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唤 起 四 川唤 起 四 川 的 一 声的 一 声““ 鸣 凤鸣 凤””
——歌剧《鸣凤》向巴金致敬

本报实习记者 付远书

2013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国家话剧

院迎来了组建 12 周年的纪念。国话人

习惯了用作品说话——这一天，国家话

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王晓鹰的新作

《伏生》首演，国话人对文化和艺术的坚

守在这部荡气回肠的作品中淋漓尽现。

一个文化人的自我角力

《伏生》是剧作家孟冰与冯必烈尘

封了 10 年的作品，讲述了秦时统一天

下，伏生通晓儒学精髓，被立为博士，之

后，一时被推崇备至的儒学地位竟翻天

沦至废黜，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伏

生传奇般地将儒家大成之作《尚书》以

奇特的方式保存下来，得以免受焚烧之

祸的故事。

剧中，面对在所难免的焚书，为了

儒学的传承，伏生将儒学经典悉数背

下。王晓鹰说，话剧《伏生》最大的戏

剧性在于，当伏生将生命同书籍融为

一体时，他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伏

生 背 下 那 些 儒学经典之后，他曾为自

己的博闻强记而得意。但他始料未及

的是，自己也为此而坠入要书与要命的

诡异难题之中。最终，为了传承儒学，

伏生选择了牺牲家人的生命，选择了像

蚂蚁一样卑微地活着，他心甘情愿地走

进了人生的极致困境。”王晓鹰说，当冲

突从外部对 抗 转 为 自 我 角 力 ，生 命 困

境中的极端抉择才真正显现出戏剧应

有的文化意义。

话剧民族化的继续探索

从《霸王歌行》到《理查三世》，王晓

鹰不断探索着话剧民族化的表达方式，

而在《伏生》中，王晓鹰的尝试更加充满

新意。

《霸王歌行》中，无论是戏曲唱腔、

韵白，还是曲牌、锣鼓，都是刻意存在，

追求的是一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艺术

效果；随后在《理查三世》中随处可见的

腔调、韵白、脸谱、道具，水乳交融般地

融于一体；而此番《伏生》中，王晓鹰用

空灵写意的舞台承载具象写实的人物

形象，创造性地将戏曲动作安插在话剧

人物表达的一颦一笑里，如伏生的长

吟、李斯的对弈、群儒谏言等戏份中，人

物在话剧台词和戏剧身段中来回出入，

自成格局。

“《伏生》并不仅限于讲述一个历史

人物、一段历史故事，而是以伏生个人

的选择，讲述了在生活和生命这两难的

极致困境中如何选择和坚守，这更多的

是对人生和文化的思考。因为重点不

在于讲故事本身，舞台表达也就不用拘

泥于故事层面，这就给舞台创造提供了

非常大的空间和余地。”王晓鹰说，这样

的自由，让他喜欢并且擅长的以假定性

的方式在舞台上创造诗意意象感的做

法，得到了充分的施展。

剧中，最让王晓鹰津津乐道，也最

精彩的处理，当属歌队的运用。“剧本

里，有着很多大场面。大臣、士兵、儒

生、市民、奴隶……算一算，这些大场

面需要的群众演员人数着实众多。这

时候，戏曲给了我灵感。在戏曲中，8

个龙套就能代表千军万马，所以我也

只用了有着 8 个演员的歌队来处理大

场面。为了增加演剧感，我为歌队设

计了不同的面具。歌队演员所有换面

具的动作都在舞台上完成，这不仅代

表着他们身份的改变，演员的表演状

态也会随之改变，他们可以是各种身

份的人物，甚至是伏生家里的书。”王

晓鹰说，这种充分发挥舞台假定性的

方式，不仅让舞台表达更灵活，也让戏

剧节奏更紧凑。

“岩松”组合酣畅飙戏

全剧两个小时的时长中，伏生与李

斯这两个男人之间的较量始终没有停

歇：伏生保书，李斯焚书；伏生坚守儒

学，李斯力捍法家；伏生妻离子散，李斯

难逃一劫；李斯的步步为营最终败给了

伏生的棋胜一招……随着剧情的密集

推进，侯岩松、涂松岩这两位实力演员

的精彩飙戏也成为《伏生》一大亮点。

王晓鹰认为，“岩松”组合非常称职。

“两个演员必须实力相当，才能互相顶住，

才会让观众感到两人飙戏的酣畅。”

剧中，由涂松岩扮演遵从法家威严

的李斯。王晓鹰说，涂松岩非常符合李

斯的气质，对于这个依靠大量台词来展

示状态、表达情感的角色，很胜任。

而伏生这个角色，对于每个演员来

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诱惑。

“伏生这个人物的感情内容太丰富了，表

达的空间跨度也大。侯岩松的能力非常

强，还有技艺傍身。不仅台词把握住了

分寸，也能将类似戏曲摔打扑跌的形体

动作做到位，真的很难得。”王晓鹰说，伏

生发掘出了侯岩松巨大的潜力。

最让王晓鹰称赞的是侯岩松对于

剧中古文台词的处理。“伏生将儒家经

典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的方式，拯救

和传承文化。在他与李斯最后的较量

中，他要向李斯揭开这个谜底，所以他

要大段大段地背诵《尚书》，要把李斯背

到崩溃，把观众背得热血沸腾。这要求

侯岩松不仅要把《尚书》熟练背诵，还要

背出感情，这感情并不是《尚书》文字中

的感情，而是伏生这个人物的感情。”王

晓鹰说，侯岩松完成得非常好。

1 月 10 日至 12 日，本该在 1 月 5 日

结束首轮演出的《伏生》又加演了 3 场。

对于观众的热情和赞誉，王晓鹰非常高

兴。他认为，观众之所以能喜爱这样一

部并不娱乐的严肃戏剧，在于《伏生》能

让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文化层面。“《伏

生》所蕴藏的魅力远不止戏剧的魅力，

不止历史的魅力，不止文化的魅力，它

将三者最大限度地融合在了舞台，并一

反常态地告别传统的娱乐戏谑，重现戏

剧艺术独特的观演价值和心灵思辨。”

这也是王晓鹰最想传达给观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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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7日，由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北

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乐

行北京”项目正式启动。北京地铁10条

线路的 160 个车站每天有 5 个时段 8.5

小时播放由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

提供的音乐作品。舒缓

的古典音乐不仅将伴随

“地铁族”们快乐出行，也

将为首都北京增添一张

新的艺术名片。

“乐行北京”项目由

国家大剧院负责古典音

乐的曲目编排及版权购

买，北京市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负责播放组织。

自 2013 年 11 月在部分

站点试运行至今，通过

联调联试，不断解决试

播期中的硬件设施和音

量控制等问题。

“目前，地铁站台播

放的曲目由国家大剧院

管弦乐团现场演奏并录

制，我们已从环球音乐

得到百余首正版音频曲

目的授权，这个音乐播

放 库 将 逐 步 更 新 、增

加。”国家大剧院副院长

兼新闻发言人邓一江介

绍，国家大剧院的专业

音乐团队会将曲目按音

乐 风 格 分 为 不 同 的 主

题，按月更新。通过打

造高品质的“流动音乐

厅”让市民们能够听到

最贴心、最好听、最应景

的古典音乐作品。

其实，在公共场所

播 放 古 典 音 乐 已 不 是

新 鲜 事 。 从 美 国 的 华

盛 顿 到 新 西 兰 的 奥 克

兰，从法国的巴黎到韩

国的釜山，在公共场合

播 放 古 典 音 乐 早 已 成

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不 少 地 区 还 取 得 了 减

少 暴 力 、预 防 犯 罪 、防

止轻生等惊人的效果。

“越来越多的国际

都市选择在公共交通上

播放古典音乐，而‘乐行

北京’的实施也体现了

首都北京的艺术品格和审美情趣，不

仅将改善北京地铁的运营环境、提升

服务品质，相信也会为北京建设先进

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增添一抹灵

动的艺术色彩。”北京市交通委运输局

副局长王春强表示。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共有 17 条运

营线路，堪称中国内地最繁忙的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北京市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其中的 14 条线

路 236 个车站，运营里程达 402 公里，

2013 年运送乘客 27.39

亿人次，同比增长 30%，

最高日客运量 947.49万

人次。“在 车 站 播 放 背

景 音 乐 特 别 是 古 典 音

乐 ，使 乘 客 能 够 在 候

车 的 过 程 中 欣 赏 和 享

受 音 乐 ，不 仅 将 缓 解

乘 客 的 情 绪 和 压 力 ，

也 能 够 促 进 乘 客 有 序

候 车 、文 明 出 行 ，共 同

营 造 一 个 舒 适 的 乘 车

环 境 。 这 也 进 一 步 体

现 了 北 京 地 铁 公 司 快

乐 出 行 的 品 牌 理 念 。”

北 京 市 地 铁 运 营 有 限

公司党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兼新闻发言人贾鹏

表示。

“古典音乐内涵深

刻、宁静典雅，带给人们

的不仅是优美的旋律，

还有舒服的享受。”国家

大剧院全球音乐推广大

使、钢琴家郎朗表示，“我

以前在法兰克福的站台

听到贝多芬交响乐，在

纽约的机场听到普契尼

的歌剧，当时觉得特别

震撼！现在得知北京地

铁站也要播古典音乐，

我特别兴奋！希望借助

‘乐行北京’和古典音乐

频道，与更多人一起分

享高雅艺术的魅力。”

“作为国家表演艺

术中心，国家大剧院一

直 坚 持‘ 人 民 性 、艺 术

性、国际性’的宗旨，不

仅 进 行 艺 术 生 产 创 作

与经营，而且不遗余力

地 进 行 高 雅 艺 术 普 及

推广。”邓一江表示，为

了用新方式、新渠道让

更多人走近高雅艺术、

爱上高雅艺术，2011 年

底，国家大剧院与中国

网络电视台共同推出公益性高雅艺

术视听平台——国家大剧院古典音

乐频道。而此次，通过地铁这一与大

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工具，古典音

乐的普及推广将有望驶入“快车道”，

高雅艺术将陪伴更多人一路前行。

本报讯 （记 者 刘 淼）为 开

展“ 我 们 的 中 国 梦 —— 文 化 进 万

家”活动，由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

主 办 ，垡 头 地 区 文 化 中 心 协 办 ，

六 一 艺 术 团 承 办 的“ 人 人 戏 剧·
点 亮 精 彩 ”北 京市朝阳区儿童戏

剧 公 益 展 演 季 于 1 月 12 日 正 式

启动。

据六一艺术团尹团长介绍，这

次展演本着“让更多的孩子参与戏

剧 活 动 ，为 他 们 搭 建 戏 剧 实 践 平

台，尽情展现梦想”的公益目标，力

求通过戏剧去感染下一代，培养孩

子们高尚的审美观与创造力，也希

望戏剧展演活动能给社区群众带

来精神文化的享受。

据悉，此次公益展演将历时 4

个月，近千名儿童参演。

“夜五更，天边已经泛起鱼肚白，鸣

凤脸上挂着凄凉的微笑，呼唤着‘三少

爷’，一步步地走向湖底……”前不久，

伴随着最后一幕“鸣凤沉湖”的结束，由

四川交响乐团、成都传媒集团联合出品

打造，“二代白毛女”扮演者、歌剧表演

艺术家李元华执导的三幕现代民族歌

剧《鸣凤》的成都首演落下帷幕。当日

是巴金诞辰 109 周年纪念日，歌剧《鸣

凤》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亮相蓉城舞台，

不仅填补了《鸣凤》在歌剧舞台上的空

白，同时也告慰一代文学巨擘巴金。据

悉，《鸣凤》今年将参加第二届中国歌剧

节，并努力向“五个一工程”奖、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发起冲击。

完成巴金夙愿

现代民族歌剧《鸣凤》改编自巴金

的代表作《家》，讲述了 60 多岁的冯乐山

要娶 17 岁的鸣凤去做姨太太，鸣凤却与

三少爷觉慧深深相爱。出嫁前夜，鸣凤

怀着最后的希望去向觉慧求救，觉慧却

赶着为刊物写文章，不明真相，没有听

完鸣凤的哀诉就把她遣走了。最后鸣

凤绝望地把纯洁的身子投进了晶莹的

湖水中，用这种方式向封建社会的专制

制度发出强烈的控诉和她对三少爷纯

洁而坚定的爱情。自《家》面世以来，巴

金的这部作品以及鸣凤这一人物形象

不断被各种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和银幕、

荧屏，但唯独没有歌剧。

“今天的演出很成功，成都是巴老

的 故 乡 ，也 算 是 了 却 了 他 的 一 个 夙

愿。”演出结束后，导演李元华感慨地

告诉记者。音色圆润、风格独特的李

元华曾主演《白毛女》、《窦娥冤》等几

十部大型歌剧、京剧、昆曲等，被誉为

“东方夜莺”。据她讲述，其实早在上

世纪 90 年代，她就组织演出了歌剧《鸣

凤》。“为了这部歌剧，1994 年我曾两次

拜访巴老，当时他已九十高龄，上海作

协希望我最多停留 15 分钟，但巴老和

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于这段往事

李元华记忆犹新，讲述中也不断寄托

着对巴金深切的怀念。她告诉记者，

巴老的这部作品曾以各种方式出现在

不同的艺术舞台上，但唯独没有歌剧，

这是巴老多年的夙愿。为什么《鸣凤》

需要歌剧？巴金谈到了曹禺改编的剧

本《家》中的一些情节，并指出曹禺在

鸣凤投河前的处理上，用大段台词也

不足以表现鸣凤的心声，唯独只有以

强 烈 的 音 乐 形 式 才 能 抒 发 当 时 的 情

感。经过巴金的点拨，李元华对《家》

有 了 更 深 刻 的 理 解 ，也 更 充 满 信 心 。

最终，经过多方努力，歌剧《鸣凤》在广

东 惠 州 试 演 ，14 场 演 出 场 场 爆 满 。

2013 年 11 月 25 日，是巴金诞辰 109 周

年纪念日。歌剧《鸣凤》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亮相巴金故里，也是以此剧向巴

金老人致敬。

传承现实意义

“ 她 因 为 相 信 他 的 爱 ，又 因 为 爱

他，所以跑到他这里来要求他遵守他

的诺言，要求他保护她，要求他把她从

冯乐山的手里救出来。然而他究竟给

了 她 什 么 呢 ？ 他 一 点 也 没 有 给 。 帮

助、同情、怜悯，他一点也没有给。他

甚至不肯听她的哀诉就把她遣走了。

如今她是去了，永久地去了。” 这是小

说《家》中觉慧在鸣凤死去的一夜想到

的。剧中的觉慧既是那个时代青年的

一个缩影，同时也投射着每个时代不

甘于平庸生活的人的影子。他反抗落

后的时代制度，投身于革新的运动中，

但在面对具体的情况时，却茫然无知、

手足无措。

“这个人物不但悲剧，而且也很有

现实意义。”现场观众于靖是土生土长

的四川人，很喜欢读巴金的作品，《家》、

《春》、《秋》三部曲更是耳熟能详。在他

看来，高觉慧和鸣凤的悲剧，不仅仅是

那个时代造成的，更是觉慧这种“眼高

手低”的作风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每

个年代、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存在。

正是这种普世的价值，让这部作品

经久不衰、脍炙人口。而在总导演李元

华看来，歌剧自诞生以来，和时代同呼

吸共命运，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人。排

演歌剧《鸣凤》 在当下一样具有时代意

义：“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可以穿越时

空，在不同种族、国籍、文化的每一个人

心中引起共鸣。鸣凤对美好人生的向

往，对真、善、美的追求，相信也可以感

染今天的年轻观众，这也是巴老作品的

魅力所在。在巴老的文字中，我们可以

读出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有

责任将它变成有形的艺术形象。”

排演一年，振兴四川歌剧

谢幕时，全场掌声雷动，这出歌剧

的首演圆满而成功。但在成功的背后，

剧组却经历了一番难以预计的波折。

近年来，四川交响乐团主要业务在交响

乐演奏领域，对于歌剧已经多年未涉

及，无论从人才队伍还是演出经验方面

都不甚理想。为了在巴金的家乡打造

一部歌剧精品，四川交响乐团特聘李元

华为该团音乐总监，并在其指导下将巴

金的经典作品《家》以歌剧的形式搬上

舞台。据四川交响乐团团长石勇介绍，

这也是四川歌剧近 10 年来首次有新剧

目问世。

“四川是个有着浓重历史文化底蕴

的城市，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部精品

歌剧！”李元华说在谈到为什么不直接

聘用北京团队时，李元华说：“要打造四

川本土歌剧队伍，目的是想让《鸣凤》能

永远地留在四川。”

首演结束后，四川交响乐团演员、

鸣凤的扮演者王倩算是松了口气。王

倩告诉记者，自己没有任何歌剧的演出

经验，几个月来，全靠李元华的言传身

教，“不仅是专业上的指导，她总是能从

演员的角度帮助我树立信心，鼓励我继

续演下去。”全场雷鸣般的掌声，也再次

验证了四川交响乐团的努力没有白费。

此次歌剧《鸣凤》运用了广阔的舞

台延伸力、完美的音乐戏剧性、还原于

时代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的表现形式，让巴金笔下的人物鲜活地

展现在舞台之上，四川交响乐团气势宏

大的现场演奏，更增添了歌剧《鸣凤》的

艺术魅力。主创表示，歌剧《鸣凤》将力

争打造为一部既叫好又叫座、可传唱的

精品佳作。

《《伏生伏生》》若梦若梦 精彩几何精彩几何
本报记者 刘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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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儿童戏剧公益展演季启动

本报讯 （记者罗云川）同样的

“白蛇”京剧，不同的艺术家有不同

的演绎。1月11日，北京京剧院优秀

青年演员姜亦珊在北京长安大戏院

演出了张君秋的独有剧目《金山寺·
断桥·雷峰塔》（简称《金·断·雷》）。

张派代表作《金·断·雷》已久

未上演。在这出戏中，张君秋主要

演出“金山寺”“断桥”和“雷峰塔”

三折，这与田汉编写的现今常演的

《白 蛇 传》在 艺 术 特 色 上 大 有 区

别。尤其是张派《金·断·雷》独有

的“祭塔”，是极为挑战正工青衣的

唱段，大段【反二黄】情似歌剧的咏

叹调，特别好听，张君秋也因此有

了“祭塔旦”的美称。

姜亦珊作为张派佼佼者之一，

当晚的演出是“亦彩绽放”——姜

亦珊荣膺梅花奖系列汇报演出的

收官之作。姜亦珊饰演白娘子，包

飞饰演许仙，张淑景饰演小青，台

上演员卖力，唱、念、做、打俱佳；台

下几乎满座，观众叫好声、掌声热

烈，有的戏迷不时跟着哼唱。

演出当晚还开展了一场慈善

义卖活动。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前

厅，近期荣获第九届中国金唱片奖

的《亦彩绽放——姜亦珊京剧张派

选段》专辑以及画册作为义卖品出

售，筹集善款，善款悉数捐助给北

京漂亮妈妈言语听力康复中心。

“亦彩绽放”推出以来，姜亦珊

先后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了京

剧折子戏专场和张派经典剧目《状

元媒》、《诗文会》、《秦香莲》，均获

得广泛好评。

本报讯 （记者钱力）艺术家

崔自默的新书《我们是一群智慧的

鱼》，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划和编

辑，近日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发行。

不同于他的其他艺术作品，这

本书汇集了崔自默多年的心智之

果，记录了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

思考。全书以曲折传奇的人生认

知为根底，以犀利幽默的“崔氏”语

言风格，对工作、爱情、家庭与人际

交往的诸多细节进行了通透的阐

释，每每于寻常人事中见智慧，直

指人心。

1 月 10 日，在由北京时代华文

书局和“崔自默跨国艺术工作室”联

合举办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崔自默

把《我们是一群智慧的鱼》大字版权

捐赠给中国残联中国盲文出版社，

同时捐赠艺术品给北京市慈善基金

会，现场所获纳入“北京市慈善协会

崔自默慈善专项资金”。

姜亦珊“亦彩绽放”《金·断·雷》

崔自默新书《我们是一群智慧的鱼》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