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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

戏”，是我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艺术

之一。辽南皮影戏从明末兴起，到清

代鼎盛，继而流传至今，已有 500 余年

的历史。

从明末初创至清中晚期鼎盛之

时，辽南皮影戏在长期的表演实践过

程中，基本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

这个过程大致经过了 3 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音乐及唱腔风格近乎诵

经。这一时期的辽南皮影戏既无影卷

（一种连本大字体墨抄卷本，演出时置

于影窗下桌子正中，以便所有演唱者

观看的剧本），也无文场的器乐伴奏，

只是以寺庙里常用的如木鱼、钹、撞

钟、镲、磬等法器为乐器敲打简单的节

奏，演唱时极似和尚诵经。

这种演唱风格的形成与旧时皮影

艺人大都是佛教信徒有着紧密的联

系。皮影戏班称观音菩萨为祖师，每

到一处演出，必先在下榻之所的正堂

供奉观音菩萨的牌位，上书“供奉圣

宗 古 佛 之 位 ”，左 右 分 书“ 善 才 、龙

女”。香案及牌位摆设完毕之后，全体

演职人员无一例外，都要一同跪拜于

香案前，三揖三拜，并焚香 5 支，观音

菩 萨 3 支，善 才、龙 女 各 1 支 。 在 皮

影 戏 的 演 出 过 程 中 ，若 恰 逢 剧 中 带

有 观 音 菩 萨 的 桥 段 ，当 其 形 象 出 现

于 影 窗 之 时 ，全 体 艺 人 都 要 脱 帽 肃

立 ，以 表 达 对“ 祖 师 ”的 敬 畏 之 情 。

逢每年阴历二月二十九观音菩萨的

诞辰，皮影艺人们更是要吃斋念佛，

以示虔诚。

第二个阶段，音乐及唱腔风格近

乎民歌联唱。这一时期的辽南皮影

戏 也 没 有 影 卷，但 出 现 了 像“ 流 口”

（唱词口口相传）这样的简单的演唱

形 式 ，唱 腔 则 多 采 用 自 明 代 以 来 流

传 下 来 的 民 歌 小 调 等 元 素 ，过 门 儿

几乎一成不变。这个阶段的辽南皮

影 戏 演 出 形 式 非 常 简 单 ，多 则 四 五

人 组 成 皮 影 戏 班 ，少 则 1 人“ 耍 单

出”，即 此 人 手 操 弦、拿 影，口 唱 调，

脚缚铜器打点，便可演出。

第三个阶段，音乐及唱腔风格基

本 定 型 为 板 腔 体 ，即 形 成 了 一 种 具

有 严 格 节 奏 和 固 定 唱 腔 的 演 唱 模

式 。 这 种 演 唱 风 格 的 形 成 ，主 要 是

受 到 关 内 尤 其 是 滦 州（今 滦 县）、乐

亭一带河北皮影戏的影响。因为关

内 皮 影 戏 较 辽 南 皮 影 戏 而 言 ，其 起

源 更 早 、发 展 更 久 、艺 术 水 平 也 更

高 。 因 此 ，当 时 的 辽 南 皮 影 戏 艺 人

们 审 时 度 势 ，在 诸 多 领 域 都 主 动 向

关 内 皮 影 戏 学 习 ，使 得 辽 南 皮 影 戏

在艺术水准、表现手段等层面，都有

了长足的进步。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辽南皮影戏

在 演 出 形 式、演 唱 方 式、伴 奏 乐 器、

词 格、唱 腔、曲 牌 等 方 面，都 形 成 了

一套比较完备的模式。如辽南皮影

戏的演出形式比较简单，将一块长 7

尺左右、宽 3 尺左右的白布于高台支

起 ，便 可 作 为 影 窗 。 皮 影 艺 人 们 在

影 窗 后 面 演 唱 的 同 时 ，操 纵 影 人 活

动 于 影 窗 之 上 。 一 台 皮 影 戏 需 要 6

至 8 人便可演出，其中分 4 大项——

“拉”“打”“拿”“贴”。“拉”是主弦（四

胡）的演奏者；“ 打”则是司鼓；“ 拿”

是上影，即影人的主要操纵者，也兼

顾“挑影”（演出前准备人物及道具）

的工作；“贴”是下影，为“拿”做辅助

表 演 。 演 出 过 程 中 ，参 演 人 员 分 两

排坐于影窗后，除四胡演奏者之外，

其余人员都要分担角色参与演唱。

由于皮影戏的影人本身不可能

有 面 部 表 情 的 变 化 ，加 之 操 影 者 除

了 操 纵 影 人 的 动 作 外 ，也 没 有 其 他

的形体动作，所以，皮影戏在表演方

面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演唱在皮

影戏的表现手段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

突出。辽南皮影戏中的各色人物，根

据性别、年龄、性格等因素，可划分为

生、旦、净、髯、丑等行当。这些行当的

演唱方式各有特点：小生的演唱要柔

韧，武生的演唱要刚 健，旦 角 的 演 唱

整 体 上 要 求 纤 细 而 柔 和 ，但 各 种 旦

角间也 有 差 异 。 净 的 演 唱 要 宽 阔

宏 亮 、粗 壮 浑 厚 。 丑 的 演 唱 则 要

运 用 勾 、挑 、滑 等 方 法 ，以 达 到 诙

谐、幽默、讽刺的效果。

不少“误读”可休矣
毛小雨

自 从 1963 年 3 月 5 日 毛 泽 东 题 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并把每年的 3 月 5 日

定为学雷锋纪念日开始，雷锋的故事及

形象就频繁出现在各类艺术作品中，这

些歌曲、画作、电影记录着一代代文化艺

术工作者对雷锋的怀念与致敬，激励着

人们学习雷锋精神。今年 3 月 5 日是毛

泽东为雷锋题词发表 50 周年纪念日。

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浙江话剧团有限公

司创作排演的话剧《雷锋》动人出场。

雷锋精神有多大市场

对于话剧《雷锋》的编剧、著名作家

黄亚洲来说，雷锋的光辉形象在他的心

中根深蒂固。他已经不是头一次写雷锋

了，长篇小说《雷锋》和电视剧《雷锋》的

剧本均出自他之手。当记者问他为何如

此钟情于写雷锋时，黄亚洲表示，许多人

曾问过他这个问题，还有人对他的做法

提出质疑——“雷锋”二字，今天还值不

值得说？雷锋精神，在今天还有多大的

市场？有关雷锋的文学艺术作品，今天

还值不值得创作？

黄亚洲写雷锋一事，赞成者众多，反

对者也不少。一是认为不好写。一些人

觉得雷锋太平凡，虽然做过许多好事，但

都 是 小 事 情，根 本 没 有 惊 天 动 地 的 大

事。除了这些，又不能杜撰别的内容，观

众有耐心看下去吗？二是觉得时代变

了，没法写。很多人认为，当代企业精神

与雷锋精神相悖，当代青年若再一味无

私奉献，将无法与他人竞争、拼抢。甚至

有人认为，雷锋精神的价值观念应该改

变，变成大公有私，或者是大公小私、先

公后私，青年人才可能有所接受。但黄

亚洲不能这样写雷锋——实事求是的

创 作 原 则 不 允 许 这 样 写，对 雷 锋 有 感

情的老一辈也不会允许这样写。还有

第 三 类 反 对 者，他 们 把 雷 锋 视 为 当 时

的“ 假典型”看待，以一些摆拍的照片

为 依 据，认 为 雷 锋 所 做 的 好 事 大 半 是

假的。

“ 从我自己掌握的材料来看，雷锋

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年轻、热情，特别喜

欢帮助别人，不求回报，这些的确是事

实。并且，他在工作当中不怕吃苦，踏踏

实 实 地 干 一 行 专 一 行，这 些 也 都 是 事

实。”黄亚洲说。提到雷锋摆拍照片等事

情，黄亚洲表示，在这一点上不能苛求雷

锋，部队宣传工作是有任务、有纪律的，

雷锋必须服从。“这是历史的局限。我们

不能因为这点，就拿个放大镜，说雷锋不

值得在今天继续宣传。不然的话，任何

一个民族都不能树一个标杆，都不能树

一个典型，那不是民族之福。”因此，他下

决心一定要把“雷锋”这个精神标杆在当

代理直气壮地树立起来。

以日记形式讲述雷锋的一天

“话剧较之其他艺术形式，有着矛盾

集中、现场感强烈的艺术特点，能使雷锋

的故事更加真实、感人。”黄亚洲说，有了

创作电视剧本的经验，他接着以影视的

手法来创作话剧。导演孙晓燕借此视角

把该剧做成一台电影式的舞台剧，利用

剧场的所有空间（包括观众席）来转接或

切换镜头，打破传统的镜框式舞台。

该剧从一本日记本切入，之后的每

一个场景都出自日记中的故事，以雷锋

的结对子姐姐方健来部队看望雷锋为线

索，串起了雷锋一个个感人的事迹，姐姐

没能见到一直在为他人忙碌的雷锋，最

后却听到了雷锋不幸殉职的消息……

“整个剧本就是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一天，也是雷锋的一生。”黄亚洲

说，话剧《雷锋》通过多场空间的转换展

示雷锋精神，艺术手法平实，目的是再

现充满朝气、年轻阳光的雷锋形象，诠

释雷锋以奉献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品格。

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的话剧《雷锋》

于 2012 年推出后，深受人们喜爱，很多

观众当场落泪。在该剧的研讨会上，业

界专家普遍给予肯定，认为剧本扎实、故

事集中、细节真实、表演自然。

该剧中，“雷锋”形象的高大除了体

现在事迹中，也体现在身高上——1.79

米的魏鹏出演实际身高为 1.54 米的雷

锋。据看过该剧的观众反映，这个高大、

帅气的雷锋不负众望。

演雷锋学雷锋

从 1963 年第一部反映雷锋事迹的

话剧《雷锋》问世，到如今这部《雷锋》亮

相，已过去 40 年。这 40 年中，人们学雷

锋的活动一直在进行。浙江话剧团有限

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李巧玲告诉记者，话

剧《雷锋》在艺术风格上追求呈现一种暖

暖的温馨、淡淡的感动和静静的思绪，没

有宏大的场面、激烈的矛盾冲突，在平淡

中引领人们深思，拷问心灵。

“雷锋精神不仅感动观众，更感动了

所有演职人员。”李巧玲说，在筹备该剧

的过程中，浙江话剧团有限公司党支部、

工会、团支部结合排练工作，开展了“排

《雷锋》，学雷锋，争做当代雷锋”的专题

活动，号召演职人员立足本职工作，从自

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以

实际行动响应“学雷锋”的号召，积极践

行雷锋精神。为更好地表现军人气质，

男演员们每天都开展一个小时的军训。

当时，《雷锋》剧组开排不到一个月，已是

名 声 在 外 ，不 少 单 位 预 订 演 出 场 次 。

2012 年，《雷锋》已演了 7 场。

日前，话剧《雷锋》又开启了新一轮

的演出。3 月 1 日，在绍兴演出；2 日，在

萧山演出；4 日至 8 日在浙话艺术剧院演

出。5 日，在演出该剧的同时，浙江话

剧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举行一场大型的

学雷锋为民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向雷

锋学习。

戏曲研究虽然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

间里有过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一些似

是而非或者不甚准确的说法却在整个戏

曲圈弥漫着，成为评论、教学、外宣的常

用语汇。大家这么使用，可似乎很少有

人去思索这种说法是否科学，即使有一

二对其反诘者，倒有点“众人皆醉我独

醒”的感觉，并没有被大众认可。

首先我们看一看所谓“三大表演体

系”。长期以来，戏曲界都流行着这种

说法，认为世界戏剧有三大表演体系，

即 斯 坦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体 系、布 莱 希 特

体系以及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表演

体 系 。 而 翻 检 国 际 上 的 戏 剧 理 论 著

作，唯 有 中 国 有 这 种 提 法 。 而 始 作 俑

者，是 1962 年 4 月 25 日的《人民日报》

发 表 了 黄 佐 临 的《漫 谈“ 戏 剧 观 ”》一

文。在这篇文章中，黄佐临首次将“斯

坦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戏 剧 观、梅 兰 芳 戏 剧

观和布莱希特戏剧观”这 3 个不同的戏

剧 观 进 行 了 比 较 研 究，但 并 没 有 宣 称

所谓的三大表演体系。然而有人却将

此加以演绎，于 1982 年在《戏剧艺术》

第 1 期上发表了题为《三大戏剧体系审

美理想新探》一文，一时群起响应，云

集 者 众 。 这 大 概 符 合 改 革 开 放 之 初，

中 国 打 开 国 门 后，突 然 发 现 我 们 在 诸

多 方 面 落 后 于 发 达 国 家，需 要 快 马 追

赶，终 于 在 表 演 艺 术 方 面 有 一 体 系 可

以 在 世 界 剧 坛 上 一 较 高 下 。 然 而，经

过 30 年的发展，我们的眼界已今非昔

比，将一个演员与两个处于西方戏剧文

化圈的导演拿来做比较，现在看真有点

“关公战秦琼”的味道。如果将此继续下

去，特别在戏剧教学当中拿来说事，必将

谬种流传。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

莱希特并不能代表西方戏剧的全部，而

梅兰芳只是中国戏曲的一个伟大演员之

一，不说远的，仅仅是梅兰芳同时代的艺

术大师，就有数个，艺术成就难分轩轾，

艺术特色各有专擅。所以，“三大表演体

系”的提法现在看颇有点井底之蛙、自

我意淫的感觉。

其次是“三大戏剧”说。现在不少

人 为 了 宣 传 中 国 戏 曲，动 不 动 就 祭 起

“ 三大戏剧”的法器来，似乎在世界戏

剧之林中，不把中国戏曲列入“ 三大”

中，就 对 不 起 列 祖 列 宗 。 而 这 种 提 法

也是戏曲界的“误读”之一。不少人把

张庚的三种戏剧文化说简化成三大戏

剧了。张庚曾提到：“世界上有三种古

老的戏剧文化：一是希腊悲剧和喜剧，

二 是 印 度 梵 剧，三 是 中 国 戏 曲 。 中 国

戏曲成熟较晚，到 12 世纪才形成完整

的形态。”三种戏剧文化说是张庚在考

察 了 世 界 戏 剧 的 发 展 之 后，从 起 源 以

及延续时间的长短来界定的戏剧文化

圈 ，没 有 什 么“ 三 大 戏 剧 ”的 说 法 ，而

且，他 还 特 别 指 出 了 中 国 戏 曲 的 晚 出

与年轻。然而，不少人忽略了“戏剧文

化”一词的提法，就笼而统之地浓缩为

三 大 戏 剧，这 是 一 种 非 常 不 负 责 任 的

说 法 。 在 世 界 戏 剧 发 展 的 长 河 中，中

国戏曲虽自成体系，风华独具，但要排

除 其 他，与 古 希 腊 戏 剧 和 印 度 梵 剧 比

肩，确 实 还 是 个 小 字 辈 。 如 果 硬 要 将

世 界 戏 剧 分 出 几 大 种 或 体 系 的 话，那

么，以古希腊、罗马戏剧为代表的西方

戏剧和印度梵剧为代表的东方戏剧像

“带头大哥”将世界戏剧的体系分成两

端，一 西 一 东 。 东 西 两 种 体 系 不 光 有

演出实践还有理论总结，以亚里士多德

的《诗学》和婆罗多的《舞论》奠基了两

大戏剧体系的理论基石，一直到现在仍

然影响着东西方戏剧的演出。虽然希

腊罗马一支有过衰微，但又复兴；印度

梵剧后来被挤压到印度最南边，但一息

尚存，最终和中国昆曲一样列入第一批

世界非遗。《舞论》总结的戏剧美学原

则，不光是指梵剧的，其对包括中国戏

曲在内的东方戏剧文化同样适用。

此 外 ，中 国 戏 曲 发 展 时 间 与 印 度

梵 剧 和 古 希 腊 罗 马 戏 剧 相 比 并 不 长，

断 言 只 有 中 国 戏 曲 延 续 下 来，其 他 两

种 失 去 传 统，并 不 具 有 历 史 的 眼 光 。

成 熟 的 印 度 梵 剧 是 发 展 了 一 千 多 年

才 衰 落 的 ，才 800 多 年 辉 煌 史 的 戏 曲

我 们 怎 敢 断 言 就 一 定 会 如 何 如 何

呢 ？ 因 此 说 ，把 戏 剧 分 为 东 西 ，中 国

戏 曲 是 东 方 戏 剧 大 树 上 的 重 要 枝 桠，

更为妥当一些。

最后，“话剧加唱”说。长期以来，

戏 曲 圈 内 的 人 对 戏 曲 化 不 够，或 者 说

戏 曲 味 儿 不 浓 的 戏 总 是 一 言 以 蔽 之，

这 是“ 话 剧 加 唱”。 似 乎“ 话 剧”+“ 歌

唱”=不好的戏曲剧目。这让从事话剧

工作的人士情何以堪？似乎话剧就是

满台说话，没有节奏，没有其他手段，

这本身也是一种误读，话剧进入中国，

国 人 似 乎 没 有 挑 出 一 个 合 适 的 词 汇，

只好将 drama 以话剧命名之，于是乎，

这 种 舶 来 品 在 中 国 发 生 了 物 种 变 异，

说话成了其典型特征。当西方戏剧史

论 专 家 在 描 述 中 国 话 剧 时，有 些 人 就

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加了一词，中国话

剧是“讲话的戏剧”。这种讲话的戏剧

让 戏 曲 界 有 了 口 实，把 不 理 想 的 戏 认

为 就 是 说 一 说、唱 一 唱 。 可 是 话 剧 没

引 进 之 前，京 剧 里 面 已 经 有 不 少 说 一

说 唱 一 唱 的 戏 ，却 无 人 说 是 话 剧 加

唱 。 而 在 话 剧 在 中 国 好 戏 迭 出、自 成

格 局 的 情 况 下，话 剧 成 了 不 理 想 戏 曲

的垃圾桶，实在冤枉。其实，戏有好坏

之分，但不在于形式。如果再用这种提

法，有点显出戏曲界的短视与促狭来。

以 上 林 林 总 总 的 诸 多 误 读 ，大 多

是以中国为中心或者是戏曲为中心生

发 开 来 的 。 而 在 今 天 眼 光 越 来 越 开

阔 、信 息 越 来 越 畅 通 的 情 况 下 ，不 少

“误读”的提法应该休矣。

《九歌》是云门届满二十周年的重

要作品，在林怀民一系列创作中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

从一开始，林怀民的创作与中国

传统的经典就有密切关系，包括从民

间传说、戏曲取材的《奇冤报》、《白蛇

传》，从美术造型出发的《星宿》、《梦

土》，从文学经典编作的《红楼梦》、《九

歌》等，都可以看到创作者身上切不断

的广义中国传统的脉络影响。

在云门所改编的经典中，《九歌》

时代最早，早过清代的《红楼梦》，早过

宋元成形的《白蛇传》，它是两千年前

楚地的祭神篇章，至少在汉代成为文

体的典范，是经典中的经典，对中国知

识分子的影响也早已根深蒂固，其实

比其他经典更难动摇或突破。

但是，《九歌》有一个好处，它彻头

彻尾是一篇神话，神话不管再古老，永

远都具备着最现代也最新的解读可

能。两千年来，希腊神话也在西方的

世界一再被重新诠释，赋予完全现代

的意义。学者如郭沫若、闻一多，在

1930 年前后便以神话学的角度指出

《九歌》新的研究方向。

《九歌》原来是楚地祭神颂辞，可

能被屈原修饰过，汉代以后就被学者

与《离骚》、《天问》、《九辩》这些屈原的

作品搜集在一起，由于都是楚地的文

学内容，因此就被合称为《楚辞》。《楚

辞》影响了汉代主流文学“赋”的文体，

成为文学经典。

最初，学者未必认为《楚辞》一定等

于“屈原”，但随着时代发展，《楚辞》逐渐

与屈原画上等号，并且，以屈原的生平特

色、历史事件来注解《九歌》，使《九歌》越

来越失去原有神话的超然性。

近代神话学者重要的指证是：《九

歌》应该是早于屈原的作品，《九歌》至

多只是被屈原修饰过，它保留了楚地

初民原始祭神的仪式歌舞赞颂，《九

歌》是巫觋与神的对话。这些近代神

话学的新看法，帮助林怀民可以更自

由活泼的想象空间来看待《九歌》。

因此林怀民的桌案上放满不同版

本的《楚辞》，不同时代的不同注解，许

多是漫长历史里所有落魄、怀才不遇

文人的愤怒不平，许多忠君爱国却不

得重用者的牢骚不平。屈原被塑造成

一个忧国忧民的政治落魄者，怀抱自

己忠君爱国的坚贞而死，这个形象是

两千年来中国政治受害者共同的投

影，“ 长 叹 息 以 掩 涕 兮，哀 民 生 之 多

艰”，连鲁迅也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影在

这个孤独而悲凉的绝望角色中。

幸好，林怀民并不是中国文学经

典的学者，他不必只对桌案上的注解

负责。他可以浏览新出土的楚文物的

图片，震惊或好奇于那些尘埋多年的

古墓中的怪物竟充满现代文化的张

力，他可以讶异于那些不可思议的夸

张造型中呼之欲出的神话鬼魅的幻想

力量。

林怀民因此摆脱了长期以来中国

文学章句注解学者逐字逐句的引经据

典，得以把《九歌》还原到初民的生活

之中，还原到祭神仪式的歌舞中，还原

到人与自然的对话关系之中，给予《九

歌》全新复活的现代生命。

《九歌》——是初民的神话。

神话是初民生存中对一切神秘力

量的敬与畏，他们向往创造力，向往原

始生命的永恒壮大力量，他们向着天

空或初升的太阳唱出了《东皇太一》、

《东君》；他们尊敬崇拜天空的云，云带

来雨水，雨水丰饶大地，他们因此歌咏

出了自由活泼的《云中君》；他们在河

流边行走，在美丽的湘江上行船，歌唱

对岸美丽的男子或女子，那歌声便流

传成了《湘君》、《湘夫人》；他们走向山

林，在幽暗隐蔽的角落感觉到“若有人

兮”的孤独忧愁，低声叹息的声音和吟咏

变成了山林水湄精灵的《山鬼》；他们也

畏惧死亡，不知道何时将至的生命的结

束，使他们在冥冥中探索着不可知的主

宰生死的力量，他们因此悲歌出沉重的

《大司命》与《少司命》；他们也畏惧战争，

不可知的屠杀，不可知的肢体的分离与

断裂，他们相信每一次战争之后，空中便

弥漫着无家可归的、飘零的魂魄，他们要

引领那些魂魄回家，因此唱出了《国

殇》。最后甚至以《礼魂》来召唤遍散在

天地空中的诸神、山林荒原的鬼魅，以

及人间无主的魂魄。

林怀民编作《九歌》更大的灵感可

能来自近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内容，那

些保存在不同原始部落中的面具、服

饰、歌唱或舞蹈，在那些王国维所说的

“巫”文化中，存有相传久远、不曾中断

的人类的爱与恨的仪式，他可以到阿

里山的达邦或特富野，在邹族迎神送

神的歌声里，听到《九歌》的《东皇太

一》、《礼魂》；他可以从卑南族仍然传

唱于台东知本或南王村一带的古调

中，听到《湘君》与《湘夫人》悠扬缠绵

的爱情；他也可以在爪哇巴厘岛的祭

礼中，看到被鲜花簇拥的男

巫、女 巫 列 队 迎 接 神 的 降

临。是的，神的降临，不是

一个外在的形象，真正的神

的降临必然是一种附身，所

有原来萎弱的生命会在忽

然间狂喜悸动起来，唱歌、

舞蹈，是神在一个躯体里交

媾时的悸动。

《九歌》的原始信仰里

有初民的崇敬、感谢、怀念与

爱恋。林怀民在舞台上还原

的也正是这些动人的人类初

民的歌咏，使原来楚地的神

话、中国的文学经典扩大成

为世界性共通的声音。《九歌》剧照

话剧《雷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