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时安 （文艺评论家、上海
市人民政府参事）

从戏曲本身来讲，这出戏很惊
艳。现在的不少戏曲，为了满足作曲
创新的需要，传统曲调被改得支离破
碎，而《传灯》让我听到了来自黄梅戏
故乡的原滋原味的土生土长的散发
着泥土气息的黄梅调。六祖禅宗的
故事在佛教历史上是脍炙人口的，是
中国佛教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史实，
编剧用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
这段史实，没有采取所谓的戏说，尊
重宗教信仰，不胡说，整个剧目呈现

出一种庄严的殿堂感。戏剧情节非
常流畅、自然，很少有做作的地方。
与现在舞台上有些戏无所不用其极
的表现手法不同，《传灯》表现得很
宁静，这个题材及这部戏呈现出的
宁静感，是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需
要的。其对净化心灵，加深对佛教
的理解，建立社会信仰都是有积极
意义的。整部戏前半段写“禅农”，
五祖弘忍在繁重的农业劳作中体会
禅意佛理，许多生活禅的佛理在剧
中得到艺术体现。在祖师传灯这场
戏中，如果能加重传承的仪式感和
庄严感会更好。戏的后半段节奏紧
凑，很好看。

郑炳辉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
视管理局创作中心艺术创作基地
艺术总监）

佛教题材用黄梅戏表现，很难
把握，看完这出戏，感觉这是一出出
乎意料的好戏，有力度、有深度，演
员的表演也很到位，整台节目内容
严谨，达到了国家级水准。《传灯》邀
请了来自上海的高水平导演与黄梅
县黄梅戏剧院合作，演出非常成
功。《传灯》的剧本写得非常好，与戏
的氛围很吻合，剧场效果很好，观众
的听戏感觉也很好，在艺术性和对

佛教度的把握上处理很得当。一般
情况下，黄梅戏是女角出众的戏，这
部戏的男演员嗓音很好，唱功了得，
很能镇得住台，给观众一种进入圣
殿的感觉。

李明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中心副总裁）

从演出的角度看，舞台的整体风
格清新自然，虽然是佛教题材，但黄
梅调却原汁原味。曲调很传统，完全
没受佛教音乐的影响。故事的叙事
结构很顺畅，舞美很精致，在舞台音
乐的配器和人物“情”的表述上再丰
富一点就更好了。

4月26日至28日，由湖北
省黄梅县黄梅戏剧院带来的禅
宗人物黄梅剧《传灯》在深圳大
剧院上演。在前往大剧院的路
上，脑子里还在想，上座率会有
多高。毕竟在深圳这样一个先
锋、前卫、快节奏的城市，戏曲
终归是有些小众的，比不上流
行音乐、话剧受欢迎。来了之
后，发现两层的剧场，满满当当
坐满了前来看戏的观众，而且
大部分是中青年观众。

在众少女银铃般的笑声
中，《传灯》缓缓启幕。故事不
复杂，讲的是禅宗四祖传五祖、
五祖传六祖的故事。但故事也
不简单，剧里禅宗五祖弘忍治
病救人、割爱别母，令人动容；
创顿渐悟之说、创东山法门，让
人印象深刻，若有所思……故
事精彩，跌宕起伏。诸多禅理，
引人深思。

作为“看热闹”的外行，第
一次在剧院看黄梅戏，无论是
华丽的布景、精致的道具或者
演员身着的精美服装，都让
人眼前一亮。当然，仅仅只
有视觉上的享受是不够的。

“无丝藕断藕丝无，全心全意
近佛身”“迷时师渡徒，悟时

当自渡”“本来无一物，何处
惹尘埃”，剧中许多台词值得
观众反复咀嚼，其蕴含禅理
的桥段，让这部黄梅戏增添
了厚重的文化内涵。

此次，黄梅戏剧院创新地
以黄梅戏的表现形式将佛教
禅宗文化搬上舞台，推出这台
不同凡响的禅宗人物黄梅剧，
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

听说，在黄梅县，“一去二
三里，村村都有戏”。街头巷
尾、广场社区、村间舞台，黄梅
戏的演出在这里就好比吃饭一
般平常。黄梅戏已经根植于黄
梅人的生活里。亦或者，黄梅
县本就是一个永不落幕的巨大
戏台。“蕲黄禅宗甲天下，佛教
大事问黄梅”，六座禅宗祖庭，
黄梅独占两座。六位祖师中，
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
都在黄梅修行并传承衣钵。即
使黄梅县拥有黄梅戏和禅宗祖
师传说这两大国家级非遗，但
酒香也怕巷子深。

如果说好戏把人唱醉，烂
戏把人唱睡。那么表演结束后
全场观众那经久不息的掌声，
足以说明这是一部既卖座又让
人叫好的精心之作。

黄梅戏里悟禅意
——记禅宗人物黄梅剧《传灯》

本报记者 孙亚菲

“迷时师渡徒，悟时当自渡，一花五叶菩提树，黄梅禅风传九洲。”一曲黄梅调，

委婉悠扬，质朴清新。4月27日晚，禅宗人物黄梅剧《传灯》在深圳大剧院上演。该

剧以禅文化为题材，将黄梅禅宗祖师传说和黄梅戏完美“联姻”，再现了黄梅禅宗的

传奇故事。

听不够的黄梅调
萧林子

专家点评

黄梅戏是湖北省黄梅县极具特色的
传统戏曲，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蕲黄禅宗甲天下，佛
教大事问黄梅”，黄梅县的佛教禅宗文化
也是独树一帜的。禅宗祖师中，四祖道
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三位祖师都在黄
梅修行并传承衣钵。

为传承、弘扬黄梅特色文化，黄梅县
黄梅戏剧院筹资 300 多万元，组织强大
的创作班底和演出阵容，创作出禅宗人
物黄梅剧《传灯》。该剧由国家一级导演
李建平执导，国家一级演员、黄梅戏剧院
院长吴红军主演。《传灯》以黄梅禅宗故
事为主体、黄梅挑花做辅助，将禅宗传说
和黄梅戏两大国家级非遗完美结合，展
现了质朴清新、明亮清澈、意境空灵的艺
术效果。

《传灯》是首部以黄梅戏的形式来表
现佛教禅宗文化的舞台剧。剧情以禅宗
五祖弘忍为主线：周氏女港边洗衣吞桃
致孕，生下无姓儿竟七年不语。母子落
难乡野，遭遇恶少欺凌，道信暗中点化，
砰然开口，惊惧恶少。无姓儿得名弘忍，

并当即追随道信北上双峰山学佛。弘忍
插秧悟禅、治病救人、割爱别母、得法承
嗣历劫难；重神秀、点惠明、收慧能，创顿
渐之说、开东山法门；深入碓房、对偈选
嗣，不拘一格选人才；亲送法衣、定鼎禅
林、护渡六祖过大江。整部戏前半段写

“禅农”，五祖弘忍在繁重的农业劳作中
体会禅意佛理，“农禅并重”“顿悟”等理
念在在剧中得到艺术体现。

《传灯》在塑造“大满禅师”弘忍的同
时，也将忍辱负重、懿德双馨的佛母周仙
桃，纯真无暇、尊佛重义的尼师秋妹，道
行高深、三拒御诏的四祖道信，天资聪
颖、禅心独具的行者慧能，经纶满腹、德
才兼蓄的上座弟子神秀以及耿直磊落的
惠明等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

剧中禅宗五祖弘忍的扮演者吴红军
告诉记者，把黄梅戏与禅宗文化结合创
新，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禅宗文化，同
时更好地将黄梅戏传承下去。“这次演出
让我们在艺术上和技艺上提升了整体的
水准，也让没看过这出剧的观众感受到
黄梅戏在现代剧院的新表演方式。”

禅宗文化 与 传统戏剧 结合

据悉，《传灯》的剧本由黄梅县二级编剧
湛志龙历时 4 年数易其稿创作完成。湛志
龙向记者介绍，《传灯》的创作构想始于2005
年。为了把禅宗文化真实反映在黄梅戏舞
台上，该剧还邀请了湖北籍净慧法师对剧本
进行认真研磨。该剧于2012年在黄梅县首
演后，得到了专家及观众的一致认可。在当
年举办的第六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上荣获
优秀剧目奖，演员吴红军、徐记柱获优秀表
演奖，余文星获优秀演员奖，黄梅县文化局
获组织奖。

在《传灯》中，吴红军以其浑厚的嗓音，
以情带声，声情并茂，颇有特色。国家级非
物资文化遗产黄梅戏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国

家一级演员周洪年，道信的扮演者、国家二
级演员徐记柱，慧能的扮演者、优秀青年演
员卢正杰，神秀的扮演者、国家二级演员余
文新，法显扮演者、国家二级演员邢凌云等
男演员的精彩演出，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
声。

此外，《传灯》的灯光、音响、舞台效果
现代新颖，令观众眼前一亮。记者随机采
访了几位观众，他们表示：“故事特别，布景
漂亮，演员演的到位，唱的也好。”“第一次
来看这种题材的黄梅剧，本来以为黄梅戏
会很古旧，但是现场灯光音效都很华丽，故
事也比想象中有趣很多。尤其是台词很有
禅意，看完很受启发。”

传统唱腔 获观众认可

作为有名的“戏剧之乡”，多年来，黄梅县
委、县政府一直致力于传承和发展黄梅戏。
在1949年湖北省黄梅县黄梅戏剧院成立后，
黄梅县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
入，为剧团创造了良好的戏剧文化生态。

而黄梅戏剧院也不辱使命，扛起了传承
这一传统戏曲的大旗。剧院立足长远，制定
了适应市场演出需求、符合艺术规律与市场
规律的运行机制，积极开拓演出市场，回归
贴近平民的艺术风格。经历这样的调整与
转变，传统戏剧黄梅戏得以不断传承和创
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了解，黄梅县黄梅戏剧院自成立以
来，每年演出150场以上，演出足迹遍布大江
南北。其《邢绣娘》参加湖北省戏剧剧种汇
演获编剧、导演、演出、作曲、舞美、伴奏等10

个奖项；大型清装传奇剧《洋务总督》获第三
届黄梅戏艺术节最佳演出奖；大型现代戏

《请让我做你的新娘》在湖北省第四届黄梅
戏艺术中获得9项大奖；现代戏《兑现》获湖
北省第五届黄梅戏艺术节共9项奖；清装黄
梅戏《奴才大青天》在第五届黄梅戏艺术节
新剧目展演中获金黄梅奖，获湖北省“五个
一工程”奖。

黄梅戏是近几十年流传最广的戏曲
剧种之一，因饱满的生活情趣和贴近民
众的审美成为少数持续保有一定市场份
额的剧种。在黄梅戏的发展探索中，湖
北省黄梅县黄梅戏剧院建立起平民化的
美学坐标，贴近普通观众以及演出市场
的定位，走出了一条传统戏剧传承与创
新的新路。

黄梅 扛起传承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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