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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話劇院話劇《四世同堂》以普通話作對白，
自2010年首度登上舞台，15年間已經走過70餘座

城市，累計演出場次超過400場。此次演出除了作為「中
華文化節2025」演藝節目之一，亦屬「國風國韻飄香
江」系列節目。
《四世同堂》這部長篇，老舍先生自認為是「從

事寫作以來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書」。他
使用百科全書式的寫法，將 17 個家庭中的 130 個人
物細膩地描繪出來，把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普通民
眾的生活展現得無比鮮活，被稱為「值得每一代中
國人閱讀的文學經典，值得每一個中國人珍藏的民
族記憶。」
2010年，中國國家話劇院開始着手改編這部現代文學

寶庫中的名著，不但由國內最具才情的女導演田沁鑫擔
綱導演，還邀請到老舍之子舒乙加入學術顧問團隊，首
演便轟動台灣中山紀念館。隨後陸續在台北、北京、香
港、澳門、上海、深圳等七十多個城市巡演，憑藉獨特
魅力屢獲殊榮。
在話劇中，田沁鑫用一場白描式的「群像寫生」，將
半個多世紀前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近乎1：1地還原
到舞台之上。也將祁家、冠家、錢家三戶人家的鬥爭與
忍耐，胡同裏的特殊文化生活，如畫卷一般呈現給每一
位觀眾。
故事講述1937年盧溝橋一聲炮響，拉開了中日全面戰

爭的序幕，也徹底打亂了北平城裏小羊圈胡同平靜的生
活。亂世之下，勤勞本分的城市平民的生活每況愈下，
都在逐漸喪失着最基本的尊嚴與希望。淡泊名利與世無
爭的錢詩人受到戰亂的波及家破人亡，而這卻促使他拋
棄了知識分子的懦弱慵懶，成為了一個錚錚鐵骨的鬥
士。祁家是小羊圈胡同最本分平和的人家，面對變亂，
家庭成員也凸顯出迥異的派別立場。究竟祁老爺子能否
守住「四世同堂」的理想、能否過上八十大壽，成了他
人生最後的懸念。
此次香港演出由段奕宏擔任說書人，張露、徐衛、陶
虹、吳彼、師悅玲、呂靜、趙芮、馬昂、李沫頷、陳雨
婷等（陣容以現場演出為準）一眾中國國家話劇院實力
演員合力主演。

話劇助力中國文化出海

導演田沁鑫介紹道：「老舍先生把筆觸放到了北京的
胡同，書寫了一部平民史詩，講述了北京人在14年的抗
戰心路中，他們的掙扎忍耐與堅持。這種堅持的力量在
我們每一個人身上，不管我們現在身處一個城市中或是
在一個正在進步的時代裏面，我們都有要面對生活中的
挑戰困難的時刻，更不用說當國家遇到大的戰亂和外辱
的侵襲。老舍先生筆下的這一群北京人，到最後他們能
夠有一種意識上的堅持，才迎來了14年抗戰的最終的勝
利。」
《四世同堂》作為一部國家級的話劇，已經堅持演出
超400場，它對於中國文化的出海有着不能取代的影響
力，作為中國國家話劇院院長，田沁鑫說：「2035年我
們要實現文化強國建設，也就是離現在只有10年奔跑
期。在世界關注中國的時刻，我認為增強中華文明的傳

播力和影響力，戲劇是不能缺席的，而且它是我們一個
非常有力的助力，來推動中華文化出海。」
她說：「《四世同堂》這部戲首演是在台北，香港也
是第二次演出（2012年曾在香港演出），今年還有一些
計劃，歐洲、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也在邀請我們。它有持
續的生命力，就是因為能看到活生生的中國人的形象、
精彩的中國故事以及文化的一種精神。」

陶虹：舞台魅力奇妙 與觀眾互動有共振
《四世同堂》的每一次演出其實或多或少都會做一些
調整，作為主要演員之一的陶虹，已是多次參與演出，
她認為，面對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觀眾都可以迸發出不
一樣的創作火花，「這個戲已經演了十四五年了，每一
場演出我們都會根據觀眾的現場反應來調整舞台上的表
演，力求每一場演出都能夠跟觀眾呼應起來。胡同裏面
這幾家人的悲歡離合，潛移默化地將台上台下的觀演距
離融為一體，這種互動關係非常微妙，在影視表演中有
時候很難達到。」提到自己為什麼熱愛在舞台上表演，
她說：「現場的那種演員與觀眾之間關於溫度、情感的
傳遞，我覺得是劇場中最有魅力的一部分，所以這麼多
年我還是特別深愛着在舞台上表演。」

段奕宏：受香港文化影響頗深 來港演出有敬意
演員段奕宏在《四世同堂》中擔任「說書人」，他提
到自己是首次跟隨國家話劇院來到香港演出，心中有着
敬意，「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受到了不少香港文化的影
響，也多次在香港參與工作。我覺得香港的影視有很多
大家，包括武俠都很值得學習。這次來香港演出，有人
指香港說粵語，可能聽普通話有點麻煩，但我不太擔
心，我覺得兩岸三地的文化交流密度和頻率越來越高
了，都是非常良性的創作、合作氛圍。」
他認為創作強調的是土壤性，「老舍先生具有強烈的

北京文化，我們當然不能把扎根於老北京土壤的靈魂的
東西剔除得太乾淨，甚至可以不用剔除，對一方土壤的
文化的接受一定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哪怕是標準的普通
話。我們要堅持這樣去做，堅持土壤性的創作，堅持文
化靈魂的傳承和傳遞。」

20世紀四十年代，老舍先生以自己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為背景，寫出了表現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普通民眾生活的《四

世同堂》。中國國家話劇院院長、導演田沁鑫採用「新現實主義」手法，把半個多世紀前老舍先生筆下的小羊圈胡同復原

到舞台上，立體化還原當時衣、食、住、行的社會風貌，展開了一幅抗戰中北平市民的生活畫卷。7月3日，「國風國韻

飄香江」品牌重磅力作——中國國家話劇院《四世同堂》在香港

文化中心隆重上演，揭開了這部經典話劇本次香港站的演出序

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圖：主辦方供圖

「香港中華文化節2025」可謂好戲連
台。早前國家京劇院的一場「三國」大
戲，在香港文化中心掀起狂濤般的掌聲與
喝彩。狂濤之後，流傳久遠的三國故事，
忽然在我頭腦之中產生了強烈的代入感，
或許因為當代又進入到一個大變亂的時局
吧！
《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看標題
以為是三個折子戲，看過才明白，當晚上
演的是根據《三國演義》赤壁之戰的故事
改編的一部大戲，從傍晚七點半直演到深
夜十一點。據說這還只是簡版，基本就是
清代道光年間誕生的《赤壁之戰》劇本的
結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有人又豐富了劇
情，但這次國家京劇院的演出大抵沒有採
用。
從小就熟悉《三國演義》裏的赤壁之
戰，那是三國豪傑們的集體精彩亮相，
三個半小時的這部大劇，戲份最多的人
物是周瑜、魯肅、曹操、諸葛亮、蔣幹
這五位。周瑜的精明強幹，曹操的聰明
反被聰明誤，諸葛亮的神仙智慧，蔣幹
的愚昧功利，都刻畫得淋漓盡致。而魯
肅在這群人物當中是一個最值得玩味的
「複雜」角色。
「三國」最精彩的演義，當是錯綜

複雜的「國家」利益與人物關係。在曹操
的盤算裏，他的終極敵人是劉備，而孫權
是可以拉攏收服的一支弱旅。年輕的周瑜
帶着區區6萬人的東吳水軍，對抗83萬曹
魏大軍，在曹操眼裏，根本不是對手，所
以才有了派蔣幹勸降周瑜、蔣幹盜書，並
以曹操中計錯殺自己的水軍首領為結局的
第一波智鬥。而周瑜心心念念的，不僅是
對抗曹操，更是要除掉友軍裏最能幹的諸
葛亮，為東吳未來的霸業除掉心腹大患，
於是又有了草船借箭、借東風這兩波「內
鬥」的神來之筆。
在我們的生活之中，曹操、周瑜這類精
明自負的人，蔣幹這樣愚昧自負的人，常
常可以遇到。類似諸葛亮的人則十分罕
見，是文學傳奇中才有的「神人」。而魯
肅，就是普通人，有常人的智商和心思，
在人群中也不難見到，卻是非常可貴的一
類人。
魯肅有大義。東吳面臨曹魏大軍壓境，
魯肅與周瑜同樣清楚看到東吳的未來，篤
定抵抗的決心。
魯肅有見地。他堅決主張聯合劉備力量
一起抗曹，而且親赴荊州誠請援軍，想到
說到也做到。
魯肅有格局。友軍僅派來諸葛亮一人支
援，魯肅不懷疑不倨傲不排斥，以難得的誠
意對待友軍，促成了吳蜀聯手大敗敵人。
魯肅最值得信賴。周瑜產生利用蔣幹
借刀殺人的想法，唯一可以和盤托出的
人是魯肅。而魯肅也迅速領會周瑜的意
圖，提出由自己代筆書寫蔡瑁、張允的
「投誠信」，以免周瑜親自動筆，筆跡
被蔣幹識破，也足見他是善於領會並完
善領導意圖的人。

除了這些優秀的個人品質，魯肅所處的
特殊位置對他也是極其艱難的考驗。周瑜
對諸葛亮暗起殺機，只告訴了魯肅，讓他
配合，而他是維繫吳蜀聯合抗曹的唯一關
鍵人物，他採取怎樣的立場，就充滿玄
機。
周瑜要求諸葛亮十五天造出十萬支箭，

由魯肅配合落實，轉頭就責成魯肅掣肘造
箭。魯肅清楚，通常十萬支箭需要一年的
工期，周瑜明擺着是要置諸葛亮於死地。
諸葛亮卻說，大戰在即，十五天太久，只
爭朝夕，立了軍令狀，三天交貨。
魯肅沒有周瑜的機謀，更遠遠識不破諸
葛亮的神操作，夾在兩個神仙之間，設身
處地想，換做是你是我，怎麼應付得了
呢？魯肅厲害之處，就在於他把立場站得
穩穩的，不論神仙打架打到天上地下，打
得多麼驚心動魄，只要能保護東吳的利
益，他就堅守。這才有了草船借箭的千古
傳奇。
魯肅守住了立場，更以真情打動觀眾。
諸葛亮趁濃霧登船駛往曹營，邀魯肅同船
共飲。魯肅不明就裏，一心想着當天交不
出十萬支箭，諸葛亮就會被周瑜所害，心
急如焚，渾身顫抖不止。他是因為真心稀
罕這位友軍朋友嗎？我看未必！大敵當
前，諸葛亮不能死，吳蜀聯軍不能散，這
恐怕是魯肅心中的大局觀吧！他的真情還
是歸屬於東吳的。
看到劇終，我才明白，這台戲最大的

「角兒」，國內京劇老生頭牌于魁智老
師，為什麼沒有去飾演瀟灑若仙的諸葛
亮，而是擔了魯肅這個看似次要的角色？
他在草船上不住顫抖着飲酒的表演，有理
由贏得觀眾最熱烈的喝彩。 ●文：李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宋
偉大連報道）「一壺老酒，
裝得下乾坤渾濁；一部好
劇，容得下人性曲直。」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
周年。早前，根據著名編劇
高滿堂同名電視劇改編的沉
浸式環境互動戲劇《老酒
館》，在位於遼寧大連的東
關街28號院上演。「相比傳
統戲劇，《老酒館》打破了

『第四堵牆』，演員和觀眾『零距離』，觀眾可以看到演員的細
微表情，甚至還能在戲劇中獲取自己的身份，參與到戲劇當中，
並且能推動劇情發展。」《老酒館》導演吳駿傑介紹，通過服
裝、場地等有機結合，可以讓觀眾穿越歷史年代，在觀看戲劇的
同時，完成「劇本殺」任務，與演員共同完成演出。
《老酒館》通過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戰爭期間，大連好漢
街上一個山東老酒館掌櫃陳懷海謀生計、釋大義的故事，展現
了關東地區波瀾壯闊的抗日鬥爭史和民族精神史。這部曾獲白
玉蘭獎、金鷹獎、飛天獎等多個電視劇獎項的年代大戲，首次
通過沉浸式環境互動戲劇的形式，讓觀眾穿越時空置身其中，
演繹一樁抗日傳奇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演出現場看到，東關街28號院被命名為

「大連老酒館」，還原了百年東關街風貌以及當時的警局、當
舖、日式民居、餐館、裁縫鋪、郵局等場景，並圍繞《老酒館》
IP，打造出一系列沉浸式體驗項目，通過戲劇、劇本殺遊戲、實
景還原陳列等方式與核心沉浸式戲劇聯動，展開支線劇情。
近兩小時的演出，演員穿梭在酒館的酒桌之間，表演在酒客

面前，時而跳出再跳進，許多台詞也令人捧腹，但這些都不影
響觀賞劇情的連貫性，重要情節依然感人甚至令人垂淚。飾演
「老警察」的國家一級演員孫旭明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挑
戰，這種互動演出跟話劇的演出不太一樣，它是更生活化的，
情緒要更誇張、更外放一些。」大連文化產業集團藝術總監張
榮榮表示，《老酒館》從經典IP到沉浸式戲劇的蝶變，不僅是
藝術形式的創新，更是文藝精品產業化的生動實踐。「讓藝術
不止於舞台，更成為驅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這是文
藝精品與文化產業的雙向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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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會、借東風、華容道》日前上
演。 康文署文化節目組供圖

●《老酒館》的沉浸演出設置打破「第四
堵牆」。 記者宋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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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
日期：

7月4日、5日 晚上7時30分

地點：

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北平風雨 漂洋來港

●國家話劇院的《四世同堂》再登香港舞台。

●（左起）陶虹、田沁鑫與段奕
宏接受記者訪問。 記者胡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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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描寫了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區普通民眾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