上劇場專屬版，直至今天這個版本。這

次，《寶島一村》初步完成了演員的代際更替。如

果要說有遺憾，那就是巡演首場那天，突然接到佩

佩姐（鄭佩佩）離世的消息。2015年，聽說上劇場

開幕，佩佩姐就欣然來滬出演開幕大戲《在那遙遠

的星球，一粒沙》。賴聲川感慨，如果不是檔期關

係，也很想請佩佩姐來演《寶島一村》。「她可塑

性很強，神秘感十足，很多角色都能駕馭，趙嫂

啊，鹿奶奶啊……」

《寶島一村》的經驗

還讓賴聲川在戲劇教育

和劇目建設方面看到

了 更 多 可 能 性 。 目

前，他的其他幾部作

品《暗戀桃花源》、

《江/雲．之/間》、《幺

幺 洞 捌 》 也 在 上 海 慢 慢

「漲粉」。今年12月，《寶

島一村》上劇場專屬版將繼

續演出，以至於上劇場的技術團隊都立下宏願：

「要弄熟賴老師的『四大名著』。」對此，賴聲川

謙虛地說，談名著言之過早，他希望把每個作品都

打磨成各具特色、隨時能拿出來演的作品。「慢慢

做。」至於能不能傳承，能不能在兩岸產生新的火

花，要看緣分。就像兩岸交流，「我覺得，只要兩

岸人民能夠正常地交流，相處就沒有任何問題。交

流就是理解，隔在中間的那堵『牆』就很容易垮

塌。」

馮翊綱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次來大陸前，

一位前輩還特別關照他：「要把握任何一絲可

能性，只要對兩岸交流有利的事情，該做

就要做。」

▲▲台灣台灣「「朱嫂朱嫂」」范瑞君范瑞君（（右二右二））和大陸和大陸「「趙嫂趙嫂」」
司雯司雯（（右一右一））第一次的碰撞第一次的碰撞。。

「很感動，我覺得是個新的開始。」坐在上海大本營「上劇

場」的排練廳，著名劇作家、導演賴聲川談起隔天晚上上演的

話劇《寶島一村》非常感慨。今年，這部作品在完成了16年超

過400場演出後，開啟新一輪大陸巡演。和以往不同的是，這

次巡演首次由台灣和大陸兩代演員同台，正如節目單上寫的，

「這在兩岸交流上是一次最特殊的緣分」。

和賴聲川一樣滿懷感動的，還有跟隨他16年一路走來的

「村民」們，無論是參與劇本初創的台灣演員馮翊綱、屈中

恆、那維勳，還是在上劇場「畢業」的大陸年輕演員司雯、

馮鈺鋼等，面對台下每次都經久不息的掌聲，熱淚盈眶的同

時，也說不出更多的話，唯有那句：《寶島一村》每演一

次，眷村就又再亮一次。希望這個故事能夠代代傳下去，讓

我們來傳承。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賴聲川：
慢慢做 剩下的交給時間

可以是叉燒包嗎？不行

《《寶島一村寶島一村》》1616年後新開始年後新開始：：
眷村的傳承是兩岸人的傳承眷村的傳承是兩岸人的傳承

◆◆《《寶島寶島一村一村》》77月在上海演出劇照月在上海演出劇照。。

▶▶兩岸演員兩岸演員（（左左
起起）「）「趙嫂趙嫂」」司司
雯雯、、「「老趙老趙」」屈屈
中 恆中 恆 、、「「 朱 伯朱 伯
伯伯」」馮翊綱和這馮翊綱和這
次從次從「「大牛大牛」」晉晉
級為級為「「李子康李子康」」
的那維勳接受的那維勳接受
記者訪問記者訪問，，暢暢
談排練中的心談排練中的心
得得。。

▲▲台灣台灣「「老趙老趙」」屈中恆屈中恆（（右一右一））和和大陸的年輕大陸的年輕
演員講戲演員講戲。。

▲▲（（左起左起））馮翊馮翊綱綱、、屈中恆屈中恆、、那維勳那維勳、、宋少卿宋少卿
這群老搭檔這群老搭檔，，每次排練都像第一次每次排練都像第一次。。此次來此次來
上海演出上海演出，，每天氣溫最高都在每天氣溫最高都在4040度上下度上下，，他他
們仍然堅持穿着戲服一遍又一遍過戲們仍然堅持穿着戲服一遍又一遍過戲。。

◆賴聲川在上海
接受記者訪問。

▲▲▶▶《《寶島一村寶島一村》》77月在上月在上
海演出劇照海演出劇照。。

◆◆《《寶島一村寶島一村》》的包子也成為兩岸觀的包子也成為兩岸觀
眾共同的溫暖記憶眾共同的溫暖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