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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的

歌剧《小二黑结婚》自 1953 年首演

以来，影响了几代中国观众，成为

最受欢迎的民族新歌剧之一。歌

剧中的唱段《清凌凌的水蓝莹莹

的天》，更是被后人作为独唱歌曲

广为传唱。

遗 憾 的 是 ，不 知 是 何 原 因 ，

《小二黑结婚》的完整版本在 1983

年演了最后一场之后，便消失在

中国歌剧舞台上了。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为纪念马

可诞辰 90 周年，2008 年，中国音乐

学院复排了歌剧《小二黑结婚》。

“娘家人”复排“小二黑”

新中国成立后，歌剧《小二黑

结婚》的策划者兼作曲之一马可

既为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又为

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主任。2008

年，“娘家人”——中国音乐学院

为了纪念马可，举办了一系列活

动，如编撰《马可全集》。此时，中

国音乐学院曾任院长李西安找到

在院里担任表演教研室主任的陈

蔚，告诉她，马可生前的文章、谱

子现已找到很多，唯独歌剧《小二

黑结婚》只有郭兰英唱的一段录

音，没有影像资料留存，所以希望

陈蔚能担任起复排《小二黑结婚》

的任务。

李西安找陈蔚复排该剧是有

原因的。因为，陈蔚不仅是中国

音乐学院表演教研室主任，还是

当今比较活跃的歌剧和音乐剧导

演，她 1987 年就投身歌剧创作，近

年来在拓展歌剧、音乐剧的创作内

容和表现形式上做了令人瞩目的

探索。1994年，执导的歌剧《徐福》

获文华新剧目奖；1997 年，执导的

歌剧《八女投江》获文化部调演二

等奖；1998 年，执导的歌剧《舍愣

将军》获文华新剧目奖和“五个一

工程”奖；2001年，自编自导的歌剧

《再别康桥》开中国小剧场歌剧之先

河；2004年，执导的音乐剧《五姑娘》

在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文华奖

和 7 个单项奖，也因此获文华导演

奖……所以，她成为大家眼中执导歌

剧《小二黑结婚》的不二人选。

一拿到马可写的《小二黑结

婚》的简谱版总谱、“二孔明”扮演

者邱玉璞改写的《小二黑结婚》清

唱剧初稿、剧中郭兰英演唱的片

段录音等 13 首歌曲，陈蔚连夜开

始构思新的“小二黑”。

“听了那些老艺术家的演唱，尤

其是郭兰英的，我激动得一夜未眠，

真是太感人、太动人了。”陈蔚感叹

道。后来，她发了一个“母校召集

令”——召集中国音乐学院的众多师

生参与该戏。很快，她执导的音乐会

版的《小二黑结婚》在2008年底问世

了；2010年，新版歌剧《小二黑结婚》

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演出；今年 5

月，又登上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继承与创新

“在怀旧中体味惊喜，在经典

中追寻创新”成为陈蔚在编排新

版《小二黑结婚》时一直秉承的核

心理念。

《小二黑结婚》的立意好，提

倡 婚 姻 自 由，更 宣 讲“ 爱 人 不 爱

财”的处世之道，在当下也特别具

有现实意义；剧本创作上，贴近生

活，很有内容；人物刻画上，主要

人物小二黑和小芹生动活泼，中

间人物二孔明和三仙姑鲜明精彩；

唱腔上，多种多样，就连合唱的部分

也运用了中西合璧的音乐手法；剧

作风格上更是中国歌剧中难得一

见的喜歌剧……整个作品从剧本

到音乐都处理得十分完善。

所以，新版《小二黑结婚》首

先 要 做 好 继 承 工 作 。 剧 本 创 作

上，梳理老剧本，删减枝蔓，使整个

故事重点突出，演出时间也缩短为

1 小时 40 分钟左右。音乐创作上，

在尊重原有音乐的基础上重新配

器，即用纯民族乐队伴奏，这种方式

在中国歌剧舞台上是鲜见的。“这两

样工作做完后，我心里就踏实了，因

为在继承的工作上，我们迈出了比

较扎实的一步。”陈蔚说。

有继承，还得有创新。今年上演

的歌剧《小二黑结婚》就极具创新性。

编排有亮点。陈蔚反复地研

究了老版《小二黑结婚》的剧本及

音乐，理解并尽量用当代理念还

原旧时情怀。如小芹洗衣服的环

节，如今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河边

洗衣服的经验，所以，剧组专门请

老版《小二黑结婚》中的演员教授

这一细节表演。老版中扮演区长

的荆蓝笑称，自己很欣赏新版中

的媒婆——表演中，媒婆把腿往

上一盘，便上炕了；当她看三仙姑

和小芹吵架后，感觉不妙，马上就

把钱袋拢起来……演得很精彩。

演唱有突破。对新版《小二黑

结婚》，二胡、中胡演奏家李继奎称赞

说：“这台剧声乐部分非常好，能把各

种各样的唱法，男声女声，洋的中的，

统一在一个剧里，而且看得出像一家

人，一个村子的人。”“我特别强调，这

一次，吴碧霞和王宏伟唱得是真好。”

老版“小二黑”的扮演者柳石明也表

示，此次，小芹的扮演者吴碧霞，音色

美得没话说，既体现了乡音乡情，又

带有时代性。王宏伟激情的演唱、淳

朴的表演，正符合原剧中敢于追求自

己幸福婚姻的青年小二黑形象。

舞台呈现有新意。老版《小二

黑结婚》舞台设计者之一的邢大伦

说：“这部新版‘小二黑’更歌剧化，

更具时代的品位，也更具生活的意

境。”负责舞美的刘科栋是位有想法

的设计者，他采用了中国年画和线

描的表现手法，使舞美设计既有写

意风格,又具中国乡村趣味。灯光

设计邢辛很优秀，整个舞台的灯光

干净清澈。彭丁煌的服装设计兼

具原作风貌和喜歌剧风格。

希望一直“结”下去

今年演出《小二黑结婚》时，

许 多 老 同 志 是 坐 着 轮 椅 来 观 看

的。演出结束后，他们涌向台口，

不肯离去，还连问：这么好的歌剧

什么时候再演？歌剧的结尾处，

小二黑和小芹把结婚喜糖发给观

众时，许多青年人都感动得热泪

盈眶，他们说，自己受到了教育，

感受到了爱情真挚的力量！

邱玉璞则表示，当前演出《小

二黑结婚》仍很有现实意义。近

些 年 来 ，某 些 人 群 心 中 物 欲 横

流。婚嫁时，偏重彩礼的现象甚

至是有增无减。最近，他的朋友

给儿子相亲，竟被索取 5 万元见面

礼，还不属于彩礼。在某些电视

征婚中，也可看到一些母亲为女

儿挑女婿是如何看重财富的。至

于择婚时必先看生辰八字的现象

则更为普遍，因此，当今人们的婚

姻观念并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和

自主的地步。

“排这个戏，对我们是一次再

教育！首先是对导演的再教育，

也是对每个参加演出的年轻教师

和同学们的再教育，是对中国歌

剧历史认识的一次再教育。”“对

于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歌剧导

演，我认为中国歌剧一直体现着

强烈的时代之音。我希望，中国

歌剧在多元化的进程当中，要树

立自己的风格与风骨。中国歌剧

的路应是‘喜新不厌旧，崇洋不媚

外’的。并且，作为中国音乐学院

的一名老师，我希望把中国歌剧

的种子不遗余力地传给学生，不

单要传给他们作为一个歌剧演员

的技能，更要传给他们作为一个

歌剧工作者的思想境界。同时，

我更希望《小二黑结婚》作为中国

歌剧的一个经典和中国音乐学院

的品牌，能够一直‘结婚’下去。”

陈蔚如是说。

6 月 19 日晚，笔者在北京中山

公园音乐堂观看了苏州昆剧传习

所排演的传统昆曲《牡丹亭》，与

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相对，

这次演出被称为“青松版”《牡丹

亭》，因为导演是 83 岁高龄的名导

顾笃璜，杜丽娘由“传”字辈艺人

高 徒 马 瑶 瑶 饰 演，顾 笃 璜 表 示：

“我们只崇尚一个‘传’字！”意在

将昆曲传统谦恭传承。

《牡丹亭》讲述的是一个勇敢

做梦并寻梦的女子的故事。要了

解和同情杜丽娘的这种勇敢，须

先了解她所遭遇的困境。杜丽娘

自幼被礼教的教条紧紧束缚着，

繁 冗 的 礼 数 首 先 束 缚 着 她 的 身

体，白天睡一会儿就算违反家教，

眼睛看见一对花、一对鸟都被严

格规避。教条也规训着她的认知

和情感，“关关雎鸠”也无外乎只

有“后妃贤达”一种解释。杜丽娘

就像一株被礼教的藩篱绑架的植

物，艰难生长。但是，当她走进后

花园，看见“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不禁惊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

如许！”她那纯真自然的天性被生

机蓬勃的湖山草树激发出来，她

觉醒了，光芒四射，从此她要勇敢

地 自 由 幻 想，亲 身 体 验，她 要 爱

情，她要快乐。至于她在潜意识

中做梦，又亲自去园中寻梦，都是

她觉醒后付诸的行动了。

实际上杜丽娘的觉醒是破解

了一个难题，即要做一个怎样的

人，人应该怎样活着。最后她凭着

自己的智慧和潜力，勇敢地选择了

要活生生地活着，而不是死一般地

活着；要做有情人，不做活死人。

杜丽娘梦中邂逅了柳梦梅，而

汤显祖则在现实中创作了《牡丹

亭》。做梦和艺术创作都是人的精

神领域最活跃、最自由的实践形式，

汤显祖正像他笔下的杜丽娘一样，

勇敢地梦想着，追寻着。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思想

上 继 承 了 王 守 仁 哲 学 的 积 极 因

素，抨击渐趋陈腐的程朱理学；文

学思想上反对复古思潮，提出文

学创作“立意”的重要；同时汤显

祖一生阅遍官场的拉帮结派、倾

轧陷害，历尽人情冷暖和世态炎

凉，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抗争

意识。他有 4 次中进士的机会，但

因不愿依附权贵而放弃，保持了

独立的人格和高洁的品行，正如

他自白的那样：“吾不敢从处女子

失 身 也。”在 贬 任 浙 江 遂 昌 知 县

时，去钳剭（杀戮），罢桁杨（一种

刑具），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

修书院，还释放监狱中的囚犯回

家过年……在今天，我们能够较

容易理解，汤显祖绝不是恃才傲

物、放浪形骸、故作惊人之举，他

是在做一场大梦，这梦中是一个

没有杀戮和酷刑、文化昌明、人民

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他的一切

社会理想都勇敢地通过文学创作

自由驰骋，他的一切人生梦想都

勇敢地在《牡丹亭》上放飞，他是

一位勇敢的做梦者！

从汤显祖的大梦和昆曲《牡

丹亭》的惊梦开始，600 年而下，一

梦未醒。因为 600 年间，无数上层

知识分子、昆曲艺人、普通民众都

沉醉在昆曲这种美丽的梦境中，

形成了中华文化中一条承续不断

的文化脉络和精神流脉，那就是

昆曲艺术典雅唯美而又不脱离社

会现实和人民大众，民族传统和

精神在昆曲中世代相传。

近一百年间，传统文化遭遇

挫折，昆曲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

困境，但是，中国文化中总有那么

一种文化基因在危难时刻起死回

生，总有那么一批人在僵死之境

力挽狂澜。经过各方努力，2001

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

批“ 人 类 口 头 和 非 物 质 遗 产 名

录”，从此掀起了中国传承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热潮。像苏

州昆剧传习所这样的昆曲传习所

坚守近百年，重新释放出巨大的

文化能量，“传”字辈的老艺人们

重新登台、授徒；83 岁的顾笃璜重

新执导；在美国的马瑶瑶回来了，

重操昆曲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家、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田青

和顾笃璜导演在苏州不谋而合：

要把纯正的昆曲传下去！

“传”，这不是一夜之梦，而是

以 600 年为度量单位的文化之梦，

看来这群人会勇敢地做下去。

我看昆曲现代戏《陶然情》

是源于寻梦与质疑。

我喜欢传统昆曲剧目，怕新

编的昆曲坏了我的美好记忆。因

为昆曲是唯美的剧种，要立意美、

意境美、唱词美、唱腔美、音乐美、

动作美、服饰美，还要加上舞台美

等，然而作为一部现代题材的昆

曲，那么多的唯美能达到吗？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居然全

达到了！

昆 曲《陶 然 情》取 材 于“ 五

四”时期进步才女石评梅和革命

者高君宇的真实爱情故事。

剧作者张蕾、胡明明非常准

确而巧妙地选取了这个时期中

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

动家高君宇和才女石

评梅作为剧中男女主

角，以反帝反封建为

时代背景，以追求进

步为人生理想目标，

从而实现了该剧的立

意美。

该戏是一部贯穿

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

剧，剧情紧扣二人的

悲欢离合，心路跌宕

曲折，风格凄婉缠绵，

既充分体现了昆曲对

抒情美的传统追求，

又丰富了整出戏的艺

术感染力。

该剧每个场次都

能让人感受到强烈的

意境美。如“序”的场

景是暮霭中的陶然亭，

秋风阵阵，荒草凄凄，

石评梅手中一支红梅，

孤身一人背身站立在

高君宇的墓碑旁——

她来祭奠高君宇，向

他诉说深深的思念之

情。这种雕塑式的凄

美很快扣住了观众的

心弦。再如第二场次

“红叶寄情”安排在满

山红叶的香山，“彤叶

争妍，看群山翠减红

翩，望长空北雁征南。”这壮美的

景色，隐喻着革命者“秋风烈横

扫人寰，碧空远任云舒卷”的崇

高精神境界。

历史上昆曲是文人戏，古老

的昆曲是元曲的余续，素以唱词

典雅优美著称，它的唱词是可以

作为诗歌作品来阅读的。如“红

叶寄情”中石评梅的一段【迎仙

客】：花褪红，暮云浓……谁剪樊

笼，不锁东君梦。再看“冰雪喻

情”中的一段唱，这是高君宇的

核心唱段，采用的是词牌【渔家

傲】：天戴其苍乾坤瘦，江山可叹

硝烟旧……援玉枹兮金鼓吼，霞

光透，青春宇宙风华秀。最后一

场“陶然埋情”中的最后一段唱

则是石评梅的核心唱段，是词牌

【采桑子】：芦花摇曳江亭畔，梦

也遥遥，忆也遥遥，墓畔哀歌埋

寂寥。云流丹彩荆棘扫，剑也昭

昭 ，火 也 昭 昭 ，风 送 余 情 飞 九

霄。上述三段唱词，无论是曲牌

还是词牌，曲格、词格、平仄、用

典 和 意 境 等 ，无 一 不 工 整 、规

范。通观全剧，几乎无词不雅，

无句不美，这大大加强了该戏的

文学性与美感，更为唱腔设计的

成功打下厚实基础。

昆曲是最重视唱腔的。石

评梅的所有唱段我都是闭着眼

睛听的，扮演石评梅的青年演员

周 好 璐 出 身 昆 曲 世 家，南 北 兼

长，是现今惟一获得戏剧戏曲学

文 学 硕 士 学 位 的 专 业 昆 曲 演

员。她的声音清雅柔美、委婉流

畅，极 好 地 表 现 了 石 评 梅 这 位

“五四”才女的性格与气质。扮

演高君宇的演员杨帆是武生，因

此可以用大嗓表现革命者的豪

情。他的演唱激情饱满、字正腔

圆，于大气、英气中蕴含着文气、

雅气。

戏中优美、鲜明、生动的音

乐大大加强了其艺术

效果。例如“序”中，

音乐如泣如诉，烘托

出石评梅深深的惆怅

与哀思。再如，在“月

映红烛”一场中，石评

梅的箫声，则将夜色

中校园的静谧安祥如

流水般展现出来，场

面 颇 具 朱 自 清 散 文

《荷塘月色》之神韵。

昆曲《陶然情》是

现代戏，传统戏中一

些程式化身段动作已

难派上用场，都要根

据剧情来重新设计。

看后感觉剧中人物身

段 动 作 设 计 自 然 得

体，不夸张、不做作，

符合剧情需要、人物

性格，做到了形体与

动作的优美和谐。印

象最深的有两段。一

是高君宇与石评梅一

身素白，舞动一白一

红 两 条 五 四 式 长 围

巾，围巾在二人手上

旋转飞动，时而共牵，

时而互换，时而在手，

时而在颈，动作大开

大合，极具美感。另

一 段 是 高 君 宇 受 伤

后，用所拄的拐杖在

雪地上连续写出大大的“梅”字，

书写动作既写实又写意，形成优

美帅气的舞蹈动作，十分悦目。

戏中的服饰设计以素雅为

主，以黑白为主色调，喻示高、石

两人冰肌玉骨的品格和冰清玉

洁的灵魂。这种圣洁的风格，这

种以单调的颜色表现丰富感情

的手法十分高明，也是昆曲艺术

追求唯美的传统。

此外舞美方面，设计者营造

出如梦如 幻、充 满 诗 意 的 舞 台

环境，为 这 台 戏 增 加 了 艺 术 感

染力。

该戏总导演顾威和昆曲艺

术指导周世琮是我尊敬的大家。

整台戏处理得大气、文雅，人物性

格和关系把握准确、严谨。一台

两个人的大戏，让人观来，丰满

充实，赏心悦目，印象深刻。这

部戏在昆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关系上尺寸拿捏到位，传统昆曲

艺术演绎现代人物的故事和情

感让人看后没有一点隔阂之忧，

这个创作模式和经验很是值得汲

取和总结。

唯
美
之
美
《
陶
然
情
》

凌
海
成

剧目、人才、市场、民生——院

长宋官林上任之初，就确立了中国

国家京剧院发展的四大要素。

2011 年上半年，国家京剧院

主抓剧目建设，剧院在兢兢业业

传承传统剧目的同时，排演了新

编古装剧《汉苏武》，“苏武牧羊”

这 一 老 题 材 焕 发 出 了 难 得 的 新

意。2011 年下半年，剧院将在青

年人才培养上施展大手笔，用系

列演出培养、打造青年演员队伍，

宋官林将这“大动作”形象地称之

为“三级跳”。

以考核成绩赢取“起跳”资格

5 月 28 日、29 日，国家京剧院

在剧院八层的畅和园剧场进行了

严格到“残酷”的“青年演员对口

交流考核”，对全院 40 岁以下的 60

名青年演员的业务水平进行了一

次大摸底、大评估。

青年演员们按行当逐个登台

清唱，舞台上没有舞美、灯光、服

装、道具的衬托，台下也没有观众

的掌声和叫好，所要面对的，是 20

余位表情严肃、内行专业的评委，

其 中 既 有 宋 官 林、刘 孝 华、尹 晓

东、李世济、刘长瑜、于魁智、李胜

素、袁慧琴等院领导和艺术家，也

包括了剧院人事部、业务部、创研

部、舞美中心的负责人。评委们

根据考核人员的多方面表现进行

现场评分和点评。这样的考试，

在行内被称为“当面审贼”，意思

是说演员被所有人的目光盯住，

就像“审贼”一样，内心需要经受

的考验程度可见一斑。

“这次考核，让大家心里都有

了底，也为剧院下一步的人才建

设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宋官

林说，只有在这一次“青年演员对

口交流考核”中成绩优秀的演员，

才能赢得“起跳”的资格。

“第一跳”力求精致

40 多名优秀青年演员、30 台

经典剧目、15 场演出……这“第一

跳”就蔚为大观。

7 月 16 日至 8 月 14 日，“畅和

园之夏——国家京剧院青年演员

演 出 月”将 在 畅 和 园 剧 场 举 行。

这一轮“当面审贼”的将是畅和园

里就座的 200 名观众。

“畅和园是个小剧场，演员都

是不开胸麦克原声演唱，观众可

以近距离赏戏。不过，这对青年

演员却是大挑战。”宋官林不仅给

演员们定下了严格的标准，也给

舞 美 、服 装 提 出 了 细 节 上 的 要

求。“服装没有熨烫，布景做得不

够细致，这些在大剧场能够遮的

丑，都会在小剧场原形毕露，所以

必须精致。”

此次参演的 40 多名演员，多

数都是在“青年演员对口交流考

核”中脱颖而出的尖子，还有一部

分是京剧研究生班和流派班的学

员。所表演的剧目，都是演员们

的“自选动作”：《盗仙草》、《八大

锤》、《挑滑车》、《白蛇传》……为

了这难得的展示机会，演员们选

择的几乎都是“吃功”的戏。

虽然演出水准要求高了，票

价却没高。“畅和园之夏”将实行

优质低价策略，票价从 50 元到 120

元不等，购票 3 张以上还能享受折

扣优惠。

“后两跳”层层递进

有了“畅和园之夏”的经验积

累，今年 10 月的“畅和园之秋”将

是国家京剧院青年人才培养的

“第二跳”。届时，国家京剧院将

“优中选优”，让出色的青年演员

挑大梁、演大戏。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0 日在北

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的“年轻的

朋友来相会——国家京剧院青年

演员展演”活动则是这些青年演

员的“第三跳”。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是一

首歌曲，其中有一句歌词‘再过 20

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

多么美’。再过 20 年，现在这些

青年演员也会是京剧舞台上的中

坚力量。”宋官林说，这“第三跳”

不仅仅是青年演员们在舞台上的

一次“相会”，还充盈着剧院领导、

老艺术家们对他们的期待。

在“后两跳”中，宋官林还要

求青年演员们发扬“一棵菜”的精

神，鼓励大家团结协作。“剧院建

设不能各自为战，大家必须精诚

团结，增强凝聚力。”

人才问题无小事

其实，在“青年演员对口交流

考核”之后，从 6 月起，国家京剧院

对青年演员的锻炼已经开始。“6

月 5 日到 7 月 7 日，‘红色经典中华

行’在全国 30 多个城市演出了 42

场。我们把它称为‘京剧文化的

长征’，它对青年演员是一种拉练

式的演出。这不仅是对他们意志

的锻炼，还提高了他们的表演水

平，也是我们人才培养链中重要

的一环。”宋官林坦言，今年是国

家京剧院青年演员历年来演出最

密集的。

此外，国家京剧院还适时的

为德艺双馨的青年人才举办了专

场演出。“荀艺飘香——唐禾香专

场”“桃李花开——李花月琴硕士

毕业音乐会”都受到了专家和观

众的好评。“在京剧乐队中，月琴

不如二胡受重视，但是李花是个

勤奋好学的孩子。她在中国戏曲

学院读在职研究生 3 年，剧院的工

作从没耽误。我常说，李花这 3 年

是没有节假日的。这样的演员，

剧院应该鼓励。”爱岗敬业的李花

感动了宋官林，也感动了观看音

乐会的每一位观众。

如今，虽然 40 岁以下的青年

演员已经占据了国家京剧院的半

壁江山，但宋官林对于剧院的人

才问题认识得很清醒。“剧院的青

年人才依然存在结构性缺憾。”据

宋官林介绍，从行当上分，剧院缺

少优秀的花脸演员和老生演员，

以流派划分，剧院没有马派演员

和尚派演员。所以在加大力度培

养现有人才的基础上，国家京剧

院还将进一步引进优秀的青年人

才。“发现问题之后，就应该积极

想办法解决。虽然培养人才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但国家京剧院会

从一点一滴做起。”

国家京剧院青年人才培养“三级跳”
本报记者 刘 淼

勇 敢 地 做 下 去
——看“青松版”昆曲《牡丹亭》

谢忠军

新版歌剧《小二黑结婚》剧照

周婧

郭凡嘉 吕耀瑶

孙亮

张佳春张译心

马力 刘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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