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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了一个冬天的“比密尼” 
杨伟民 

杨伟民的博克 

- 

     

    《比密尼的春天》发生在芝加哥一座老式公寓里：查尔斯是位埋头专

研音乐理论的青年学者,看书和听音乐几乎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全部，在他眼

里，其他都不屑一顾；毗邻而居的诗人伊莎贝尔，濒临离婚危机，难以摆脱的

孤独驱使她一度萌发轻生念头，亏得查尔斯无意相救，两人由此产生感情。无

巧不成书的是，为排遣女儿郁闷而来的父亲与鼓励儿子求婚的母亲一见倾心。

两间屋内不期而遇的四人，不经意间在圣诞节前夜，都感到春天已悄然降临，

远方的比密尼小岛成了各自心中憧憬未来的象征……  

    戏剧故事编得很普通，严格说是常见的正剧写法。尽管如此，观众仍

能察觉出译者和导演将其转换成喜剧的种种安排，举重若轻，颇见本领。剧情

在两个房间里同步进行，时而交错，时而复合。演员的每一次出场、每一句台

词，必须有精确的时间计算，稍有迟缓，都将出错。  

    查尔斯是一个认为音乐可以代替世界上任何语言的人，碰到的对手恰

恰是靠文字吃饭的诗人。他在初见伊莎贝尔时，充满学究气，一本正经地要在

钢琴上用赋格曲弹奏对方的名字。我们忍俊不禁的同时，也随伊莎贝尔一起，

被美妙的音符所征服。两颗看似格格不入的孤傲心灵，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开始

了交流、碰撞。他们用音乐、诗歌，睿智地表达着各自对爱情、对生活的理

解……  

    查尔斯以柏辽兹为例，帮助伊莎贝尔寻找活下去的理由。这位几度想

自杀的大音乐家，在写就“幻想交响曲”后，终于找到必须生存的理由，战胜

了自我。伊莎贝尔的痛苦正是在于没有事业感，40 岁的她，连丈夫、孩子都没

有，心灰意冷，不知如何面对。查尔斯内心的痛苦其实也不小：父亲在他这个

年龄时，已经有妻、有子，事业有成，而他除了事业，有的不过只是“仅能糊

口的饭碗和小小的单人床”。他明明已经坠入爱河，却总在一遍又一遍地告诫

自己“不要掉进去”。  

    他想对伊莎贝尔说的真话是：我多么需要爱和被爱，但我害怕受伤

害，我无法推倒为捍卫自身心灵而构筑的防御墙。查理斯小心翼翼，生怕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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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自己内心，甚至将已然来临的情爱拒之门外。可悲的是，他为此付出了固

守其中的代价，独吞孤寂的苦涩，甚为尴尬。他顾虑，两人一旦共同生活，会

吃亏、会有麻烦。伊莎贝尔同样犹豫不决，担心查尔斯是同性恋者，甚至在他

吻了她之后，还没改变这种看法。他们为到底结合还是不结合，苦苦思索……

这种处处设防、事事封闭的心理状况，是当今社会正在不断蔓延着的流行通

病。  

    与查尔斯和伊莎贝尔面对爱情的谨慎、彷徨相比，他们父母的恋爱进

展就顺畅多了。两位老人风趣、幽默，对生活充满希望，一旦相爱，便趁热打

铁。当查尔斯为两位老人的率性举动大惊失色、逃出卧室时，观众发出了由衷

的大笑声：一间屋内，一对青年为相约比密尼，老是优柔寡断、举棋不定；而

另一屋里，两位老人早已直奔比密尼，领略春天滋味！他们懒怠眺望远方模糊

的憧憬物，只知道实实在在干着身边看准了的事情。  

    老一代人的婚姻往往就是这么自然、平和，一旦承诺，他们便会负

责：女的要使男的幸福，男的也要使女的幸福，别无过多的期盼和奢望，与查

尔斯和伊莎贝尔以为结了婚就来了幸福截然不同。遗憾的是，全剧在老两口的

探戈舞步和两青年的亲吻中落下帷幕，形式上虽略显唐突，主题也有点走调，

但幸好并未影响剧场的整体喜剧效果。  

    我们不难发现，只要你身处剧场，即使像剧中老人般年迈无依，哪怕

如查尔斯那样孤僻自闭，甚至像伊莎贝尔那样陷入人生绝境，无一例外地都会

情不自禁地被朴实无华的浪漫故事所吸引和感染，沉浸在全场一致的欢乐气氛

中难以自拔。我们有理由说：一出温馨的贺岁剧，暖和了我们漫长的一个冬

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