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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出首剧《家族
荣耀》中“坏”得出彩

熊黛林：
当贵妇？
我会闲出病的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在优酷热播的港风家族剧
《家族荣耀》里，熊黛林饰演豪门
马家的大嫂叶彩薇。叶彩薇以骄
纵蛮横的贵妇姿态登场，对平民
出身的甄芯（杨茜尧饰）和贾洛
仪（李彩桦饰）嗤之以鼻。熊黛
林的演戏经验并不算丰富，婚
后更是许久没有露面，但她把叶
彩薇的“表”和“里”都拿捏得颇
为到位——乍看之下是个恶毒
少奶奶，仔细一看却是个缺心眼
的豪门大小姐，甚至还有点“蠢”
得可爱。

最近，熊黛林接受了羊城晚
报等媒体的采访。她坦言享受
当演员，叶彩薇的成功也给她带
来了信心：“休息了这么久，我现
在可以放心地追求自己的事业
了！”

叶彩薇不是坏，“她
只是缺心眼”

《家族荣耀》里，叶彩薇有一
个金句：“我们这种一出生就是
凤凰的人才是凤凰！”她出身富
贵，认为自己才是与马家门当户
对的好媳妇。在熊黛林看来，叶
彩薇的种种“作妖”都并非出于
恶意：“她只是有点缺心眼，其实
是个很简单的人。”

刚出场的时候，叶彩薇永远
一副眼睛长在额头上的嚣张模
样，让观众恨得牙痒痒。比如在
第一集里，她弄丢了一只名贵手
镯，不由分说地指责是甄芯的母
亲偷走了。熊黛林解释：“她眼
中的世界就是这样，觉得有钱人
肯定不会偷东西。她的想法太高
傲和自大，但她其实只是不懂得
说话的艺术，不懂得照顾别人的
心理。”

其实，在马家这座豪门里，比
起不择手段复仇的贾洛仪、深藏
不露的甄芯，叶彩薇才是那只单
纯的小白兔。熊黛林能理解叶
彩薇的想法：“她要做的不过是
保护自己的家庭、老公、孩子。
因为她没什么社会经验，只能
从本能出发去还击。但江湖险
恶，她当然没法应付那些经验
非常丰富的对手。”同为母亲，
熊黛林找到了自己与叶彩薇的
共 同 点 ：“ 为 母 则 刚 。对我来
说，家庭也是我的全部。如果我
的家受到威胁，我也会第一时间
站出来，用尽所有力量保护他
们。”

不想当贵妇，“事业
带给我信心”

熊 黛 林 在 2016 年 结 婚 ，
2018 年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她的丈夫郭可颂是艺人郭可盈
的弟弟，而郭家是经商世家，家
底颇为丰厚。在《家族荣耀》
里，熊黛林看似是“本色出演”
贵妇，她却说自己并不喜欢这
种养尊处优的生活：“像叶彩薇
这样子，每天就是喝喝下午茶，
打扮得美美的，相夫教子，对她
们来说也不错。但要是放在我
身上，我会闲出病的！”她还补
充道：”在这部电视剧里体验了
（贵妇生活）、过过瘾，我觉得也
够了。”

在久休复出、重新投入工作
时，熊黛林的确经历了一段有点
难熬的适应期：“突然一下子回
到了高强度的工作中，我的身
体健康出了挺大的问题，也有
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一开始接
《家族荣耀》我有点担心，好久
没演戏，一来就是这么大的一
个剧和那么复杂的人物。要怎
么把这个角色演得有点拽、有
点坏，但你又没法真的讨厌她，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她
感叹：“只要有能力，一定要拥
有自己的事业，充实自己，事业
可 以 给 自 己 很 大 的 信 心 和 动
力。”

“我还会回来的！”这是《南
海哩哩美》中，宋雪莱饰演的异
族首领那巴留在舞台上的最后
一句话。作为舞台大反派，那
巴是个狼子野心、以德报怨的
大魔头，但宋雪莱却凭借生动
的演绎，屡屡博得台下观众热
烈掌声，让其成为深入人心的
角色。

那巴的告别词，也可以视
为宋雪莱作为表演者与观众的
约定。尽管此次没能以演员的
身份参与《南海赋》，但作为监
制的宋雪莱“从筹备到演出落
成的每一个环节，都没落下。
而且，这次我不是一个人，我带
来了珠影乐团一整个团队”。

身为乐团的常务副团长，
宋雪莱的眼中的珠影乐团既历
史悠久又风华正茂、充满激情，
业务范围也从单纯的影视配
乐，逐步扩大到歌剧、舞剧、交
响诗等越来越多的领域。他

说：“我们是广东第一批改制的
国有乐团，十年前就踏上了市
场化经营的道路。一路以来，
我们历经风雨，路越走越宽，珠
影乐团的发展，也是广东文化
市场繁荣、活跃的一个见证。”

“一衣带水、血脉相通”，宋
雪莱用两个成语来形容广东与
海南源远流长的关系。也正因
如此，《南海哩哩美》《南海赋》
这两部汇聚了广东、海南文艺
界中坚力量的文艺作品，在表
达“南海”主题的创作上，不仅
没 有 隔 阂 ，反 而 天 然 带 有 优
势。他表示：“大型原创民族歌
剧《南海哩哩美》的上演开辟了
海南文艺舞台上的先河，我相
信《南海赋》能在此基础上更上
层楼，毕竟南海不仅仅是广东、
海南的南海，还是全国人民的
南海，‘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
的信念，应当在全体国民心中
得到强化。”

时隔6年，再次演绎青年船
长阿雷一角，王宏伟表示，《南海
哩哩美》中不少优秀元素都在《南
海赋》中保留下来了。他评价道，
《南海赋》更像一个混合体：“既有
交响合唱，也包含剧情；既有可听
性，也有可看性；还借助舞台场景
设计，打破了传统音乐会形式单
一的局限。”

多年来深耕于民族声乐领
域的王宏伟认为，一场演出不仅
是艺术实践，也是对当地文化、民
俗的深入了解，是令人受益匪浅
的民族历史课程。而海南地方音
乐给他最深的印象是柔美：“海南
是黎族的聚居地，黎族的音乐特
点是非常柔美抒情，我们的演出

中融合了不少海南民歌元素，相
信观众会喜欢这种古朴真诚的旋
律。”

《南海赋》将民族音乐元素
与交响乐融合后，再以崭新面
貌推向舞台，实现民族故事和西
洋音乐的联谊。“中国的民族文
化要想走出去，离不开与西方文
化的碰撞和交融。虽然交响乐
来自西洋，但并不影响我们去借
鉴和尝试。”民族音乐的交响化、
器乐化，在王宏伟看来，是一条

“与世界对话”的发展道路，“走
上这条大道并不意味着排斥了
传统的文化，反而能助我们愈加
厘清自身的优势和不足，走出文
化自信的姿态。”

在导演邢时苗看来，“爱”与
“自信”是《南海赋》的两个关键词。

“中华民族是以‘爱’当先
的。自古以来，在南海生活的中
华儿女，对自己、对周遭、对自然
都充满着爱。”邢时苗表示，“在
《南海哩哩美》中，我们就展现了
南海人民充满爱的生活——他们
在祖宗海里捕捞作业，与自然和
谐相处；他们日常赛歌，与左邻右
舍欢聚一堂。”

区别于民族歌剧《南海哩哩
美》，《南海赋》以交响音画的形式
呈现，但又不局限于交响音画。
邢时苗表示，演出中融入了多样
化的元素，除了重点呈现的歌唱、
交响乐、朗诵，还辅以了多媒体展
示、灯光和舞台调度等手段：“我

们调动一切舞台手段增加表演的
信息量。以灯光为例，随着故事的
发展，灯光也会出现色彩和分布的
变化。当我们讲述南海的故事，舞
台将笼罩在蓝色灯光下；来到新中
国成立这一节，则会出现红色灯
光。相较于传统音乐厅白色灯光
演到底的形式，更能渲染情绪，与
其他演出元素配合到位。”

此外，在多媒体视频背景中，
更路簿、海底出土文物等浓缩了
南海千年历史的元素也一一亮
相，以增加交响音画的历史厚
度。“变中有不变，‘南海三部曲’
将是一个有递进性的多样性尝
试，但‘以不同门类的艺术歌颂我
们的祖宗海’的宗旨始终不变。”
邢时苗总结。

“如何让我们的民族音乐
更具生命力，是中国作曲家面
对的重大课题。”作为《南海
赋》整体旋律的统筹者，作曲家
杜鸣提及，处于较原始状态的
民歌往往存在着音乐张力不足
的问题。“哩哩美”在海南临高
一带家喻户晓，然而，如何在更
大范围内提升其吸引力和受欢
迎度？杜鸣认为，这便离不开
交响乐这个载体：“交响乐是世
界性的艺术，表达性和感染力
都是无可置疑的。我们要做
的，就是把‘哩哩美’和其他海
南音乐元素放到这个载体里，
使其发扬光大。通过融合，让
民族音乐更加擅长情感表达，
让一首首淳朴的民歌追上时
代，追上现代人的审美。”

《南海赋》由 13支曲子组
成。或舒缓，或激昂，乐章之间
节奏风格相异，又各自统一。杜
鸣表示，在作曲时，自己首先强
调的是音乐的民族性，树上的椰
子和海边的海螺都将化身演奏
乐器：“比如，椰胡用了海南的特

产椰子作为共鸣箱，音色上也更
独特。”有了这些颇具海南色彩
的乐器加持，整部作品给人的椰
风海韵之感更强了。

杜鸣坦言，赋的文体对音
乐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
让他在作曲时颇费了一番心
思。“赋不同于唱词，歌唱性会
弱一些，我需要想办法让它更
加具备音乐性，还要兼顾咬字
与唱调，又不能丢了民族特色和
恢弘的气势。”不过，他认为以赋
为基石的《南海赋》，也因此具
备了额外的魅力，“我们都知
道，赋很宏大，和南海开阔的海
洋特性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东西方人在音乐审美上
是有区别的。欧洲人重立体，
习惯多声部；东方人重线条，强
调单旋律的美感。”杜鸣表示，
《南海赋》的音乐呈现将这两种
审美都纳入了考量，“既要保持
主线旋律清晰美丽，也要丰富交
响乐的多线条演奏，营造更丰满
的音乐表达……‘融合’让《南海
赋》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

《南海赋》作为一部以歌唱
和交响乐为主的交响音画，排
练的重点自然落在音乐方面。
执行导演王迪表示：“珠影乐
团的表现无疑有聚沙成塔的效
果。每一个演奏者把每一样乐
器都发挥到最好，叠加在一起
的力量不是倍数增长，而是指
数式增长的。这样一来，音乐
的张力、感染力就出来了。”

“六年前的《南海哩哩美》
在今天搬上舞台，依然会让观众
眼前一亮。我有信心《南海赋》
也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和影响
力。”王迪表示，《南海赋》的主题
曲《爱在海上》沿用自《南海哩哩

美》，而创新性则集中体现在创
作团队大胆采用了“赋”这一文
体上。

通常来说，结构宏大、叙事
铺陈、藻饰讲究、兼具诗歌和散
文性质的赋比起普通唱词有更
高的艺术价值，但也因其特有的
韵律文法，演唱起来难度更大。
然而，主创团队依然选择挑战高
难度，王迪表示：“南海这片海域
上发生了什么，不是一两首歌就
可以讲得明白的。在编剧渔夫
老师看来，只有‘赋’这种大气浩
瀚的文体形式，才能更深层次地
剖析南海故事。”

和众多主创一样，王迪同
样是出身于部队的文艺创作
者。他回忆，早年自己参加部
队汇演时，曾到琼海市潭门镇
等地采风，生活条件艰苦却仍
坚守岗位的守岛部队给他留下
很深的印象。因此，当面对《南
海哩哩美》和《南海赋》这样的
作品时，他也格外走心：“退伍
不褪色，‘国家领土一寸也不能
让’的信念仍时时在我们心
上。”家国情怀与艺术家的创作
追求相融合，也成为《海南赋》
创作团队精益求精、不断打磨
作品的动力之源。

2022 年 1 月 12-13 日，大型交响音画
《南海赋》在海南海口湾演艺中心盛大首
演。该作品由王宏伟、陈笠笠、贾双辉、曹健
主演，徐涛任特邀朗诵，渔夫编剧撰词，杜鸣
作曲、邢时苗导演，宋雪莱监制，王迪、游韶

南任执行导演。
《南海赋》共有8个乐章，分别用《南海赋》

《浩哉，南海》《美哉，南海》《爱在海上》《奇哉，南
海》《祖宗海》《历史的风帆》《海中青花瓷》《惊

涛》《日出南海》《启航》《和平海路》等13首歌，从
“浩、美、奇、古、壮、伟、盛、和”八个角度讴歌南海，
突出强调“南海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宗海”的立意
主旨。
作品中涵盖了合唱、领唱、独唱、男女声二重唱

等多种演唱形式，由指挥张镇领衔的珠影乐团携手
海南师范大学青年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同时还有来自
海南师范大学蓝韵合唱团加盟。另外，特邀朗诵徐涛
带来了5篇大气浩瀚、饱含深情的配乐诗朗诵。

据悉，《南海赋》是“南海三部曲”的第二部，也
是海南省首部大型原创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的
姊妹篇。长期以来，海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
洋文化建设。2015年，海南省委宣传部推出的大
型原创民族歌剧《南海哩哩美》曾引起广泛好评。
作为我国第一部表现国家海洋主权的歌剧作品，
《南海哩哩美》还荣获海南省专业艺术最高政府奖
“海南省文华奖”。今年，在海南省委宣传部的指导
下，主创团队原班人马再聚首创作《南海赋》，续写
南海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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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南海哩哩美》姊妹篇海南献演

大型原创交响音画《《南海赋南海赋》》
续写南海传奇

宋雪莱：
广东与海南一衣带水、血脉相通

王宏伟：
《南海赋》是艺术实践也是民族历史课 陈笠笠：

将感动、崇敬、热爱送到观众心中

“风吹祖宗海，歌追天边云，
追得云开雾也散，阿妹岸边把哥
迎。哩呀哩呀哩哩美……”欣赏
过《南海哩哩美》的观众，想必都
对这段女声咏唱印象深刻。土
生土长的渔家姑娘阿妹一展歌
喉，唱出了珍珠岛朴实善良的民
风和恬淡生活。如今，曾出演
《南海哩哩美》女一号的陈笠笠，
在《南海赋》中再次与阿美这个
勇敢坚贞的角色相遇。

陈笠笠表示，时隔6年，《南海
哩哩美》原班人马能再度聚首创
作《南海赋》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同为“南海三部曲”，《南海赋》

相比较《南海哩哩美》有了哪些变
化？陈笠笠表示，在演出形式上，
《南海赋》此次由珠影乐团现场伴
奏，音效更加震撼；音乐创作上，在
保留海南临高“哩哩美”音乐特色
的同时，也融入了更多交响乐元
素，磅礴大气的男声和亲切柔美的
女声交错呈现，可听性十足。

在陈笠笠看来，一场高水平
的演出能带给观众感悟启迪和
思想引领。她希望通过《南海
赋》的演出，“将感动、崇敬、热爱
送到观众心中”，并传递给观众

“南海是属于我们的，谁都夺不
走”的坚定信念。

邢时苗：
“爱”与“自信”贯穿“南海三部曲”

杜鸣：
“融合”让民族音乐更具生命力

王迪：
“赋”让《南海赋》的眼界更上层楼

演出尽显椰风海韵的南海风情

阿雷（王宏伟饰）与阿美（陈笠笠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