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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戏剧大师梦幻情怀 展示昆曲艺术传承创新
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举办

9月 4日、5日，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演出的昆曲《南柯梦》亮相北京

国家大剧院，受邀参加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及国家大剧院承办的

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优秀剧目展演。这也是《南柯梦》继去年 3 月后再

度赴京演出。

同样的剧目、同样的演员阵容、同样的演出地点，本次《南柯梦》在国家

大剧院的演出依旧受到了热切的关注，不设赠票而近乎满场的上座率不仅

证明了观众对这一剧目的欢迎与喜爱，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南昆风格独特

而迷人的艺术魅力。

面对观众的认可与喜爱，《南柯梦》剧组的青年演员在感动与自豪之外

更添一份压力。为了更好地展现南昆做戏细腻生动、唱腔悠扬婉转的艺术

特色，为了致敬伟大的文学家、剧作家汤显祖，《南柯梦》剧组不仅在演出前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排练准备，更在演出当日全力以赴、齐心协力，充分发扬

“一棵菜”精神，为观众奉献出一台精彩的演出。

演出当晚，场内座无虚席、氛围热烈，掌声与喝彩声不时响起。施夏明

所饰演的淳于棼，扮相英武、唱腔清亮。整场剧目唱做繁重、文武兼具，在

赢得雷鸣般掌声与喝彩的背后，是演员汗湿重衣的辛苦付出，即使是隔着

厚厚一层胖袄，每场演完，淳于棼的小生褶子都能拧出水来。

单雯饰演的瑶芳公主，扮相青春靓丽、身段优美大方，与施夏明在舞台

上的演绎堪称金童玉女的合作。其他青年演员，诸如一人分饰 3 个角色的

花脸赵于涛，出演蚁王、蚁后的孙晶、张静芝，与淳于棼共谱浪漫曲的徐思

佳、刘啸赟、蔡晨成，饰演右相段功的曹智威等也有上佳表现。上、下本两

场演出，以“精彩出众”4个字来形容，毫不为过。

演出结束后，观众给予的赞扬与善意的反馈令这些年轻人长出了一口

气。演员们坦言，虽然这次得到的评价多为肯定，然而在戏曲舞台之上，没

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回到南京之后，还将继续对剧目精雕细琢，深度加工，

争取下次再演出这部剧目时，能够更深层次地展现这“临川四梦”中的最后

一“梦”。

《南柯梦》改编自唐传奇《南柯太守传》。汤显祖以《牡丹亭》对何谓“情

至”有淋漓发挥，而《南柯梦》则充分展现出由“情着”至“情尽”的过程，真正

探讨勘破情关；两者前后援引的思想脉络不同，故而成就风貌殊异的“情”

剧。在《南柯梦》中，汤显祖借着写梦境，来抒发其对现实景况、人生境遇和

人性善恶的深刻感受和理解，贯彻了人生如梦的哲思。

《南柯梦》一剧已匿迹于舞台百年，此间从未演出过全剧，仅有一、两出折子

戏有所传承。本次搬上国家大剧院舞台的上、下本《南柯梦》由江苏省演

艺集团昆剧院第四代优秀青年演员精心排演，并由昆曲艺术大师蔡正仁、

张继青指导，中国台湾著名导演王嘉明执导，音乐总监孙建安，服装设计

赖宣吾，舞台设计师黄怡儒等两岸顶尖艺术家联合打造。

不同于《牡丹亭》的迤逦辞藻，《南柯梦》文字中表现出的更多是清醇却

不失雅致的风格，戏迷大呼过瘾的同时，亦会对于淳于棼梦里梦外的人生

产生思考。

在业内专家看来，这一部《南柯梦》通过淳于棼与瑶芳公主的美好爱情，

彰显了中华文化对纯真爱情珍视的文化基因，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教育意

义。舞台呈现上既尊重传统、发挥传统优势，又没有陈旧感。演出程式、舞台

调度及舞美方面充分尊重了传统，并融入了现代审美。虽没有大制作，但显

现的是“低调的奢华”，布景、灯光、服装精致。不少初次接触昆曲的观众也表

示，这部由年轻人担纲出演的《南柯梦》不仅看得懂、看得进，更给人一种即传

统又新颖的感受。

2016 年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

为纪念两位文坛巨匠，全国昆曲院团在北京国家

大剧院进行了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优秀剧目

展演，分别上演了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南

柯梦》、上海昆剧团的全本“临川四梦”、北方昆曲

剧院的《牡丹亭》，以及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青春

版《牡丹亭》，表达了昆曲人对汤翁的思念之情与

敬仰之心。

在中国戏剧史上，成就卓越的剧作家很多，

而汤显祖与他的著作如一座艺术的灯塔，在其

中 熠 熠 生 辉 。 特 别 是“ 临 川 四 梦 ”中 的《牡 丹

亭》，久演不衰，历久弥新。《牡丹亭》原为宜黄腔

而作，获盛誉却在昆曲。自汤显祖“临川四梦”

与昆曲结缘，昆曲即以其清丽的音乐、悠扬的

行 腔、细腻的表演为“临川四梦”提供了绝佳的

舞台。如今，全国七大昆曲院团依然以自己独

特 的 艺 术 风 格 演 绎 着 汤 显 祖 笔 下 的“ 临 川 四

梦”。无论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牡丹亭》，

还是饱含哲学思想精神的《南柯梦》，以及文化

思想和情感丰富的《邯郸梦》与《紫钗记》，都已

成为昆曲人的一种艺术记忆、一种艺术理解，甚

而是一份艺术情怀，并在中国和世界的舞台上绽

放光芒。

1986 年，北方昆 曲 剧 院 恢 复 的 全 本《牡 丹

亭》首次上演。此次在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传承

版《牡丹亭》，继承了以北方昆曲剧院老院长韩

世昌为表演核心的艺术特点，具有鲜明的北昆

特色。同时，北方昆曲剧院坚持响应时代审美、

时代创新、时代文化的需要，在尊重昆曲艺术表

演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了该剧的局部和整体审

美，强化体现了汤显祖的思想情感，也彰显了当

代艺术工作者对汤翁作品的美学理解和审美格

调 。 在 剧 情 、人 物 、舞 美 、音 乐 以 及 服 装 造 型

上，北昆《牡丹亭》加强了布景和人物行动的联

系，运用了传统戏曲表演空间美学的独特性，为

作 品 增 加 了 现 代 感 鲜 明 的 美 学 气 息 和 美 学 精

神，给观众带来了一次赏心悦目的戏曲舞台审

美体验。

演绎经典、传承经典、诠释经典的时候，离

不开发展，离不开创新。北方昆曲剧院艺术创

作的愿望，是在尊重传统、承接传统的基础上，

发展传统，立足传统。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发

展；而发展，是为了更好的传承。汤显祖的情感

思想和戏剧观的重心是“情”与“真”。“临川四

梦”集中肯定了“情”，反对以理格情，在创作中

则表现为高扬人性大旗，抨击礼教对人性的扼

杀；崇尚“真”，就是要把真情实感不加雕琢地

表达出来；反对封建传统礼教和科举，反映在创

作上就是写真情、真人。这份至情与至真，一直

引领并鼓舞着当代昆曲艺术工作者。

为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今年年底，北方

昆曲剧院还将推出原创昆剧《汤显祖与临川四

梦》。该剧取材于汤翁的生活，主要描写他一生

的宦海沉浮和对人生、对戏剧的思考。全剧以

“戏中戏”的结构，分为四章，每章为“一梦”，通过

“梦中人”与“戏中人”，勾勒出汤翁写“临川四梦”

的缘由，他与“四梦”的关系，以及“四梦”对汤翁

人生的影响。该剧力图在戏剧“意、趣、情、技”的

展示中，呈现一部有文化品位、有传统意蕴、有时

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汤显祖的作品是经典中的经典，具有重要的

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他剧中的强大艺术魅力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褪色。身在当下的昆曲

艺术工作者，也渴望着通过创作与剧中人和剧外

人产生心灵的呼应。这也是昆曲人对 400 年前这

位戏剧大师的纪念与致敬。

2016 年是中国戏剧大师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花样繁

多的纪念活动中，上海昆剧团的 4 部大戏“临川四梦”以其

优异的演出质量、完整的人文概念和精美的舞台呈现独树

一帜，成为献给汤显祖最好的一份礼物。

对于“临川四梦”，上海昆剧团始终恪守“尊重原著、敬

畏经典”的创作态 度 ，具 体 4 部 大 戏 则 采 取 了 不 同 的 做

法。《牡丹亭》经典淬炼，《邯郸记》再次传承，《紫钗记》修

改复排，《南柯梦记》全新原创。从“昆大班”老艺术家亲

自把关，到“昆三班”中生代挑大梁，再到“昆五班”青年演

员飞速成长，4 部大戏充分展示了上海昆剧团雄厚的实力

和扎实的人才基础。“临川四梦”世界巡演共计 48 场，走遍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济南、贵阳等 8 座城市，并远赴我

国 香 港 及 捷 克 布 拉 格 、比 利 时 布 鲁 塞 尔 和 美 国 纽 约 等

地。“临川四梦”的声名随着上海昆剧团坚定踏实的步伐

而远播世界各地。

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上昆“临川四梦”的孕育过程

丝毫不为过。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为上海昆剧团留下了

宝贵财富，《牡丹亭》从俞言版到典藏版，经典作品在时间

的淬炼下更加光彩照人。2005 年，以计镇华为首的“昆三

班”主演的《邯郸记》群星璀璨，成为上昆的代表作之一。

2008 年，黎安、沈昳丽主演的《紫钗记》青春靓丽，充满了勃

勃生机。2016 年，由“90 后”组成的“昆五班”在昆曲艺术家

蔡正仁、张洵澎手把手的呵护下，勇敢肩负重任，出演《南

柯梦记》。至此，“临川四梦”终于一气呵成。

其中，上昆“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邯郸记》曾分

别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入围剧目，《紫钗记》曾荣获

全国昆剧节优秀剧目奖。正是多年来上海昆剧团一步一

个脚印的扎实积累，造就了今天的“临川四梦”。

“临川四梦”中除《牡丹亭》版本较多，其他“三梦”都

仅有少数折子戏传承下来，目前为止，上昆是唯一一家把

“临川四梦”整理恢复后一起搬上舞台的剧团。中国艺术

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王安奎表示：“只看折子戏不能

全面了解昆曲，只看一部《牡丹亭》不可能全面了解汤显

祖，上昆‘临川四梦’的上演让我们对汤显祖有了更全面

的了解，也对昆曲丰富的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中国戏

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也表示：“折子戏是先辈留下的宝

贵财富，因而传承折子戏非常重要，但对于现在的观众

来讲，仅仅上演传承折子戏似乎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

求了，挑选一些优秀作品恢复它们的整体面貌是很好的

选择。上昆‘临川四梦’的成功为各院团提供了宝贵的

经验，希望有更多曾活跃在昆曲舞台上的作品可以整体

复活。”

此次“临川四梦”4 部大戏的舞美也颇具看点，采用简

约的“一桌二椅”搭配古典书画为背景，有着传统戏曲写

意、唯美、大气的审美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上昆突破了常

规的舞美思维，创造了“四梦一景”的舞美方案，以彰显汤

显祖文学性为主题，又起到了“四梦”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

得体效果。

“临川四梦”不仅圆了昆曲人的一个梦，完成了一次向

先贤的致敬，更取得了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临

川四梦”一经问世，便在演出市场上大受欢迎。今年 48 场

世界巡演创造了上昆历年同一项目商业演出的最高纪

录。6 月，在广东首先开启的巡演 4 个城市的 10 场演出轰

动一时，广州大剧院 4 场演出平均上座率超过 90%，总票房

收入 100 万元，打破了广州大剧院戏曲演出的票房纪录。

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 4 场演出也是票房火热，《牡丹亭》全

部售罄，其余 3部的出票超九成。在云贵高原，“临川四梦”

成为首个在贵州上演的昆剧剧目，在昆明也创造了昆剧演

出的票房纪录。

观众发自内心的热爱，让上昆人深刻认识到，正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气场，让“临川四梦”散发出无法抗拒的

魅力；观众表现出的不仅是对演职人员的尊重，更是对传

统文化的礼遇。因此，上海昆剧团将以“临川四梦”为契

机，继续加强传承工作，特别是对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给予中青年演员更大的发挥空间，为把

团队的整体战斗力提升到新的高度持续努力。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访英期间关于“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莎

士比亚、汤显祖这两位文学巨匠逝世 400 周年，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

理解”的要求，文化部于 7月 16日至 9月 5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了纪念汤显祖

逝世 400 周年优秀剧目展演。江苏省苏州昆剧院的昆剧青春版《牡丹亭》（上、中、

下本）于 8 月 30 日至 9 月 1 日参演。此外，9 月 13 日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

行的“青春版《牡丹亭》重返北大公益演出”也被纳入此次展演活动中。这也是该

剧第 4次走进北京大学。

青春版《牡丹亭》由两岸三地合作打造，作家白先勇担任总制作人和艺术总

监，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张继青担任艺术指导，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沈丰

英、俞玖林领衔主演。自 2004 年首演至今，该剧已在海内外演出 290 场，直接观

众达 60 万人次。青春版《牡丹亭》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观众，尤其是走向大学

生，在海内外 28 所大学演出 85 场，创造了校园演出单场观众 7000 人的纪录，成

功培养了青年观众群。同时，青春版《牡丹亭》还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已在美

国、英国、希腊、韩国、新加坡等国完成 47 场海外演出，9 月 28 日至 30 日还将再赴

英国演出。

青春版《牡丹亭》将汤显祖 55 折的原本选其精华删减成 27 折，分上、中、下三

本。此次在北京大学演出的是其中的精华折子戏。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和各界昆曲戏迷共计 1700 余人观看了演出。舞台上，

昆剧“姹紫嫣红开遍”，演出结束后，观众掌声不断，演员多次返场；舞台下，青春学

子座无虚席、热情洋溢。瑰丽的爱情传奇、典雅的昆剧唱腔、细腻的演员表演，让

每一位观众陶醉。

10 多年前，青春版《牡丹亭》首次走进北京大学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邹红就领略了当时演出的盛况，此次该剧重回北京大学，她特意带着自己的学生

来观看。她说：“那时，掌声和赞叹声伴随着整场演出。10 多年过去了，观众特别

是青年观众的审美不断变化，但依然能够被这门古老艺术所打动，这就是昆剧之

美、传统艺术之美。”

同时，《牡丹亭》也吸引着新观众。“我来看《牡丹亭》一方面是因为它很有名，另

一方面是想切身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陈曦此前并

没有看过昆剧，这次演出让她有机会接触经典，“确实值得一看，服装的颜色很美、昆

剧的唱腔独特。虽然是古老的艺术形式，但我感受到了一种时尚的气息。”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认为：“通过不断走进校园，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年

轻观众，他们不是被动地看，而是真正领悟到了艺术的美。这让我们找到了昆剧

传承的一个路径。”他表示，让昆剧走向更多观众，了解他们对经典的理解和审美

取向，再针对观众的喜好拿出更多作品回报观众，这是最好的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的方式。

9 月 28 日至 30 日，青春版《牡丹亭》还将在英国伦敦演出 3场。这也是青春版

《牡丹亭》第二次登上英国的舞台。此前，该剧曾作为文化部推选的重点文化工程项

目，于2008年5月29日至6月17日赴英国参加由中、英政府共同主办的“时代中国”演

出，在伦敦成功上演二轮，《泰晤士报》给出了4颗星的高度评价。此次赴英国演出由

江苏省文化厅与苏州市政府共同主办，已被列入文化部2016年度对外文化工作重点

项目和江苏省文化厅2016年度重点对外文化交流项目。

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排演，在传承艺术经典的同时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成就了一次昆曲文化现象，也是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道路的一次探索。

2005年起，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示精神，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了“国

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2015 年又把昆曲扶持工作纳入“中华优秀传

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2015 年 7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

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戏曲传承发展的优惠政策。如今，青年一

代已日益成为当今昆曲观众的主体，昆曲在国家的重视和扶持下，已经走上良性

发展的轨道，焕发出时代青春，获得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苏州昆剧院青春版《牡丹亭》：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观众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观众

上海昆剧团“临川四梦”：为纪念汤显祖献上最有分量礼物

北方昆曲剧院《牡丹亭》：传承大师情怀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南柯梦南柯梦》：》：一道青春靓丽的风景

《牡丹亭》，魏春荣饰杜丽娘、邵峥饰柳梦梅。

《南柯梦》，施夏明饰淳于棼、单雯饰瑶芳公主。《南柯梦》，施夏明饰淳于棼。《邯郸记》，蓝天饰卢生、陈莉饰崔氏。 《紫钗记》，黎安饰李益、沈昳丽饰霍小玉。

青春版《牡丹亭》，沈丰英饰杜丽娘、俞玖林饰柳梦梅。 青春版《牡丹亭》进大学校园演出。
《牡丹亭》，魏春荣饰杜丽娘。

2016 年是中国戏剧家汤显祖和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访英期间关于“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莎士比亚、汤显祖这两位文学巨匠逝世 400 周年，

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的要求，文化部举办了汤显祖、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纪念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

优秀剧目展演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由 7 月 16 日至 9 月 5 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举行的《牡丹亭》、《邯郸记》、《紫钗记》、《南柯梦》等 7 台 11

场演出和 9 月 13 日的“青春版《牡丹亭》重返北大公益演出”组成。此次展演将汤显祖代表作“临川四梦”再次搬上舞台，重现了汤显祖笔

下的世间百态和凄美爱情，回溯了戏剧大师的梦幻情怀和人生感悟，体现了当代昆曲艺术工作者对古老昆曲和传统文脉的传承与创新，

展示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以来，全国昆曲院团努力拼搏积极奋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重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