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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中一鸣惊人的九连真人乐队，终于在

2020年结束前发行了首张专辑《阿民》。九连真人的音乐真的太
适合现场了，在《乐队的夏天》中就展现出这一点。他们的作品大
多有很强的戏剧性，歌声高亢、念白低沉，歌曲起伏非常大；阿龙
的小号一出，整个现场都可以沸腾起来。《乐夏》完结之后，九连
真人跑了不少现场演出，这也帮助他们站稳了脚跟，避免昙花一
现的尴尬。

新专辑姗姗来迟，效果却未如预期——太精致了。尤其
是专辑大部分歌曲都已经演过现场版，有了对比，就更暴露了
录音室版本的问题。“戏剧性”一直是九连真人的特色之一，但
放在专辑里却显得刻意。比如现场效果极佳的《夜游神》，专
辑版本却过滤掉歌曲中在失控边缘徘徊的疯狂感，歌曲每一
幕的转换都干净规整，就像一场排练好的话剧。过度制作掩
埋了九连真人最珍贵的粗粝生命力。

尽管有着明显的缺点，但作为九连真人的首张专辑，《阿
民》仍然是一张及格的作品。前半张专辑奔放，后半张专辑
深情，能够感受到九连真人在创作上的丰富性。《夜游神》和

《莫欺少年穷》这两首奠定九连风格的成熟作品自然无需赘
言 ，《北风》《招娣》《落水天》等歌曲则展现了九连真人在

“燃”和“炸”之外的柔情一面。
专辑中的《上岗去》和《度日》以幽默包裹着尖刻，展现出

九连真人的另一种力量。《上岗去》唱的是工作，不断重复的
“烦恼扔上天，又来上岗去”，不就是“我热爱工作，工作使我快
乐”的打工仔版本吗？歌中间还有一段念白，重复三遍“回收
旧彩电、冰箱、洗衣机、电脑”，第四遍的“电脑”变成了“大
脑”；《度日》唱的则是休息日，主人公阿民不是沉迷上网就是
出门瞎逛，明明已经丧失出人头地的可能，却还要听时代的大
喇叭洗脑“疯狂时代，把准命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有人说，《大江大河 2》自从梁思申上
线，就变得没那么好看了。我认同后半句，
但认为问题并不在梁思申。事实上，自从

《大江大河 2》的剧本逐渐脱离原著小说，其
情节缺乏矛盾推动力的问题就日益严重。
梁思申的出场，不过是让这个短板更无处可
藏罢了。

剧作跟小说的渐行渐远，其实从第一部
就开始了。而到了第二部，因为几位主要人
物尤其是宋运辉的人格已跟原著人物相距
甚远，主线剧情便也不得不随之进行重大调
整。表现在事业上，便是小说里已经“成
长”得颇有些手腕的宋运辉，到《大江大河
2》依然只凭一腔热血和理想横冲直撞；在
个人情感关系方面，小说里的宋运辉早就因
昔日学生梁思申的回国而心猿意马，但电视
剧中，堪称柳下惠的他则在几乎没有犯下任
何 过 错 的 情 况 下 ，被 老 丈 人 和 老 婆 活 活

“作”掉了一段大好姻缘。
在宋运辉如此的完美人设之下，探讨梁

思申的人设是否讨喜实在没有意义。因为
说到底，她跟宋妻程开颜一样，不过是个

“工具人”罢了。两人的存在都是为了以自
身的狭隘衬托宋运辉的大局观：程开颜出于
妒忌，想让宋运辉赶走梁思申，却看不到宋

梁合作背后是当时的国企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以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的时代大
势；同样的，梁思申因宋运辉被审查，便一
怒以停止签约相要挟，也是因为她不具备宋
运辉那颗不顾个人得失只为国家民族利益
的赤子之心……所以，实在不必争论这两人
到底哪个更适合宋运辉。在编剧笔下，她俩
显然都配不上。

这就是《大江大河 2》后三分之一剧情
的主要问题：宋运辉失去了能与之匹配的伴
侣，同时，他也失去了并肩的伙伴以及“够
格”的对手。在这一部里，代表集体经济的
雷东宝犯错入狱了，代表个体经济的杨巡处
处如履薄冰，唯有身居新兴国有企业常务副
厂长高位的宋运辉在发展中一骑绝尘——
曾在上一部里携手并进的三人，如今成了

“一人帮扶俩”。对手方面，无论是“谈判对
手”梁思申还是“竞争对手”马厂长，都根本
压不住宋运辉。而有本事一把掐死宋运辉
家庭事业双命脉的“大杀器”程老丈人，以
宋运辉的眼界也只当他是无理取闹……主
人公的能力和精神都如此无敌，矛盾从何而
来，这故事又怎么说得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剧情到了后三分之一，我
们时而无聊到想二倍速，时而又被其突然狗

血的剧情吓一跳。几位主人公实在没机会
产生矛盾，那就让杨巡的母亲和宋运辉同时

“出事”，来考验一下杨巡商人本性之下是
否还存留着人性本善。宋运辉一身正气，邪
魅实难近身，那就安排他在少年宫忘拿公文
包，然后让他的老丈人撞正“拾包不昧”的
同学妈，来一场匪夷所思的“当众捉奸”……

俗 话 说 ，苍 蝇 不 叮 无 缝 的 蛋 。 这 个
“缝”，在剧作中便是矛盾点所在。而宋运
辉在《大江大河 2》最后几集里事业和婚姻
的“鸡飞蛋打”，还真的挺难找到一条像样
的“缝”。这并不是说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
不对，相反，当全剧其他角色都在改革开放
的“大江大河”中逐浪翻滚时，让宋运辉成
为那个稳定的道德基准点，这个主意其实相
当棒。只不过，在注重立意的同时，千万也
别丢了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毕竟，首先得
让故事足够好看，才谈得上令观众思想受
益。

从《大江大河 2》的评分来看，即使收官
前的剧情乏力已相当明显，但观众对该系列
的偏爱仍在，宋运辉的完美人设也在一定程
度上拢住了人心。但若现有问题不改，到第
三部播出，观众还会不会如此捧场，那可就
有些难说了。

《灌篮高手》诞生迄今已超30年。1990年，
井上雄彦在《周刊少年JUMP》正式开始连载这
部以高中篮球为题材的少年漫画，其后，连载持
续了 7年。此外，漫画还以单行本形式在 17个
国家和地区发行。

在日本，《灌篮高手》与《足球小将》和《棒球
英豪》被认为是运动漫画的三大巅峰之作。但
即使放到整个日漫领域，《灌篮高手》的地位也
高不可攀。1995年，《灌篮高手》获日本第40届
小学馆漫画奖。2006年，日本文化厅媒体艺术
祭10周年纪念企划“日本的媒体艺术100选”，
《灌篮高手》获得漫画部门第1位。此外，《灌篮
高手》还创造了日本漫画史上最高初版发行量、

最高卷均发行量等多项纪录，部分纪录
直到后来才被另一部经典日漫《海贼王》
打破。

1996年 6月 17日，《灌篮高手》以封面加卷
头彩页的形式，在《周刊少年 JUMP》上迎来了
完结篇。这是该周刊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唯
一一次给予一部漫画如此高的待遇。在这最后
一期连载中，樱木花道以一记普通的中投绝杀
了前两届“全国大赛”的冠军山王队，令湘北队
以惊天逆转的姿态成功晋级。但之后的剧情却
令人大跌眼镜——井上雄彦用一笔带过的方
式，简单交代湘北队在接下来的比赛里惨败，继
而被淘汰出局。这样的结局令很多读者猝不及
防，以至于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外界流传着
井上雄彦因不满编辑部要求他屡屡让湘北队获
胜而故意赌气的说法，甚至还有传言说，是编辑
部逼迫井上雄彦将《灌篮高手》草草完结！

直到多年后，井上雄彦才澄清了这些谣言。
在2010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表示：“连载结束之
后，收到了几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让《灌篮高
手》复活。他们认为是编辑部强迫结束了故事，
但其实并不是之前大家认为的那样。最后的那
个结局，我在几周前就已经决定并告诉过编辑
部。”2012年，在《空白》一书中，他进一步解释了
自己当初的想法：“《灌篮高手》的结束时间点很
明确，因为我早就决定打完山王一战就是《灌篮
高手》完结的时候，因此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
让故事更充实、让比赛更精彩。如何让自己的作
品在这场比赛中达到高峰，这才是关键。对我来
说，没有其他结局比这个结局更棒。”

2004 年 12 月，《灌篮
高手》结束连载 8年之后，
为了感谢读者让《灌篮高
手》总销售突破 1亿册，井
上雄彦进行了最后一次

“加更”。“加更”的地点选
在漫画故事背景里的日本
神奈川县立三崎高中的一
间废校舍，在那里，井上雄
彦用粉笔在 23 块黑板上
描绘了湘北与山王一役
10 天后的故事，名为《灌
篮高手——从那以后十日
后》。两天构思，两天画
完，谈不上什么特别的情
节，只是交代了一下主角

们比赛后的状况，
结尾处则是在疗

养院养伤的樱木花道再放
那句名言：“因为我是天才
啊！”在不作任何防护措施
的情况下，这 23 块黑板对
外进行了为期 3 天的开放
参观。之后，井上雄彦把
黑板上所有的画擦掉。至
此，《灌篮高手》正式宣布
完结。

时隔8年的大结局，再
一次体现了井上雄彦对其
笔下人物命运的执着态度
——即使实际上已经过了
这么久，但故事里的人物
的时间线却才仅仅过了
10 天 ，输 或 赢 都 没 有 改
变，一切都留在了那段青
春时光里。

《灌篮高手》系列动画
在 1993 年 10 月首播，1996
年 3 月停播，总共 101 集。
传闻因创作理念的差异，井
上雄彦提前收回了动画版
权，导致动画的收官早于漫
画，这也是为何动画版的结
局并非“山王之战”，而是动
画版原创的“湘北对战翔陵
联队”。至于井上雄彦更希
望把《灌篮高手》做成艺术精
品而非热卖商品的雄心，也
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得到了验
证。在“抛弃”了《灌篮高手》
这顶桂冠之后，他又创作了
以轮椅篮球运动者为主角的
现实主义漫画《Real》以及以

日本“剑圣”宫本武藏为主角
的《浪客行》。

如今，当年传闻中的矛
盾双方很可能因为电影版
《灌篮高手》的合作而握手
言和。有消息称，该电影的
制作将由日本老牌动漫公
司东映动画负责，而该公司
正是当年《灌篮高手》动画
版的制作方。如今，粉丝们
不但期待在电影版里看到
当年动画版未曾涉及的“丰
玉之战”和“山王之战”，更
期待井上雄彦能顺便弥补
下粉丝们的遗憾，让湘北队
在当年未竟的“全国大赛”
中走得更远。

“教练，我想打篮球。”“还不到慌张的时候。”“控制了篮

板，就控制了比赛。”“现在放弃，就等于比赛提前结束。”“因为

我是天才啊！”……听到这些句子就血脉贲张？那你一定看过

《灌篮高手》。
近日，日本漫画家井上雄彦通过其个人社交账号宣

布，其代表作《灌
篮高手》将

被拍成电影。这个

消息令一众“80后
”和“

90后
”激动难抑：随着

1996
年《灌

篮高手》动
画版的戛然而止，

人们曾一度以为再也没机会在荧幕或银

幕上看到这部热血动漫的大结局。如今，从“
爷青

结”到“
爷青回”，一

代人的遗憾终于有机会

被弥补。

《灌篮
高手》

欢迎回
来！

弥补一代人的“意
难平”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A 日漫巅峰之作

B 留遗憾的结局

D 一代人的青春

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包
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
家，《灌篮高手》的影响力
都相当深远。较为直观
的结果是，它让整整一代
青 少 年 迷 上 了 篮 球 运
动。2010 年，井上雄彦因
此受到日本篮球协会的
特殊表彰，以鼓励他在推
广篮球运动方面做出的
贡献。在中国，《灌篮高
手》也曾在 2009 年入选由
中国图书商报和中国出
版科研所联合评出的“新
中国 60 年中国最具影响
力的 600 本书”。《灌篮高
手》的动画版更为普及，加
上同时代 MBA 赛事的引
进和播出，两者相辅相成，

孕育了不少少年的
“篮球梦”。网友“悄
悄打球”表示：“当

年，哪个男孩不想成为流
川枫或乔丹？”

在中国的豆瓣网，《灌
篮高手》动画版评分9.6，这
个不可思议的高分由超过
15 万人打分而成，其中超
过85%的人为这部1996年
开播的动画系列打了五星
满分。在该作品的评论
区，人们抒发了他们对于
片中各个角色的喜爱。有
人说，长大后方知傻乎乎
的樱木花道那股不服输的
精神有多可贵。此外，自
负的三井寿、宽厚的赤木
刚宪、冷静自信的仙道彰、
虽矮却实力超强的宫城良
田……当然，还有男孩们
的梦中女孩赤木晴子和女
孩们的梦中男孩流川枫，
这些角色，性格分明，各有
拥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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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对象：《大江大河2》
播出平台：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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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对象：九连真人《阿民》
发行时间：2020年12月23日

不
及
现
场

凭借数字单曲《在夜晚奔
走》在日本爆红的双人组合
YOASOBI 推 出 首 张 实 体 EP

《THE BOOK》，收录《群青》
《在夜晚奔走》等 9 首歌曲。

Deca Joins 乐团发行新专辑
《鸟鸟鸟》，收录《漫漫长夜》《黑
暗之中闭上眼》等10首歌曲。

YOASOBI
《THE BOOK》
发行时间：2021年 1月6日

告 五 人 乐 团 推 出 第 二 张 专 辑
《运气来得似有若无》，收录《在这座
城市意识了你》等 12 首歌曲。专辑
在成员们的故乡宜兰录音。

Deca Joins
《鸟鸟鸟》
发行时间：2020年12月28日

告五人
《运气来得似有若无》

发行时间：2020年12月31日

E 期待“全国大赛”

湘北队

赤木晴子

流川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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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寿：教练，
我想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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