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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人间满是真情
——看闽剧《双蝶扇》

季国平

年 少 即 入 科 学 戏 ，工 文 武 老 生

行。历经科班数年的严格训练，至今

“皱眉、瞪眼”还是我面部习惯性的表

情特征。或许是因为早年受过戏曲

行当的专工规训，以致个人的情感喜

好也都自觉以此为范。就是改行编

剧，也还是对“老生戏”尤为钟爱。于

是，笔下多有“忠臣、义士”的慷慨豪

放，渐忘了舞台且有一处用以唱述爱

情 的 缠 绵 、委 婉 。 对 于 一 个 编 剧 而

言，习惯于一种文字、情感的表达方

式，这不是不行，但至少不够。于是，

我便有了创作《双蝶扇》剧本的想法。

中国历代有很多关于咏蝶的诗

词，而这些诗词中，又有很多是与爱

情有关的。诗人的眼睛是浪漫的，他

们总是能在大自然中找到自己心仪

的景物，用以承载、寄托自己内心深

处的情愫。于是，“蝴蝶”随着诗人的

吟咏，逐渐成为中国人精神领域里最

具 诗 意 的 爱 情 象 征 。 有 一 首《咏 蛱

蝶》的诗是“复 此 从 凤 蝶 ，双 双 花 上

飞；寄语相知者，同心莫相违”。每每

轻吟，我似乎能看到一对年轻男女依

偎于花前，深情凝觑那两只美丽的蝴

蝶于花间翩翩飞舞，内心便涌动起一

丝温馨、一丝爱怜。我不禁想到诗人

之所以喜欢以蝴蝶借喻爱情，或许不

只是因为蝴蝶的美丽，或许也是因为

蝴蝶的脆弱。一阵风雨骤袭，那两只

蝴蝶可能就要折翼、就要分飞。人类

一切的美丽，似乎都是这么的脆弱，无

论是蝴蝶，还是爱情。所以，它们都更

需要倍加呵护。或许这就是诗人多

愁善感的悲悯情怀自觉或不自觉的

表露。

戏曲，是最具诗意的演剧样式；

蝴 蝶 ，是 最 具 诗 意 的 爱 情 象 征 。 于

是，戏曲与蝴蝶又有了舞台上新的契

合，就成为我笔下《双蝶扇》的爱情戏

文。《双蝶扇》虽然讲述的是爱情故

事，但如果仅是为了写爱情而写“爱

情”，似乎还不是当下文学艺术作品所

要的追求。所以，在整个创作过程中，

我都积极地开掘超越于爱情的人生意

义，希望能借着这个古代的爱情故事，

以舞台艺术形象诠释关于道德成全与

自我成全的重要性，揭示人性对真、

善、美追求的主动性。所以，虽然该剧

蕴含有悲剧风格，但我不去渲染晦暗、

冷酷、绝望的悲剧色彩，而是有意识地

蕴透出人性的温暖、善良、真诚。诚如

剧中唱词所写的：“世事蹉跎总遗憾”，

但我们一定不会因为世事的蹉跎、遗

憾，而忘记了道德永远是自我心中最

温暖的一缕阳光。所以，“把人生风雨

写作阳光”是我赋予这个戏的创作理

念，希望能以此传递出时代的道德精

神与价值的积极意义。

但是一个戏曲编剧，如果只重于

剧本的文学性，而忽略了剧本与剧种

之间的关系，这也不能不说是创作过

程的一种缺憾。闽剧，是融合“儒林”

“江湖”“平讲”而成的多声腔剧种，它

的每一种声腔都有各不相同的演剧

风格。创作与剧种艺术特征吻合的

剧本，清晰展现剧种中某一个声腔的

艺术特征，这对于新生代闽剧编剧，

既为重要，也是考验。所以，在创作

《双蝶扇》的过程中，我就自觉地注入

了闽剧传统“儒林”的艺术品质和演

剧特征，同时又自然兼显“平讲”演剧

个性，使“儒林”“平讲”两种演剧的艺

术风格得以有机融合、相彰溢彩。所

以，《双蝶扇》既是以传统的故事框

架，承载闽剧“儒林”的艺术风格，也

是以“儒林”的演剧风格，承载着当代

戏曲文学的创作理念。

（作者系福建省实验闽剧院编导

室主任）

古今中外写爱情的舞台剧很多，闽剧《双蝶扇》

可谓别开生面、别出心裁，哀婉缠绵、感动人心，既

饱含着苦痛和无奈，也充盈着真情和诗意；既表现

了命运的无常，更揭示了真情的温暖。

该剧从一个“错”字着墨，将女主人公林梦卿和

两个男人陈子霖、吴玉山置于“婚亲有错，腹婴何

辜”“幼儿待哺难离，双蝶之情难舍”的两难境地。

也是这一个“错”字，毁了真爱，也考验了真情，演绎

了 3 个善良之人内心的痛苦、哀怨、绝望，更展现了

人性的温暖、善良和真诚。编剧王羚是福建近年来

颇为引人注目的青年剧作家，懂舞台、擅文词、有追

求。对于本剧的创作，他独辟蹊径地让主人公在

“面对各自最痛苦、最不堪的人生境遇时，进行着道

德考验和情感抉择”，试图“积极地开掘超越于爱情

的人生意义”。作家以为“或许爱情并不一定都是

以客观的婚姻事实为圆满，或许它更需要精神境界

的安然归属”“我们不一定会因为世事的蹉跎、遗

憾，而忘记了道德永远是自我心中最温暖的一缕阳

光。所以，‘把人生风雨写作阳光’是我赋予这个戏

的创作理念，希望能以此传递出时代的道德精神与

价值的积极意义”。剧中的“双蝶扇”是一件画龙点

睛的重要道具，串连着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和悲欢

离合的人物命运，也寄寓了剧中人绵绵不绝的真情

爱意。

该剧在舞台呈现上也很精彩，表演细腻感人，

舞美简约空灵，剧种风格鲜明，充分凸显出编导、演

员等主创人员的创作才华。周虹、陈洪翔、江忠岩、

陈言芳等闽剧青年艺术家的表演，缠绵悱恻、哀婉

动人，令人心醉，也耐人寻味。特别是领衔主演周

虹，在剧中的表演非常出色。近年来，她担任福建

省实验闽剧院院长，为剧院事业的发展和出人出

戏多次放弃了自己领衔主演的机会。当然，我以为

闽剧艺术同样需要周虹带头做好传承发展工作，这

次《双蝶扇》中她出色的表现就证明了这一点。洪

翔的表演同样精彩，经过多年舞台的历练，陈洪翔

在表演上已经达到了成熟自在的境界。陈言芳、江

忠岩的表演也可圈可点，一代青年演员已经成长为

当代闽剧艺术的中坚力量。该剧已经入选国家艺

术基金扶持项目，我们期待其经过加工提高能更臻

完美。

《双蝶扇》对于闽剧艺术在当代的开拓和发展

也是很有意义的。该剧唯美典雅、诗意缠绵的艺术

风格，与我们以往看到《王莲莲拜香》《王茂生进酒》

《红豆缘》等市井题材的闽剧，既有密切关联又有明

显的区别，与以往福建省闽剧院新编历史剧《别妻

书》等也有明显的风格差异。《双蝶扇》写的是老百

姓爱看的男女之情和家长里短，但典雅的风格又有

别于这一类题材的市井闽剧。其实，在闽剧发展史

上，因题材和风格的差异，有着“儒林戏”与“平讲

戏”的区别。闽剧《双蝶扇》在充分展现新时代的闽

剧人对闽剧品质和审美理念的新追求的同时，让观

众重温闽剧的另一面——典雅精致，彰显闽剧“儒

林戏”的独特风采，这对于闽剧剧种的发展是有积

极意义的。《双蝶扇》拓展了闽剧的表现题材，看似

基调和风格“复古”，实质推陈出新、返本开新，正是

闽剧艺术在当代的新发展。

（作者系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

福 建 省 实 验 闽 剧 院 创 作 演 出 的《双

蝶扇》（编剧：王羚，导演：徐春兰，领衔主

演：周虹、陈洪翔），无疑属于极为典型的

以 人 生 悲 剧 和 情 节 突 变 为 展 示 点 、开 掘

点 的 戏 曲 样 式 ，在 体 现 中 国 戏 曲 独 特 讲

述 方 式 的 同 时 ，也 为 演 员 提 供 了 充 分 的

艺 术 表 现 空 间 ，为 观 众 留 下 丰 富 的 感 受

点、欣赏点。所以，戏的情节和戏中人物

的命运尽管充满传奇并经常被推向极致，

但又给观众带来建立在感动、同情之上的

可信与认同。

《双蝶扇》的故事凄美甚至残酷，这尤

其体现在女主人公林梦卿的身上。恋人情

感的甜蜜和对未来的期待写得越美好，随

之的情感与人生的倾覆则越具悲剧性，而

剧作的笔触恰恰聚焦于林梦卿的命运。“错

嫁”是在不知情中发生的，但残酷在知道时

已有了难以挽回的肌肤之亲；“求休”是在

吴氏姐弟真诚下完成的，但尴尬在随之发

现自己已结珠胎的事实；“镜圆”是在满怀

期待下等来的，但悲恸在接到的是一封陈

子霖“柔翰书暖语，却如剑诛心”的驰函。

戏就是在每次都几乎写到无可挽回的残酷

中，洞现林梦卿内心的波澜与情感的重创，

并在之后升华出这个不幸女性性格与情感

的丰富之处，以及与她所关联的环境和人

物所给予她的温情。尽管也许他们最初给

她带来的是不幸，但在相处相持中由良善

萌发的结局则令人感动，这就形成该剧写

苦难和危机，最终却体现出人情、亲情温暖

感人的动情点。这使得《双蝶扇》所讲述的

故事，既在风格上体现和满足了中国戏曲

受众的欣赏习惯，又在故事和人物命运之

上，挖掘出带给人温度与信心的道德与风

骨，看时动心，看后动情，就像福建的铁观

音，初饮微苦稍涩，品后颊齿间的“回甘”则

余韵美好。

剧中林梦卿、陈子霖、吴玉山这组奇特

的三角关系维系支撑着剧情的走向，也形

成了许多虽具有戏剧性但又不同于传统男

女爱情戏的艺术空间。仍是一个“巧”，错

嫁巧、怀孕巧；被诬巧，伸雪巧；但重要的是

解决“巧”之危机时的“真”写出了力量。无

论是吴玉山那正直的真、正义的真，陈子霖

那绝望的真、转变的真，两个男人因林梦卿

邂逅而纠结再而惺惺相惜，他们尽管都是

女人不幸命运的制造者，但又都在善良的

品行中体现出男人的正直与宽广，这就突

破了以往传统戏以故事的奇而营造戏的格

局（如京剧《勘玉钏》等），而是产生了以故

事的奇又能在危机的极致中浓墨重彩地写

大义、大情，并升华出更具典型性，特别是

承载人性与生活本质的民族美、良善美。

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闽剧的市民特

点特色鲜明，但这出戏的意义还在于重现

了贻顺哥等典型闽剧人物身上没有的“儒

林”风范。整个戏非常符合今天青年观众

对古典艺术的审美期待，细腻地将故事款

款道来，感性地关注女性的内心与情感，浓

烈地塑造男人的责任担当，优美地书写情

感的流淌，忧伤地收官故事的结局，这一切

都让优美的古典美成为剧目讲述的特有标

识。特别是徐春兰导演的风格把握，仍承

继了她在福建导演越剧《唐婉》和闽剧《红

裙记》中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格调，使得忧伤

犹如雨中的蒲柳，尽管柔弱却愈显坚韧，达

到了以柔克刚的表现效果。可以说舞台表

现形式的恰当、精彩，使这部戏的完整美显

现得更充分、更立体。

这是一出考验演员的戏。因为故事中

的人物有着远比情节复杂深邃的心理空

间，使演员唱、念、做、舞的完成有了更充盈

的内涵。周虹扮演的林梦卿充分发挥了戏

曲闺门旦的表演特点，在气质、举止、唱念

上通过手、眼、身、法、步的人物化激活，形

成了一套优美又具情感感染力的舞台表现

语言。特别是她在婚后梳妆、狱中相会、归

家求休等情节中，呈现效果往往递进层次

鲜明、情感表达立体，虽酣畅却不失含蓄，

淋漓却具有韵味，把古典美的写意和人物

情感的传达结合得非常自如，可以感到其

表现功力已达到一种从容不迫的成熟美。

陈洪翔扮演的陈子霖表演难度很大，因为

他的动作和情感空间实际少于林梦卿、吴

玉山，但陈洪翔那种小生的舞台美感，紧紧

围绕对林梦卿的情感做文章，细腻完整的

内心展示极大丰富了有限的情节，给观众

同样留下了强烈的艺术享受。此外，江忠

岩、陈言芳等演员也使此剧平添了许多精

彩，共同构筑起《双蝶扇》的艺术格局。

作为一出优秀的新戏，《双蝶扇》还有完

善的空间，比如如何在文本上把“巧”铺陈得

更合理，如何让人物间相互的理解、关爱写

得更自然，这些都可以打磨得更圆润些。

（作者系中国剧协秘书长）

苦
涩
升
华
出
的
﹃
回
甘
﹄

——
——
浅
评
新
编
闽
剧

浅
评
新
编
闽
剧
《《
双
蝶
扇

双
蝶
扇
》》

崔

伟

闽剧《双蝶扇》的写作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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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蝶扇》第六场剧照

林梦卿——周虹饰（第一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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