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胡芳）3 月 18

日起，由北京快板沙龙、北京曲艺

家协会、晓攀传媒嘻哈包袱铺联

合出品的爆笑什锦八宝剧《爽歪

歪囧呆呆》继春节前在北京文联

礼堂初试牛刀之后，移师嘻哈包

袱铺位于北京东四环的剧场上

演，本轮演出共计 8 场。

《爽歪歪囧呆呆》全名为《爽

歪歪囧呆呆之阿美那点破事儿》，

该剧运用了多种艺术形式，并采

用现代与古代时空交错的手法，

重述“铡美案”故事。

该剧加入了相声、快板、流行

歌曲、舞蹈、魔术、脱口秀、话剧、

评书、京剧等元素，并借鉴了相

声剧和话剧中夸张的舞台和服

饰设计，成为一出不折不扣的八

宝什锦剧。为吸引人气，在演员

阵容上，《爽歪歪囧呆呆》也采取

了“杂糅”策略，中国曲协快板艺

术委员会秘书长李世儒，著名相

声演员王文林，嘻哈包袱铺主持

人徐涛，2005 年“超女”李娜，嘻

哈包袱铺当红演员尤宪超、贾旭

明都加盟演出。

从演员搭配和舞台表现上，

该剧对年轻观众的“ 杀伤力”十

足。作为编剧和导演之一，快板

名家李世儒表示，希望该剧在吸

引年轻观众的同时，也能引发人

们对一些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

1992 年 7 月 16 日，这个日

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

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

出了些毛病，它告诫我从那以

后再也不要演戏了。

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台上偶

尔忘台词的毛病。这逐渐使我上

台就有了负担。1992年纪念剧

院建立40周年的时候，再演《茶

馆》。久不登台，我这负担就更觉

沉重了。果然，演了400多场的

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

病。到了7月16日那一场，第二

天就不演了，不知怎的我就特别

紧张。我害怕第一幕伺候秦二爷

的那段台词，它必须流利干脆，前

两场就已经出了些小毛病了，那

一天就自觉要坏。开幕前，后台

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

纷要签字留念，我就更加紧张。

我跟天野同志说：“我今晚要出毛

病，跟你的那段戏，你注意点，看

我不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天

野叫我放心，他说他“随时可以接

过去”。幸亏他有了准备，我真就

忘了词，他也就帮我弥补，勉强使

我能够继续演下去。这以后，不

止一处，每幕戏都出漏洞，在台上

痛苦极了。

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

完，我得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

观众去谢幕。我愧不可当，观众

偏鼓掌鼓得格外热烈，而且有观

众送花束和花篮，更有不少观众

走到台上来叫我们签字，我只得

难过地签。有一位观众叫我在签

字时写点什么话，我不假思索地

写了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

我由衷地感谢那位观众，他赐给

我一个机会，叫我表达了我的惭

愧。当听到一位观众在台下喊着

我的名字说“再见啦”时，我感动得

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

爱和严格，从来没想到观众对演

员有这样的宽容。

卸装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

车送我回去。在首都剧场门口，没

想到还有观众等着我。千不该，万

不该，再疲倦也应下车和他们告

别，但我没有这么做，一任汽车走

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

己。可惜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

歉，批评自己的这次失礼了。

本报讯 （记者张婷）日前，

中国艺术研究院 音 乐 研 究 所 第

三期惠新讲坛在京举办。该讲

坛 于 今 年 1 月 设 立 以 来 已 成 功

举 办 3 期 。 讲 坛 由 音 乐 所 所 长

田青主持，该所研究员薛艺兵、

金 经 言 、崔 宪 分 别 在 三 期 惠 新

讲坛上发表了精彩的音乐理论研

究阐述。

据 悉 ，惠 新 讲 坛 有 两 层 含

义。从表层意思来讲，中国艺术

研究院地处惠新社区故名惠新二

字；其次又是惠及新人，在学术上

施惠于业务新人之说。建立这种

学术讲坛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以讲

座带科研，逐渐发挥音乐研究所

应该具有的学术影响力，在研究

人员中产生自觉的学术压力与学

习习惯，最终以科研带动学术，提

高全所科研人员的学术水平，营

造出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

田青表示，音乐所设立了 5 个

理论研究室，并根据所里各位研

究人员的专业进行了具体分配。

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要充分发挥现

职研究员的学术带头人作用，带

领各自的一班人马，按照不同的

学术方向，发挥出全所研究人员

的业务专长，开启音乐所学术科

研的新阶段、新起点。

交响乐团的业务工作怎样开

展？偌大乐坛，见解各异。有人

说，“提高演奏水平”是中心环节，

抓着它，就行了。此言不谬，然似

不够全面。笔者认为，一个有抱

负的正规乐团，不仅应在“提高演

奏水平”这一中心环节下工夫，而

且应当在“精品创作”方面有所作

为。只有同时插上精品的“制造”

和“创造”两翼，乐团才能起飞。

近 年 来，深 圳 交 响 乐 团“ 制

造”“创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

有益探索，为篇首提出的问题做

出了科学的回答。

制造创造 两翼齐飞

相对于京、沪、穗老牌乐团而

言，“深交”属于乐坛新军。但自上

世纪末以来，该团奋起直追，演奏

水平直线上升，很快跃入了我国交

响乐队伍的前列。与此同时，该团

收获了一个个精品创作的硕果：

2006 年，大型梵呗交响合唱“神州

和乐”推出；2008 年，钢琴协奏曲

《春天》和“庆典交响曲——为交响

乐队、混声合唱、童声合唱及男高

音独唱而作”在深圳音乐厅奏响；

2009 年，深切缅怀改革开放总设

计师邓小平——大型多媒体交响

音乐会“思念”深情上演，《b 小调

小 提 琴 协 奏 曲》顺 利 杀 青；2010

年，大型客家山歌交响曲《交响山

歌·客家新韵》让客家人的交响梦

想变成了现实。

2006 年 4 月，首届“世界佛教

论坛”在沪召开。作为献礼作品，

“神州和乐”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首次公演，轰动沪上。国家宗教

事 务 局 局 长 叶 小 文 喜 不 自 禁 地

说：作品俨然就是一座精美的“友

谊之桥”“和谐之桥”。随后，“神

州和乐”在广州、深圳、香港、北京

等地和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国家的演出均反响热烈。2008 年

10 月，“神州和乐”应邀赴韩国首

尔演出。热情的观众在最后乐段

和演员一起击拍合唱《阿弥陀佛

颂》，场面感人至深。2009 年 10

月，“神州和乐”受邀赴德国纽伦

堡民歌手音乐厅演出，由纽伦堡

合唱团担任合唱，创下了外国人

演唱中国佛教音乐的纪录，谢幕 6

次，观众才依依不舍退场。

2009年2月19日，乐团在深圳

大剧院推出了大型多媒体原创交响

音乐会“思念”，打破传统音乐会“大

白光”风格，融声乐、器乐、诗歌朗

诵、视频、舞台布景、灯光为一体，在

运用音乐、文学、视频、舞美语言全

方位表现重大主题方面进行了探

索，取得了较好的舞台效应。

在“思念”后部高潮时段呈现

的新作——交响合唱“唱给春天

的歌”徐疾相宜，庄谐并重，激昂

与婉约齐飞，咏叹共宣叙一色，被

誉为深圳近年来少有的主旋律合

唱作品佳作。

2009 年 2 月 5 日，浸润无数人

心血、智慧的《交响山歌·客家新

韵》亮相深圳市新春音乐会，大获

成功。作品出品单位深圳市罗湖

区领导表示，作品鲜明体现了“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是不可

多得的佳作。山歌大师余耀南说，

聆听当晚，因为太兴奋，自己夜不

能寐，泪水夺眶而出。作曲家吴祖

强认为，《交响山歌·客家新韵》将

多元化的音乐元素熔于一炉，艺术

效果令人感动，体现了深圳在文化

创新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作曲

家王世光认为，作品展现了客家人

的风貌，牵系起了中华民族共同的

血脉和文化，是深圳“音乐工程”的

又一重大收获。本场演出指挥张

国勇认为，深圳用一部沉甸甸的作

品为中国原创音乐做出了贡献，这

样的精神在当前浮躁之风盛行的

音乐界尤显珍贵。

敢闯敢试 打造精品

笔者认为，“深交”精品创作

实践之所以能够打开局面，喜收

硕果，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以“把最好的精神食粮

贡献人民”为使命作为推进“精品

创作”工作的强大动力。多年来，

通过学习，“深交”领导班子形成

了一种共识，那就是：要把“人民”

二字时时刻刻装在心里，时时为

听众而思，处处为听众而做。只

要做到和听众心连心，就会有不

尽的创作灵感、不竭的服务动力

和战胜困难的巨大勇气。

二是不断加深对精品生产与

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以

及深圳文化“试验场”“窗口”作用

的认识，这是精品创作阔步前行

的前提。乐团的领导班子成员们

一致认为，深圳文化应当集兼容、

试验、先导性为一体。“深交”地处

南国，根在特区，担起“ 兼容、试

验、先导”的重担，义不容辞。因

而，在向京、沪、穗老大哥乐团学

习、实实在在提高演奏水平的同

时，不断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美感的交

响乐新作”，推出“深圳创造”的艺

术名片，是乐团生存、发展的题中

应有之义。

三是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

关系，坚持艺术上的变革求新是

精 品 创 作 的 必 由 之 路 。 繁 荣 文

艺，创作是基础；繁荣创作，精品

生产是龙头；而对于精品生产而

言，创新是必由之路。如：“神州

和乐”把中国佛教音乐和西方交

响乐有机融为一体。法号、木鱼、

琵琶、三弦等中乐器的新颖运用，

中国传统音乐调式和诵念、唱赞

等佛教表现形式以及禅院钟声的

巧妙引入，第四乐章除管乐以外

的所有演奏员边奏边唱的大胆设

计，体现了中华佛教的大乘气象

和东方音乐的博大精深，使作品

产生了直透心底的震撼力，取得

了摄人心魄、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的审美效果。

四是发扬深圳人“敢闯，敢试”

的品格，顶住压力上，失败不气馁，

是精品创作走向胜利的关键。“憧

憬、苦斗、收获”，是一切精品创作

的必然历程和真实写照。去年，

创 作《交 响 山 歌》的 消 息 甫 一 传

开，社会上就有人断言“山歌不能

交响”。去年 9 月，作品试演后，又

有人发出了所谓“山歌不交响，交

响不山歌”的冷言冷语。

面对压力，乐团领导班子毫

不动摇，他们说：要奋斗、探索、开

拓、创 新，就 得 有 承 受 各 种 非 难

的勇气和胸怀，就得有不成功不

停步的坚定信念。在这种思想指

导 下，乐 团 四 处 求 教，主 动 听 取

观众、专家意见，精心修改，终获

成功。

五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

导、大力支持是“精品创作”硕果

累累的有力保证。

“ 深交”的 主 管 部 门 深 圳 市

文体局对该团的工作一向是“严

要求”和“勤关心”并重。支持有

力，干预极少。局领导总是鼓励

乐团根据艺术生产的特征、规律

大胆前行，总是热情为乐团工作

的 不 断 前 进 创 造 着 良 好 条 件 。

市 财 政 主 管 部 门 则 为 乐 团 准 备

了创作启动资金，使乐团免去了

后顾之忧，财政主管部门的领导

说，行 政 经 费 再 紧 张，也 必 须 想

尽办法，保证“精品创作”经费落

实到位。

3 月 10 日，北京首都剧场的舞

台上，“裕泰大茶馆”老掌柜王利

发拿起秦二爷的围巾，步入内室，

仰望屋顶，寻找了结一生的地方。

之后，大幕悄然落下。1958 年至

2010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这个

跨越半个世纪的人间悲喜剧演绎

了整整 600 场。

“52 年，《茶馆》演出 600 场，其

实不算多。但就是这不多的 600

场，对北京人艺来说非常不易。”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书

记刘章春这样总结。导演焦菊隐

把《茶馆》喻作“清明上河图”——

上到前朝贵胄、封疆大吏，下到贩

夫走卒、流氓地痞，他们在风雨飘

摇 的 时 代 里 各 自 挣 扎 求 存 。 然

而，《茶馆》背后的故事又何尝不

是另一幅“清明上河图”呢？

经典诞生

1954 年 9 月 20 日，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并 颁 布 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老舍

酝酿创作一部宣传普选的三幕话

剧《秦氏三兄弟》。

1956 年 12 月，初稿完成后，老

舍来到北京人艺，在二楼的一间

会议室里给曹禺、焦菊隐、欧阳山

尊等人朗读剧本。剧本朗读之后

的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剧中

第一幕描写秦家开设的“裕泰大

茶馆”的故事最精彩。于是，研究

决定抛开普选的题材，以“茶馆”

为基础单独成戏，以小见大，反映

整个社会变迁。

研讨会结束，焦菊隐来到老

舍 家 ，跟 他 商 议 剧 本 的 修 改 意

见。老舍听后非常兴奋，立刻表

示：“你们的意见非常好！我 3 个

月后交稿。”

3 个月后，老舍准时把重新写

好的剧本交到北京人艺，剧本以老

北京裕泰大茶馆的兴衰为背景，通

过对茶馆及各类人物的描写，反映

了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后 3 个

不同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面貌，

揭示了旧中国的动荡、黑暗和罪

恶，定名《茶馆》。

《茶馆》写成后，老舍数次修

改。其中一稿结尾是“王掌柜救

了革命者，自己饮弹牺牲”。郑榕

记得，当时于是之提意见说，希望

在结尾处有几个老头儿话沧桑的

戏。老舍只是“嗯”了两声，并没

有说话，于 是 之 也 没 再 说 什 么。

没想到一周后，老舍写出了 3 个

老人说着掏心窝的话，最后掷起

漫天纸钱的结尾，如今成为经典

一幕。

《茶馆》正式排入了北京人艺

的演出计划，首演时由于是之扮

演王利发，郑榕扮演常四爷，蓝天

野扮演秦仲义，其他角色由黄宗

洛、林连昆、英若诚等扮演。

命运多舛

1958 年 3 月 29 日，由焦菊隐

导演的《茶馆》在首都剧场公演，

反响非常强烈。但由于“反右”刚

刚 结 束 ，《茶 馆》很 快 受 到 了 冲

击。刘章春回忆：“当时一些领导

认为《茶馆》是一部有问题的戏，

宣传了悲观主义。有人直接说，

我们种白薯都亩产 50 万斤了，这

是多么的革命浪漫主义，我不知

道《茶馆》在歌颂什么。”于是，同

年 7 月 10 日，仅演出了 49 场的《茶

馆》被迫停演。

1963 年 5 月，北京人艺小心翼

翼地将《茶馆》复排上演，但受到

“左”的干扰，为适应政治需要，被

强行加进了“红线”——不仅被增

加了一些学生闹革命的情节和标

语口号式的台词，在第三幕结尾，

还插进了与常四爷性格完全不符

的给游行学生助威送水的情节。

即便有这样生硬的情节，悄悄上

演 的《茶 馆》仍 然 吸 引 了 许 多 观

众。演出结束后导演金山跑到后

台，不敢说话，不敢握手，只是在

桌子底下向焦菊隐竖起了大拇指

以示敬意。《茶馆》的第二轮在首

都 剧 场 演 出 53 场 之 后 ，再 次 停

演。随后，“文革”初期，《茶馆》又

被打成“黑样板”“大毒草”。

重见天日

1979 年 2 月，《茶馆》以原班人

马复排演出。1980年应邀赴西德、

法国、瑞士访问演出，这是中国话

剧第一次走出国门。其后，《茶馆》

又到了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

家。在柏林有一场演出，《茶馆》谢

幕 24 次，观众欢呼、跺脚长达 7 分

钟。“1979年至1992年，《茶馆》几乎

是在不间断地演出，好像一下子释

放了积压多年的戏剧热情。”刘章

春这样描绘那段辉煌。

1992 年 7 月 16 日，北京人艺

建院 40 周年之际，《茶馆》在首都

剧场演出第 374 场。“虽然当时的

演员们并没有想过这是最后一场

演出，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老版

《茶馆》的告别。”刘章春用“悲壮”

形容了当时的场面。

“绝版《茶馆》门票，300 元一

张！”首都剧场外有人在叫卖“黄

牛票”。剧场后台乱成一团，年轻

的演员们拿着扇子、T 恤衫让老艺

术家们签名。这让当时已患病、

经常出错忘词的于是之更加紧张

了，他跟蓝天野说：“我今晚要出

毛病，跟你的那段戏，你注意点，

看我不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

结果，他真的就忘了词，而且不止

一处，每幕戏都有漏洞，台上的他

痛苦极了。演出结束后，于是之在

后台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谢幕

时，几个观众跳上台，自发献上一

条“戏魂国粹”的横幅。于是之在

后台激动地对其他演员说：“观众

太宽容了！”当愧疚的于是之坐车

悄然离开剧院时，很多观众还守在

剧场门前等着再看他一眼，但他因

为太累了而没有下车。后来，这也

成为他的一大遗憾，每次回忆起来

都十分自责。

昙花一现

1999 年 10 月 12 日，北京人艺

以全新演出阵容重排的《茶馆》在

首 都 剧 场 公 演，导 演 是 林 兆 华。

这一版的《茶馆》，林兆华认为“要

创 新 就 必 须 寻 找 新 的 表 现 方

式”。全剧不仅将三幕戏改为一

幕，场景也有了很大变化——原

本兴盛的大茶馆从开始就是危楼

一片，透过茶馆甚至可以看到街

上奔跑的汽车。

对 于 新 版 很 多 观 众 都 不 接

受，最大争议在结尾。焦菊隐版

《茶馆》中，以王利发拿着秦二爷

的围巾走向后台结束。而在林版

中，又加出一小段：国民党党棍沈

处长乘坐美式吉普车得意地宣布

茶 馆 已 归 他 所 有 ，并 用 一 连 串

“好”随口回答随从的建议。支持

的人认为，北京人艺不应该固守

传统，即使是经典剧目也可以用

另 外 的 手 段 去 阐 述 。 反 对 者 认

为，这样处理结尾过于诙谐，破坏

了《茶馆》的悲剧意味。

恢复经典

2005 年，美国演出商与北京

人艺接洽，邀请《茶馆》赴美演出。

演出商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

就要老《茶馆》的版本。同年 6 月，

借 纪 念《茶 馆》导 演 焦 菊 隐 诞 辰

100 周年，北京人艺重排焦菊隐版

《茶馆》。此番演出除了演员变换

之外，在场景和调度上都与焦版别

无二致，由林兆华任艺术指导。

同年 10 月，《茶馆》赴美演出，

这 也 是 中 国 话 剧 首 次 在 美 国 演

出。演出中的“包袱”观众都能很

快反应过来，笑声几乎是同步响

起，现场效果非常好。这要归功

于老版中“刘麻子”的扮演者英若

诚。他对《茶馆》的翻译不是简单

的直译，而是将剧本中老北京的

土话翻译为相应的美国俚语，十

分口语化。

传承不易

在庆祝《茶馆》演出 600 场的

纪念仪式上，北京人艺院长张和

平说，北京人艺的首要任务就是

继承、守望老一辈艺术家留下的

宝贵家产，“这是我们的共识，我

们决不做败家子儿”。

52 年，两 代 演 员 撑 起 了《茶

馆》。如今，老版《茶馆》中扮演常

四爷的郑榕 86 岁了，扮演秦仲义

的蓝天野 83 岁了，还有不少老演

员已经离开了我们。第二代演员

中濮存昕 57 岁，杨立新 53 岁，冯

远征 48 岁，梁冠华 46 岁。北京人

艺的中坚力量也老了。第 600 场

《茶馆》中有一个刚毕业的中戏学

生饰康顺子父亲康六，然而，却没

有更多可以寄予厚望的新人。

刘章春说：“北京人艺近年来

招进了30位年轻演员，我们已经在

试着把剧院里相对出色的新演员

安排在 B 组演出。前段时间剧院

演出的《雷雨》，‘四凤’就是由年轻

演员担纲的。但是现在年轻演员

普遍对生活的认识比较肤浅，就影

响到对人物的理解。并且，刚刚毕

业的演员，很难从学校的教学状态

转变到剧院演出排练的状态。但

是，北京人艺一直在努力。”

本报讯 （记者成长）3 月 20

日，昆曲现代戏《陶然情》在北京大

学上演，观众挤满了北大百周年纪

念讲堂小剧场。

《陶然情》讲的是，进步青年

高君宇和女诗人石评梅相互倾

心，石评梅却不愿介入高君宇包

办的婚姻，“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

这鲜红的叶儿”，希望保持二人的

“冰雪友谊”。随后，高君宇远赴广

州参加革命，将一对象牙戒指寄送

给石评梅。高君宇归来之后，二人

在陶然亭互诉衷肠。无奈高君宇

久病不愈、溘然长逝，石评梅依他

生前所愿将他葬于陶然亭。学生

刘和珍的惨死又让石评梅深受触

动，她决定不再抱守旧梦，愿意在

未来“寻求生命的真实和安定，做

人间最幸福的人”，并许下与高君

宇“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

并葬荒丘”的愿望。

《陶然情》是北昆第一部现代

题材的小剧场昆曲。导演方彤彤

告诉记者，该剧从排练到首演仅

用了 19 天。“高君宇与石评梅凄美

的爱情故事，最适合用昆曲柔软

的腔调来表现。”

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介

绍，《陶然情》是北昆推出的“戏曲

舞台上的北京”系列演出之一，也

是剧院以青年观众为主要受众对

象进行剧目创作的一次尝试。剧

院计划今后继续携该剧走进大中

学校园。

《《茶馆茶馆》》606000场背后场背后
本报记者 刘 淼

以后再也不要演戏了
于是之

管弦奋逸响 新声妙入神
——深圳交响乐团精品创作巡礼

江 山

《陶然情》唱响红色恋歌

惠新讲坛已办三期

《爽歪歪囧呆呆》二轮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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