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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话剧《停一停，等等我们的灵魂》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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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浪费篇幅了 

       --音乐话剧《停一停，等等我们的灵魂》观后感 

 

    看完音乐话剧《停一停，等等我们的灵魂》后，有几点感想，现在说出来，写在下面。 

   1/本剧最大的亮点，是安美人的画像，真美。 

    2/既然是音乐话剧，我想就得给话剧中的音乐一些合理性，要不然直接是话剧就可以，没必要加上音乐二

字。但从演出看来，我以为还是直接叫话剧为好：（一）歌词写得不好。我想找几个中文系的学生去写，也不至

于写成这个样子；（二）唱得不好。几个女演员用半美声半民族的唱法唱流行歌曲，实在不伦不类。相较于女演

员，男演员倒是用通俗唱通俗，只不过水平实在糟糕，依然不如叫几个中文系的学生去唱，没准会唱得更好。尤

其从饰演老画家的那位男演员看来，那位先生台词功力不错，无论节奏、情绪都不错，但一到唱，实在让人倒胃

口。 

当然，他们这种搞噱头的做法，我可以理解，并且，还能为他们找出一些理由，但同情——在它最严格的意义

上——归同情，事实总是事实，我认为这些噱头还不如不搞得好。 

   3/我非常不喜欢此剧观念上的那种二元对立：物质与精神、金钱与灵魂……因为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角色对

金钱的态度，对情感的态度，都存在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偏执。如你所知，有一句话说，片面的，才是深刻的。

假设此剧只是一味地强调女主角对母亲的爱以及因为这种爱所带来的内心的痛苦和不安，我认为它很可能会是深

刻的。但此剧中，处处可见的，只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 

   显然，此剧是一部主旋律话剧。既然是主旋律，那么剧中应贯穿的，就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我们的主流意识形

态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此剧的情况却是：一手硬，一手就软；一手软，一手就必须硬—

—到最后都没变：精神硬了，金钱疲软了。 

   4/我认为主流意识形态有它的合理性，但我反对那种阴险的主旋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一个时

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一个国家（政府）也是。作为一个政府，自然应该贯彻自己的意识形态，要不然统

治何为！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你完全可以主旋律，但是不能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既拿主旋律的好处，又说自己

是对普遍人性的思考，不是主旋律那么简单；不能既拿***的好处，又骂***，我认为这实在不厚道。 

    这部戏，假设出现在结尾的那幅画不是最后呈现给观众的那种“无数双母亲的眼睛”，我觉得它还是一种感

情的作品。但现在看来，它将母亲的画像弄成了世间千百个母亲的头像，那么其中就抽离了感情的因素，变成了

一种象征作品。当然，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面考虑，象征作品或许是最能表达主流意识形态，在表达的过程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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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较少出现表达之不力的作品形式。但从一部情感的作品来看，将自己的母亲与祖国母亲对等，我认为这种方式

与过去那些主旋律比起来，其实水平是差了很多的。 

   我们拿革命样板戏来说，这些戏中存在种种问题，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就是其中主角对国家对党的那种爱，那

种愿意为之牺牲的情感，是令人感动的，甚至还会让观众有一种崇高感。 

    但在此剧中，我没有一丝感动，一丝都没有。它说每个人都应该有对母亲的记忆，我不知道这个连三岁小孩

都知道的道理，为什么要用一出这么长时间的戏来表达，是钱太多了？还是真如他们所说，我们没有灵魂了，只

想着钱？如果是后者，那我觉得不是他们太可悲了，就是他们太傻了，要不然就是他们太可笑了——尽然说得自

己像是dead man的感觉。 

   5/对母亲的爱不应该成为一种负担。死者已矣，何必自寻烦恼。不是说要宽容一切，但也不用太过狭隘。女主

角不收那笔钱，与其说是因为母亲，毋宁说是因为她自己。她看不到，父亲的离去是因为爱；她看不到，母亲的

死也是因为爱；她看不到，安美人的介入是因为爱；她也看不到，自己根本不懂得爱。安美人有她的愧疚，因为

毕竟是她的介入，才让女主角与她的母亲失去了父亲和丈夫，但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即便没有安美人，她父亲

同样可能离去？要是是那个“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女人，她的父亲就不可能离去，因此关键是在她的父亲，而不

是安美人。但安美人作为当事人，我认为她有这种愧疚是很正常的，在临死时，希望他们过得好，也是正常的，

甚至她真的可能是因为希望自己死得安心一点，才拿出那笔钱的。但这些都很正常。 

    她为什么不肯原谅安美人？因为她认为安美人让她变成了孤儿。她有着痛苦的童年。这应该得到理解和同

情。但那不是安美人的错。 

   我认为父亲的离去，有对，有不对。毕竟是有了小孩，这样离去确实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是她父亲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她要不要？她会原谅她父亲吗？ 

   为什么她不能原谅安美人？ 

   是因为对不起母亲？还是因为对不起自己？ 

    6/总之，在这些混乱的想法之外，一个清晰的想法是：此剧除了安美人的画像，老画家那段情绪激动、节奏

不错的台词，还有那个漂亮的芭蕾妹妹之外，我认为此剧基本上一无是处。（特别是结尾，竟然跟《日租房》一

样，可叹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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