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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活着》，孟京辉的长篇大论，让人有某种澎湃在胸间。但余华的短暂逗留却有
点意外，总以为对于这部让他自己也热泪盈眶的作品，改编成了话剧，他应该也有许多话
说，可匆匆一瞥，他留下并不那么长的对话，就闪开了。

文 l 毛予倩  由宇飞    图 l 资料

余华
有争议地“活着”起码不平庸

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和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的创作形
成了一股文学潮流，评论界称之为“先锋
文学”。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
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
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
对于此次由孟京辉执导的话剧作品，他给
出了“以天马行空的方式奇奇怪怪地忠实
着原著”的高度评价。

Yu Hua
余华

整场话剧只能用“惊人”二字来评价

Q：《活着》的话剧版里头，黄渤的台词量非常大，语速肯定也要很快，这样合

理吗？

A：黄渤的表演只能用两个字“惊人”，因为三个小时他都是高强度的表演，中间很

少时间离开，由于在北京加了一场，在中午、下午增加了1场，晚上再一场，两场6小时的高

强度的表演下来以后，我不得不佩服他身体好，体力好。这玩意儿光凭演技是没用的，黄

渤他本来就是我们中国演员中的一个另类，他不是表演系统里出来的一个怪才，他从外

面走到了表演，带着他自己的风格，告诉你们除了你们的表演风格，他还有独特的风格。

Q：你看完首演以后觉得很震撼，是因为他的表演方式震撼到你了？

A：我认为震撼到我的是话剧的整体，虽然黄渤、袁泉都很出彩，但是他们两个演

员非常优秀的把自己融入了整个舞台、灯光、音乐。并不是要把自己突出出来，所以这

个话剧的成功，黄渤和袁泉肯定是一等功。

Q：那对袁泉呢，怎么评价，虽然她的戏份不算太多，但观众一致认为很出彩？

A：她是一个很安静的演员，当她在进入到某一个角色之中的时候，她就是那个

角色本身，甚至会忘记自己的存在，她不是那种希望有很多戏烘托自己，她就是一个完

全沉浸在自己内心中的一个演员，所以我给她的评价就是即使她很柔弱地站在那里也

比别人强大。

Q：在此之前，有看过袁泉演的《青蛇》和《简爱》了么？

A：《青蛇》还没有机会看，因为我看过《简爱》了，我觉得她演得非常好，其实她

还可以演其他可塑性很强的角色，你在剧场的时候你听她的声音，有一种很阴美的穿

透力，她在新闻发布会的声音可能一般，但是一站上舞台，她的声音就具有一种穿透

力。所以，我认为袁泉是一个有爆发力的演员，她可以胜任许许多多的角色。

Q：你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家珍会像现在这样这么美，会不会

超出了期待？

A：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中国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演员叫袁泉，她那

时候还在念小学吧。当袁泉演完家珍以后，我觉得她就是家珍。

Q：也不会因为她长得太美了，觉得少了点贴近原著的感觉？

A：不会，完全没有，家珍我就觉得很美啊，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她不美呢？

把自己当成小人物来写作

Q：黄渤在采访的时候说，他选择孟导是因为选择了一种未知，那您选择孟导

是选择了什么？

A：我跟他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我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风格，但是他还是让我致

敬。我找他是为了让我的《活着》散发出一种全新的感觉。我不希望它就是一个古板传统

的套路，但是如果你叫上孟京辉的话，他就会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给别人的话你可能得到

的只是满意。满意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够了，我需要的是惊喜，所以我找了孟京辉。

Q：那他给你惊喜了吗？

A：我现在可以说：孟京辉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导演，因为我觉得他用舞台这

样的形式把《活着》这么好地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又和原著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在精

神上是高度吻合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把书写完了，我就站在一个读者的位置上，然

后，孟京辉导完了，站在一个观众的位置上，再来看《活着》，我觉得我们在精神上对

这部小说、这版话剧在精神上是高度一致的。

Q：你之前有评价说，话剧《活着》给你一种“期盼中的陌生感”，那是一种什

么感觉？

A：这就是我一直说我是孟京辉粉丝的原因。我其实一开始就预料到他会让我感

觉到陌生，我已经知道这哥们一定给我弄个新东西出来，可是我看完以后，还是让我

吃了一惊。所以，有人问我，和他还会不会有合作，只要这种感觉在，我觉得肯定是可以

的。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一开始，我们本来是要合作“许三观”的，可是，后来还是决定

先做了《活着》。我觉得以后要和别的导演合作“许三观”就很难了，因为孟京辉的《活

着》摆在那里。可是，孟京辉想法太多了，他一会儿想做这个，一会儿想做那个，等《许

三观卖血记》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再加上，看过黄渤和袁泉的表演之后，我心里

又很难接受别的人来演许三观和许玉兰了，他们两个也很忙，我觉得合作的想法是有

的，可是有很多现实问题，让这件事变得很难。

Q：《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当时出版的时候都挺受争议的，现在看来，大

家对这两本书搬上舞台还是很期待，你怎么看？

A：当年发表《活着》时，我受到了批评，《许三观卖血记》出版后，批评对着它去

了，《活着》被放过了。我从写先锋小说的时候就面对批评了，我已经习惯了。我相信时

间会说明一切，作品受到争议其实不是坏事，起码不是平庸的作品。 

Q：现在实践证明了你笔下的“小人物”们是成功的，对写这些接地气的人物

好像还有点偏执？

A：我自己也是小人物。起码我的成长过程都是一种小人物的生活体验，你让我写

大人物，我真写不了，我最多写到一个处长。莫言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他说作家不是

“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因为多一个你、少一个你，人民日子也没有

变化，人民不需要你去代表。但作家要作为人民的一分子来写作。我就是把自己作为小

人物来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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