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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响乐团赴内蒙古

参加第四届中国西部交响乐周从南戏的故乡出发
——记“古代戏曲编创人才培养”项目培训班

本报记者 刘 淼

9 月 1 日，上海越剧院年轻的编

剧刘倩收拾好行装，依依不舍地离开

了大罗山脚下温州城市大学安静整

齐的宿舍，回到了上海。她说，在“古

代戏曲编创人才培养”项目培训班

（以下简称“编研班”）这 30 天的封闭

学习，受益良多，惠及终身。

“现在，无论是古代戏曲的创作

人才，还是改编整理人才，都极其匮

乏。”戏剧理论家、中国戏曲表演学会

会长黎继德的担忧，也让戏曲界忧心

忡忡。为切实解决戏曲创作骨干人

才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破解当前古老

戏曲样式如南戏、杂剧、昆剧等现存

剧目的整理、改编及新剧目创作方面

人才严重缺乏的实际困境，2017 年，

温州市文化艺术研究院与中国戏曲

学院联合申报了国家艺术基金“古代

戏曲编创人才培养”项目，并获得批

准。8 月 2 日，编研班在浙江温州正

式开班。

“编研 班 旨 在 通 过 中 国 戏 曲 最

高学府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深入中

国最早成熟的戏曲样式南戏的故乡

温州，去追溯、发掘、重识传统戏曲

的基因与演化、发展过程，认识古代

戏曲剧作家及其剧作、剧目形成的

原生要素，并以实际案例探究当代

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方式路径，综合

指导中青年创作人才在古代戏曲编

创能力上的提升与成熟，以加强剧

本剧目创作生产。”温州市文化艺术

研究院院长施小琴这样阐释编研班

的成立初衷。

经过层层筛选，编研班以颇为严

苛的标准，从全国各地招收了来自高

校、艺术 院 团、文化部门，甚至是传

媒领域的 30 名学员，其中国家一级

演员 2人，副教授职称 4人，博士 4人，

硕士 11 人，不少学员早已在业内有

所成就。

编研班的主讲导师阵容非常强

大，谢柏梁、王安奎、黎继德、俞为民、

朱为总、胡应明、徐宏图等戏剧理论

家，郭启宏、王仁杰、张思聪、张烈、郑

朝阳、颜全毅等知名编剧，沈斌、邹德

旺、章世杰等知名戏曲导演，以及昆

曲作曲家周雪华都在名单之中。每

位导师都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认真

制定了教学计划。

“从本质上来讲，西方古老戏剧

追求写实和求真，东方古老戏剧则注

重写意和抒情；从类型上来讲，西方

古老戏剧除了早期以歌舞为主以外，

之后一直以歌白为主，东方古老戏剧

则一直沿用歌舞和乐舞的形式，正所

谓以歌舞演故事；从创作方式角度来

看，西方古老戏剧渴望并从古老文献

或史实中寻找素材，东方戏剧则从来

无此规定或规则；从表演体制来看，

东方古老戏剧的行当较西方而言，划

分得似乎更加完备和细致，并且中国

戏曲中还有了流派的概念。”黎继德

不仅帮助学员将古代戏曲和现代戏

曲加以认真区分，还将东西方的古代

戏曲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这是进

行创作的基础。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主任谢柏

梁告诫学员，长于抒情是中国戏曲的

最大特色，在创作、改编古代戏曲作

品时，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符

合当下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

“在昆曲《牡丹亭》中，汤显祖将

哲学与美学结合，用诗的形象表达

伟 大 的 思 想 ，使 作 品 里 充 满 了 真

情。”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奎

说，经典的作品要有思想的穿透力，

他建议学员认真学习和挖掘汤显祖

的创作精神。

编研班总顾问、温州市副市长郑

朝阳曾成功将南戏《刘文龙菱花镜》

改 编 为《洗 马 桥》，她 总 结 ，古 代 戏

曲的最大特点在于“传而能奇见匠

心，奇而能信判高低，高台教化谓之

德 ”。“ 成 功 的 改 编 ，可 以 让 传 统 戏

曲焕发出新的生机，是对传统戏曲

最 好 的 传 承 与 创新，意义重大。”郑

朝阳说。

国家一级编剧、福建省文史研究

馆馆员王仁杰介绍，他在改编昆曲

《牡丹亭》《琵琶行》时，始终遵从原

著，谨慎剪裁。他说，对于经典一定

要怀着温情和敬意。

在众多课程中，让刘倩印象最深

的是上海昆剧团国家一级作曲周雪

华讲授的《昆剧创作的曲牌运用》。

周雪华从字数、句数、词素、押韵、平

仄 等 词 牌 格 律 讲 起 ，边 吟 唱 ，边 解

惑。“短短两天时间，所有的学员不仅

学会了昆剧的曲牌写作，连课下都在

废寝忘食地创作曲牌。我们互相讨

论，找周老师探讨。连周老师都感

慨，‘这样热情的班级，我还真是第一

次见。’”刘倩说。

除了主讲导师的现场授课，编研

班还组织了多次采风和观摩活动，让

学员们深入生活，了解南戏、瓯剧等

古老戏曲的创作现状。在应界坑村，

探访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永嘉乱弹；

在高则诚故居，了解他创作《琵琶记》

的来龙去脉；在王十朋家乡，考察他

与《荆钗记》的渊源关系；在瓯剧艺术

研究院，感受瓯剧的独特魅力；在平

阳县木偶戏保护传承中心，体验木偶

的制作和表演……学员们纷纷表示，

采风观摩活动不仅让他们开阔了眼

界，更为创作积累了素材。

编研班学员付桂生是中央戏剧

学院京剧系的在读博士。为了能参

加这次学习，付桂生推掉了自己在北

京电影学院培训中心的兼课，但他

说，在编研班的学习机会是无价的。

与他同宿舍的胡胜盼经常见他收快

递，这些快递不是生活用品，而是一

本本大部头的书。“我曾纳闷，买了这

么多书，能看得完吗。结果是，他的

巧用时间、博闻强记令我深为折服。

他说，‘学习一定要把握住思维，只有

这样才能精准地撷取主讲人或书作

者的思想核心。未来的戏曲学者或

编剧只有打通古今中外的经络，才能

写出经得起时间淘洗的作品。’”胡胜

盼说，编研班期间，他不仅从各位导

师的课堂中学到了知识，也从身边的

同学身上获得了创作动力。

30 天紧凑有序的封闭学习仅仅

是编研班课程的第一个阶段，据施小

琴介绍，之后的两个月时间，理论方

面的学员将提交两篇论文，其余学员

需创作一部以南戏、杂剧剧目为题材

的新编剧本或昆剧原创剧本，并在导

师的指导下进行修改完善。“学员的

成熟作品，才是编研班最大的成果。”

施小琴说。

由张泓编剧、陈强导演、西安秦

腔剧院三意社创作演出的新编秦腔

历史剧《司马迁》，涉及一个颇令人

玩味的话题：文道与王道的矛盾冲

突。就剧情本身来看，所谓文道，即

文化人之道，实事实录之道，不虚美、

不掩丑之道。司马迁身为史官，一生

以此道为圭臬。所谓王道，即王之为

王之道，一言九鼎之道，王之威仪不

可冒犯之道。汉武帝对其臣下树立

的就是这个规矩。该剧细致入微地

描写了司马迁的文道遭遇汉武帝的

王道时深入灵魂的矛盾纠葛，深刻

地揭示了司马迁与汉武帝两人带有

普遍人生意味的精神演变，成功地

塑造了司马迁在生死历练中光彩照

人的高大形象。

大幕开启，作品对汉武帝上朝

的威仪场面做了刻意铺排。一队队

全副武装的卫士、一排排穿戴艳丽

的宫女、一个个峨冠博带的文官武

将，肃然而立。在俯首帖耳的太监

导引之下，汉武帝威严临朝。此时，

司马迁是被传唤出来，领命记录前

方战事的。当他为李陵辩护之时，

立刻遭到朝臣凛然断喝：“下大夫无

权进言，入列！”由此可见，作品描写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一方面表现了

司马迁作为史官的不溢美、不掩恶；

另一方面，显然是他的言语对汉武

帝身为君王的威严有所冒犯。守望

心中的真理，不视上峰脸色行事，应

是该剧所追求的大道，也是该剧能

够超越题材自身、具有普遍现实意

义之所在。按理说，汉武帝对司马

迁还是很有好感的。他敬佩司马迁

的灿灿文心，时常唤他在身边，询问

典籍与历法之事。他与司马迁翻

脸，固然有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因

素，更与司马迁把天子的威仪当成

了笑谈有关。至《论道》一场戏，汉

武帝精神外化，与司马迁神交，文道

与王道的对峙与碰撞，进一步走向

纵深，其韵味发人深省。在汉武帝

眼里，四海之内，只有王道，哪有文

道？司马迁唱道：“只要竹简魂不

灭，墨存千载有知交。”很显然，汉武

帝明白宣示，他的王道是要吞噬司

马迁的文道的。同时，我们看到，司

马迁的文道惊世骇俗，也令汉武帝

异常震惊。终场《廷辩》中，汉武帝

惊异地发现，司马迁身心虽遭受严

重摧残，但其文道精神依然故我。

他再次责问司马迁在《史记》中会怎

样记载李陵，司马迁仍旧回答：“以

实修史，不虚美，不隐恶而已。”正是

司马迁的文道精神，使他终于放弃

了所谓的君王威仪，与司马迁达到

和解。整个作品所描写的，就是文

道与王道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

以及人物心灵的演化经历，其所表

达的精神情感概念，即人之为人，要

说真话、说实话、真办事、办实事，不

因察上峰之言、观上峰之色，而失掉

文心与文胆。

汉武帝最终放弃所谓王道的精

神提升，与司马迁持守文道的人格

力量是相伴相行的。在剧中，司马

迁始终面临着汉武帝严酷的身心摧

残，也正是在这种置之死地的精神

历练中，司马迁浴火重生的高大形

象屹立于观众心目中。作品淋漓尽

致地描绘了司马迁文道精神的两次

自我超越。第一次是，他被汉武帝

打入死牢，原本是可以免除惩罚、不

受腐刑的，但那是要以损害他的文

道精神为代价的。通过激烈的思想

交锋，他的精神走向崇高，毅然选择

了腐刑。他像凤凰涅槃般死去了，

又活了，立志以笔写史，完成文道所

赋予他的历史使命。第二次提升，

是在他回到故乡芝川之际，来自于

世俗社会的羞辱谩骂之声，如四面

楚歌般包围了他，几乎使他精神崩

溃。此时，扮演司马迁的演员，一个

“僵死”动作，轰然倒地。“僵死”，是

舞台人物程式化的一种死去形式。

司马迁“僵死”，可见其身心打击多

么沉重。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司马

迁并没有死，竟奇迹般强力支撑，使

出洪荒之力，在逆境中又一次巍然挺

立。此时，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对

他文道精神的再次升华予以肯定。

该剧在展示文道与王道对峙以

致最后和解的过程中，始终以情动

人。作品虽然展现的是司马迁与汉

武帝文道与王道二者之间的较量，

但似乎不大注重故事情节的推进，

更多关注的是这种较量以情感方式

所进行的精神表达。只要我们稍微

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以唱见长、重

视人物情感的完整抒发，是此剧的

一个突出特点。特别需要提及的

是，司马迁回到家里，导演对于他一

家三口突然相见的情感处理，感人

至深、催人泪下。虽为过场戏，但此

处无声胜有声。在这里，没有夫妻

儿女间的抱头痛哭，也没有“爸爸”

“夫人”“老爷”之类高声长唤，他们

彼此凄楚对视，一切酸痛尽在不言

中。妻儿在极端痛苦中含着泪水所

表现出来的恬静与自由，既是对司

马迁文道精神的理解，又是对司马

迁受伤魂灵的温热抚慰。

该剧音乐柔婉抒情、顺耳舒心，

富于传统韵味。虽然运用了混合乐

队，但属于秦腔自身的音乐旋律，不

时春风化雨般拂过心田，与人物情

感表达高度契合，甚至武场面也参

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司马迁回

到故乡，羞辱谩骂之声不绝于耳，铜

器所营造的直入人心的音乐效果，

就准确表现出人物此时此刻受到强

烈刺激的内心感受。该剧舞美也很

有特点。舞台两边竖立着的是两捆

巨大的竹简，顶天立地的一整块板

子，实为一绺绺竹简的造型，在舞台

上可以横向移动，随着竹简徐徐绽

开或缓缓卷起，剧情就在其中演绎，

带给人诸多遐想。同时，这样一个

舞美构思，为作品精神表达带来了

极大方便。如该剧尤为注重人物心

灵的对话，竹简卷到一边，观众看到

的是司马迁倾诉心声，卷到另一边，

观众又会看到汉武帝的情感表达。

一块板子，片片竹简，左右移动，打

开合上，文道王道，皆在其中，极易

极简，无限空灵。

本报讯 （记者刘淼）9 月 12 日，

话剧《家丑外扬》在北京人艺实验剧

场首演，该剧以从家庭入手，以一个

突发事件对于夫妻间关系的巨大影

响来折射婚姻困境。

该剧由俄罗斯剧作家盖利曼创

作，《家丑外扬》是他的第四部作品，

写于 1980 年。全剧通过一桩建筑工

地发生的严重事故，引出了一对夫

妻间歇斯底里的争执与对不堪往事的

回首。

导 演 顾 威 将 这 部 作 品 定 位 为

“灰色幽默”“残酷的喜剧”，在他看

来，这部作品承载了俄罗斯文学批

判现实主义的传统精神，在排练的

过程中，剧组也在始终挖掘着每一

句台词更深层次的表达。

该剧由北京人艺演员张万昆、

吴珊珊出演，庞大的台词量与信息

量也对两人的演技提出了挑战与要

求。首演当晚，两人以连贯的情绪、

极富张力而有节奏的表演，令在场

观众置身于一种纠结、怨愤而又充

满无奈的戏剧氛围中。

据悉，该剧将持续演出至 10 月

9 日。

本报讯 （记者罗群）近日，北

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荀派传人王岳凌

携荀派名剧《勘玉钏》，唱响上海天

蟾逸夫舞台。

《勘玉钏》由剧作家陈墨香根据

《喻世明言》中“陈御史巧勘金钗钿”的

故事改编而成，以一对玉钏的失而复

得为线索，演绎两位女主角俞素秋、韩

玉姐的不同命运。两个人物无论性格

气质，还是表演技巧、唱腔念白，都有

很大差异，温柔娴静的俞素秋以青衣

应工，而聪明活泼的韩玉姐则以花旦

应工。旦角在《勘玉钏》中“一赶二”

（即一人饰演两个角色）是该剧的一大

看点，也是对演员功力的考验。

王岳凌师从京剧表演艺术家孙

毓敏，也受教于岳惠玲、宋长荣、张

逸娟、宋丹菊、沈健瑾等名家，她扮

相亮丽、嗓音甜润、表演细腻。初演

《勘玉钏》时，她常常感到难以快速

从俞素秋的悲剧命运中跳脱出来，

进入韩玉姐的人物状态。而今，经

过多年历练，《勘玉钏》已成为王岳

凌的拿手剧目，这次演出也给她留

下了深刻印象。“我没想到上海观众

这么热情，谢幕 3 次，观众仍不舍离

去 ，希 望 以 后 有 机 会 再 为 他 们 演

出。”王岳凌说。

近日，湖北省花鼓戏艺术

研究院带着新编花鼓戏剧目

《情缘》，前往湖北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宣恩、咸丰、鹤峰

等县市巡回演出，慰问精准扶

贫一线的干部群众。

湖北花鼓戏原名“天沔花

鼓”，形成于清道光年间，源于

江汉平原一带的高跷、渔鼓、

三棒鼓、薅草歌等民间歌舞说

唱，是湖北省主要地方剧种之

一。近半个世纪以来，湖北潜

江、天门、仙桃等地相继成立

了专业花鼓剧团，使该剧种得

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图为 9 月 16 日晚，演员在

湖北省宣恩礼堂演绎花鼓戏

剧目《情缘》。

新华社发（宋文 摄）

本报讯 近日，重庆交响乐团赴

内蒙古参加第四届中国西部交响乐

周，在乌兰恰特大剧院上演了一场

“对话”音乐会，演奏家们用高超的技

艺让观众享受了一场视听盛宴。

整场演出最大的亮点，就是时

长近 40 分钟的二胡与大提琴、中提

琴、小提琴协奏曲《对话》，将重庆民

谣《太 阳 出 来 喜 洋 洋》与 西 方 经 典

《欢乐颂》浑然嫁接，引领观众共同

完成了一次对于星球、时空、未来的

探索和畅想。《对话》是重庆交响乐

团委约知名作曲家郑冰于 2016 年创

作的。作品由二胡在不同的 3 个乐

章分别与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的

重奏构成“对话”，同时又与交响乐

队“对话”，在此基础上展开上古、现

今、未来的“对话”，最终形成空间与

时间的交融统一。“演出最大的难点

在于二胡与西洋弦乐器的‘对话’，

并非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文化属性

的简单拼接、叠加，在‘对’上创作者

下足了功夫。”重庆交响乐团团长刘

光宇表示，确保中西音乐一定要无

缝对上，使原本不太可能的变成了

可能，从而也成为这部作品的独特

之处。

据了解，中国西 部 交 响 乐 周 是

由 文 化 部 和 西 部 各 省 区 市 人 民 政

府 共 同 主 办 ，西 部 地 区 十 几 家 交

响 乐 团 共 同 参 加 的 一 项 品 牌 演 出

活动。 （重 娇）

秦腔历史剧《司马迁》剧照 秦 毅 摄

话剧《家丑外扬》折射婚姻困境

王岳凌《勘玉钏》唱响上海

演
出
现
场

文道遭遇王道文道遭遇王道的人生历练的人生历练
———新编秦腔历史剧—新编秦腔历史剧《《司马迁司马迁》》观后观后

胡安忍 任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