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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京剧院团—湖北省京剧院：《建安轶事》
“六京节”金奖和国家精品工程资助剧目

湖北省京剧院的新戏《建安轶事》，演绎的是

汉代历经沧桑的才女蔡文姬。万晓慧饰演蔡文

姬。万晓慧不过是 30 岁左右的“80 后”，一个时期

以来，这样的青年演员能够排一出新戏，不多见。

特别是这出戏的创作阵容不简单，剧作罗怀臻、导

演曹其敬、音乐唱腔设计朱绍玉、灯光设计邢辛、服

装设计彭丁煌……如此强大的阵容捧出一个阅历

不深的“80后”去塑造一个古代才女蔡文姬，这样不

一般的举措，在当前戏曲剧坛上，几乎是难以想象。

看戏前，我很难把那个历尽沧桑的才女蔡文

姬同涉世不深的“80 后”万晓慧联系起来。然而，

文姬一出场就吸引了我：策马闪身出场，双目前

望，望得很远——“这就是我的故国家园吧？”见

曹操，下马，又回身远望——牵挂着儿女……这

是剧本没有注明的身段。其实，剧本要有“留白”，

剧作家为演员提供了人物的身份、性格，生活的环

境和情感经历而不必事无巨细规定演员应该有的

表情动作。演员的表演需要做功课，需要认真地

解读剧本，翻阅他（她）所演绎的人物有关资料，理

解了人物、剧情，才能较为准确地设计身段表演。

看蔡文姬的出场，我想，晓慧是做了功课的。

万晓慧的表演自然熨帖，于中规中矩中见光

彩。譬如，婀娜多姿的身形当中不时地闪现一股英

气，举手投足似有些小生行当的身段，特别是与董祀

论琴一场戏，站、坐、饮茶、打躬，都有一股书卷气。

董祀劝文姬“化悲苦为欢笑，把胡笳作汉歌”时，文姬

自忖时“二六板”的演唱从容大气，婉转自如。

文姬为董祀求情那场戏有一段 32 句的唱段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曹操问文姬：“你当真

舍不得董祀？”文姬连说三个“舍不得”，然后轻声

吟唱，唱的是五字句。这样的唱段很别致，既点

染了魏晋时期五言诗句流行的古风，又

为音乐提供了回环相押、抑扬顿挫的创

作基础。曲作家朱绍玉为万晓慧谱写了

使人耳目一新、演唱颇有难度的唱段。

“回望过来路，一步一重伤”的前 14 句完

全是无伴奏吟唱，这对晓慧来讲，无疑是

一个全新的挑战。晓慧唱得很入情，吟

唱部分落音不是稳定的，有些说唱小曲

的元素，没有长拖腔，也没有华彩迂回的行腔，却在

小地方或轻或重或挑或颤，晓慧唱得如泣如诉，环

环相扣，倾诉了文姬战争离乱之苦。“幼子忍离弃，

泪湿干衣裳。又适中郎将，三做新嫁娘”等 18 句转

入乐队伴奏正反二黄交错的行腔，晓慧的演唱委婉

凄凉，倾吐了文姬与董祀难以割舍的满腹情怀。

前不久看到罗怀臻，提起万晓慧。怀臻告诉

我，《建安轶事》原是为一个湖北省京剧院知名演

员写的，因为调动的问题，这个演员不能演了，怀

臻便想另寻“婆家”，撤回这个剧本。此时，院长

朱 世 慧 对 他 说 ：“ 能 不 能 让 我 们 的 孩 子 锻 炼 锻

炼？”朱世慧说的这个孩子就是万晓慧。怀臻说，

晓慧打动他的只是一个生活小节。那天，朱世慧

安排作者同演员见面，演员差不多到齐了，只有万

晓慧来得晚了一些，朱世慧说，她去换衣服去了。

不一会儿，万晓慧穿了一身干净整洁的服装来

了。怀臻暗想，这是个有心的孩子，懂得自重，也

尊重别人，并且很把排演蔡文姬当回事。怀臻告

诉我，晓慧是个内敛的女孩儿，不像有的孩子“很

会来事儿”，她只是默默地练功、排戏。她是能够胜

任蔡文姬这个角色的。怀臻又说，那个小生演员王

铭也不错呀，你写万晓慧，不要忘了提提王铭。

岂止是王铭？与万晓慧短暂见面的时候，她

对我说了一大串名字——小生王铭，武生唐恺，花

旦袁婷，老生李奕平、李衍茂等等，都是院里的重

点培养对象。晓慧说，我们都十分感谢朱院长，他

为我们搞“百日集训”，从北京、上海、重庆等请来

许多名家手把手地教我们，3 年的时间，我们已经

能演 100 多出戏了。或许，再过多少年的时间，湖

北省京剧院有了更多的新剧目、更多的新人，《建

安轶事》就是这一代新人成长的重要标志。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集大成者李渔曾说，

一部好的传奇创作要讲究“新”“奇”“真”。所

谓“新”者，即是有新意，走他人未走之路，言

他人未言之情。“奇”是传奇之所以名为“传

奇”的一个基点，即是“非奇不传”，表现在舞

台上是由误会和错认等手法造成的满台机

趣。言“真”者，即因戏曲等艺术的表意性传

统，故而追求的更是一种情感的共鸣和本质

的真实。“新”“奇”“真”三者是一个有机体，而

贵在能于布帛菽粟之寻常情理中得以实现。

从这个角度看湖北省京剧院的新创历史剧

《建安轶事》，眉宇之中分明已臻是境。

首先说到“新”。在京剧《建安轶事》中，罗

怀臻先生避开前人常用的“文姬归汉”这个角

度，将视线转入蔡文姬回归汉朝后的情感路

程，在这条情感线之下，又把曹操有情义和重

文才的一面呈现给观众。这也是剧作者想要

借助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形式进行现代思索的

一种表现，尽量抛却置于其上的政治、道德伟

大使命，回归贴近生灵常情的人性、人情感受。

这台戏是由两位“80后”担纲的，蔡文姬的

扮演者万晓慧和王铭都是不满30岁的新人，然

而他们的表演却可圈可点。万晓慧扮相俊美、

嗓音亮彻，多处无伴奏的吟唱也游刃有余，因

人物所需还在“张派”青衣的基础上加入了刀

马旦的风姿。扮演董祀的王铭是“叶派”小生，

他的形象、嗓音、表演俱佳，尤其是嗓音听来

很是顺畅，在小生中不可多得。

最后，笔者认为剧作为烘托“建安”时代

的背景和人物的心境，设计了不少“二黄吟

唱”，一方面实现了刻画人物性格和环境的作

用，另一方面也是对戏曲音乐表现能力的一

种新尝试，锻炼了演员的演出功力。

再简单谈谈“奇”和“真”的问题。常言道

“传奇者，非奇不传”。“传奇”即是离奇、不寻

常。蔡文姬三次嫁为人妇的波折命运本身就

是不寻常的，她可谓一“奇”女子，因而成为戏

剧创作的重要素材，也为编者提供了多样的选

材角度。蔡文姬与董祀二人感情是剧作描绘

的重点，一个是饱经风霜的妇人，一个是初出

茅庐的青年；一个 35 岁，一个 23 岁；一个结过

两次婚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有了心仪的对

象。就这样不搭的两个个体，却扭作一结，因

而他俩的婚姻开始注定不和谐。而正当两人

关系渐入佳境时，一纸违反禁酒令的罪状使得

蔡文姬的第三次婚姻再次面临崩溃。最终蔡、

董经受了考验，完成任务后隐居终南山“坐看

云卷与云舒”。剧作并没有因为蔡文姬不寻常

的命运而头绪众多，也并没有不能让常人理解

的“新奇”，蔡、董两人关系的发展即是证明。

创作者们把这个情感发展脉络表现得恰到好

处，实属难得。

至于“真”，这是历史剧创作时向来饱受

争议的问题。人们普遍承认戏剧的创作不同

于历史的书写，前者提供的是一种想象，后者

更多提供的是一种证明。罗怀臻是聪明的，

他将剧作命名为《建安轶事》，所谓轶事，即未

经史书记载的事。这就排除了“史实上”的不

少非议。我们在看戏的时候也不用斤斤计较

于史实，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被主人公的命运

所吸引，为之欢歌，为之悲泣。因而细节的真

实就尤为重要，这除了要求剧作者的功力外，

也需要演员事先下足功夫，深入体会人物，多

角度动态表现人物的情感脉络和发展过程。

《建安轶事》中的蔡文姬刚出现在观众眼前

时，更多的是一种离别惆怅，她心念着两个幼

儿。至于与董祀的感情，因有弹琴会心的过

程，所以刚开始她并没有怀疑这段婚姻，甚至

是有了憧憬。然而董祀在大婚之夜的一席

话，又让这个倔强的女人不肯屈从命运安排，

继而要去找曹操理论。不过她毕竟没有办

法，因而在看到前夫和自己的儿子时，她想到

要重回匈奴，可惜却没有退路。蔡文姬是坚

强、勇敢的，她懂得面对自己新的处境，她用

情一步步感化董祀，最终靠自己的努力与夫君

一道远离尘世，赢得了自己的天地。我们看这

个故事时并不觉得有什么矫情，而是被蔡文姬

的命运深深吸引，更是被她的精神所感动。

蔡文姬的传奇成就了她本人，也成就了

她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满台演出亦有着一种

淡淡的“建安风骨”在其中。

由罗怀臻编剧、曹其敬执导、朱绍玉作

曲、湖北省京剧院创演的新编历史剧《建安

轶事》，去岁先后看了两次。所以再看，一是

戏好，耐看，有新意，二是舞台呈现益见精

进，剧院呈现新面貌。

故事并不陌生，是自元、明以来反复搬

上戏曲舞台的东汉才女蔡文姬的情事。近

半个世纪以来，京剧、评剧、昆剧、梆子、豫

剧、越剧、吕剧、话剧等相继呈现。新创的京

剧《建安轶事》则别出机杼，更著新意。

剧中的情节铺述，不仅与诸家避却了雷

同，开拓了热门历史题材的新视域，而且与

《后汉书·董祀妻传》中历史事实更加靠近。

新编历史正剧的要义之一就是主要情节人

物要符合历史真实。剧中曹操不是主要人

物，着墨并不多，但表述得很朴实，既表现了

他的慈悲心怀、力修文治，又展现了他的威

权与专制，亦应更接近人物的真实。这种对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辩证关系的把握和作

家主体意识的注入，更符合恩格斯所说的：

“倾向应当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

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

京剧《建安轶事》尤为可贵的是对于剧

作立意的深层开掘。其立意决不止于写一

出不同于以往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和舞台场

景，而是剖示了人类社会一种带有某种规律

的生命现象：人的本性是追求成功与幸福，但

在汹涌前行的社会大潮中，人就像漂浮在上面

的一叶小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战乱的

时代中，蔡文姬流落异邦，饱受风霜。胡、汉和

好了，却又跌入到另一种痛苦的婚姻渊薮。而

造成这一痛苦的初因恰恰是出于善，出于对幸

福的追求。清醒地认识到作为社会人的这种

“被支配、不自由、结局与初衷悖离”的冷峻现

实是人生的第一课题。然而不应就此止步，而

应破解人生的第二课题：即不论是处于顺境或

逆境，不论受到何等外在的拘系，都应保有一

份真挚的情感、善良的心性和高洁的人格，追

寻自己的命运归宿，或顺势而为之，择善而

从之，或与恶抗争，乃至杀身以成仁。

与此相应的是剧作悲喜交互的艺术风

格。戏剧情节的展开始终在时喜时悲、悲喜

相因中行进，跌宕起伏，冷热相济。人物情

感 在 悲 喜 中 披 露 ，人 物 性 格 在 跌 宕 中 展

示。这种十分切近人生常态的戏剧情景，

很容易引发观众心灵的共鸣，从而增强戏

剧的观演效应。

湖北省京剧院是我国新时期以来京剧

舞台上的一支生力军，30 余年创演了《徐九

经升官记》、《药王庙传奇》、《法门众生相》、

《膏药章》、《曾侯乙》等一

批 优 秀 剧 目 ，以 丑 生 朱 世

慧 领 衔 ，独 树 一 帜 。 新 排

的《建安轶事》在导演的统

筹下，全剧场面、节奏、音美

跌宕有致、疏密相间、浓淡

相宜，营造了肃穆大气、雅淡

清丽的舞台景观。音乐唱腔

本色而新颖，京剧的传统板

式西皮、二黄、南梆子、四平

调、高拨子等俱臻其善，尤其

蔡文姬奔相府救董祀那段

32句的五言唱腔，由无伴奏

的吟唱转正反二黄交错的

行腔，抑扬顿挫，萦绕回环，

繁弦紧板，凄切清丽，为以

往所未见。全剧唱段均声

情兼备，疾舒自如。救董祀那段 32句的唱腔，

一气呵成，轻重缓急，掌控笃定，如泣如诉，摧

人泪下，出色地传达了人物的内在情感，体现

了文本与音乐的意蕴。饰演董祀的王铭，扮

相英俊，有文气，唱腔爽朗有韵致。

饰演蔡文姬的青年演员万晓慧，基功扎

实，唱作俱佳，做派稳健雅丽，对人物性格

的把握允中得体，外柔内刚，虽椎心泣血、

衷 怀 激 荡 而 仪 态 清 雅 端 庄 ，不 失 大 家 模

样。饰演曹操的尹章旭、卞夫人的易艳、左

贤王的江峰，皆称职。以老生行当饰演曹

操，是一新创造，虽非主角，未见刻意，但就

其创意而言，堪称为继尚长荣《曹操与杨修》

之后的又一新开拓。由此看到了老一代艺

术家的高瞻远瞩，拳拳之心，剧院继往开来、

亮丽转身的光辉前景。

湖北省京剧院简介

湖北省京剧院成立于 1970年，系 2005年文化部命名的国家重点京剧院团。现

任院长朱世慧。

40多年来，剧院继承发展京剧艺术优秀传统，整理上演传统剧目140余出。剧院

致力于京剧艺术的改革创新，连续创作演出了《徐九经升官记》、《膏药章》、《法门众生

相》、《建安轶事》、《青藤狂士》等众多优秀剧目，屡获“中国戏曲学会奖”、文华大奖、“中

国京剧艺术节金奖、银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保留剧目大奖等。

剧院人才队伍合理，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老一辈艺术家如著名导演艺术家

余笑予，著名剧作家谢鲁、郭大宇、习志淦，著名表演艺术家朱世慧、杨至芳、李春芳，

一级舞美设计田少鹏，一级导演欧阳明，一级演员胡为之、罗会明、程和平、舒建础等

造诣很高。近年，以著名麒派老生、梅花奖获得者裴咏杰和著名奚派老生、梅花奖得

主王小蝉领军的一批优秀中青年艺术人才，如江峰、李兰萍、尹章旭、易艳、吴长福等

国家一级演员已成为剧院的中坚力量。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得主万晓

慧、谈元、唐恺、王铭等第三梯队的优秀青年演员亦正迅速崛起，并产生广泛影响。

定向培养的第四梯队人员已于艺校毕业，充实到艺术队伍中。

剧院屡赴美国、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演出，蜚声

海外，是一个深受国内外观众喜爱，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京剧艺术表演团体。

京剧《建安轶事》体现出了三

个“一”的追求：一台新戏，即是一

台全新视角表现蔡文姬的原创京

剧；一代新人，即大胆起用优秀中

青年演员；一次实践，即该剧集结

了国内戏剧界精英，在坚守并回归

传统京剧和古典戏曲美学根底的

坚实基础上，对京剧艺术在当代城

市化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发展，

作了一次全方位的回归与创新，藉

此对古老艺术的年轻化、传统京剧

的现代化以及历史题材的时代化，

进行了一次积极并富有积累意义

的探索和实践。与此同时，《建安

轶事》也在引导观众敬畏传统、亲

近京剧和培养京剧观众自觉购票

欣赏高雅艺术和民族戏曲等方面

开拓出了良性市场，并收获较好的

经济回报。

《建安轶事》的演出足迹遍布全

国各地，至今已演出 98 场，受到广

泛好评。精湛的表演，曲折的剧情，

华美绚丽的服饰、场景，多彩变化的

梦幻灯光，给观众呈现了一台大气、

恢宏、凝重、美轮美奂的精彩演出，征

服了所有的观众。

湖北省京剧院作为国家重点京

剧院团中的一支生力军，几十年来

多次进京参加国家级演出活动及

商 业 演 出 ，均 受 到 热 烈 欢 迎 和 好

评。新编历史剧《建安轶事》集中

展示了该院创作精品和人才培养

最新成果，集中展示了剧院的艺术

实力，通过精彩的演出，吸引了大

量观众走进剧场、亲近京剧、鉴赏

京剧，为湖北京剧的坚守、继承和

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在京剧的舞台

上，绽放别样的光彩。

一
台
新
戏

一
代
新
人

一
次
实
践

别 出 机 杼别 出 机 杼 更 著 新 意更 著 新 意
———再看新编历史京剧再看新编历史京剧再看新编历史京剧《《《建安轶事建安轶事建安轶事》》》

王蕴明

万晓慧与她的“蔡文姬”
安志强

建 安 风 骨 别 样 情 怀
———评说京剧—评说京剧《《建安轶事建安轶事》》的的““新新”“”“奇奇”“”“真真””

陈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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