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浙江京剧团推出了一部戏，

浙京“悲情京剧三部曲”之一的《王者·俄

狄》。当时，浙京团长翁国生曾在剧名前

用了一个限定词——“实验京剧”。用中

国戏曲（国粹京剧）演绎古希腊《俄狄浦斯

王》的悲剧故事确实少有前车可鉴，是一

次 探 索 性 的 冒 险 ，成 功 失 败 尚 无 定 论 。

笔者虽然为此剧喝过彩，写过赞赏的文

章，但也多次提醒翁国生：京剧改革需慎

之 又 慎 ，锐 意 创 新 虽 然 很 大 胆 ，精 神 可

嘉，但艺术是要靠自身本体的魅力去征

服观众的。

事隔五年（2012 年），以翁国生为首的

这批年轻人又排出了“悲情京剧三部曲”

之二《飞虎将军》，这完全是从京剧武戏仓

库里挖出来的宝贝，讲述牧羊娃李存孝成

为“飞虎将军”后孤傲自大、骄纵狂妄，不

能适应环境地位的变化，最后遭到“五马

车裂”，当时最让我激动的是剧名前的限

定词竟然换成了“南派京剧武戏”，说明这

群小后生在京剧武戏的探索中找到了新

的坐标，要继承盖派艺

术，发展南派武戏，开创

大型武戏的新篇章。

实践证明，这样的

探 索 之 举 得 到 了 新 老

观众的一致欢迎，尽管

在传承名义上曾引起过

一些争议，但浙江的京

剧迷都为盖派艺术、南

派武戏通过新戏的创演

得 到 传 承 和 振 兴 而 欣

喜，尤其在农村，京剧武戏重聚人气，涌现出

一大批新粉丝。《飞虎将军》开掘出了“南派

京剧武戏”的演出新市场，不仅入选参演了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而且在全国各地连演了近 200场，赢得了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今 年 ，筹 划 已 久 的“ 悲 情 京 剧 三 部

曲 ”之三的《大面》终于在杭州剧院撩开

了神秘的面纱，笔者坐在剧场里，只觉得

台 上 发 生 的 故 事 和 表 演 样 式 很 有 吸 引

力，便问别人，这是那个熟悉的京剧团原

班人马的演出吗？这是十年前那一批无

名后辈的新戏吗？特别那位饰演兰陵王

的演员仍然是翁国生吗？男扮女装以旦

角身段在齐主面前翩翩起舞的真是武生

演员吗？

艺术是一种审美享受，从帷幔打开的

一刻起，庄严浑厚的乐曲，大气、空灵充满

意蕴的写意布景，五光十色富有情感变化

的灯光，以及突出人物性格，为渲染古齐

时代而精心制作的服饰、道具，令人应接

不暇，真是美不胜收！

《大面》是一出北齐兰陵王忍辱负重

隐身复仇的老故事，但是编剧罗怀臻没有

铺陈故事的过程，而将齐主登基后要看可

人儿（兰陵王）跳舞为切入口，为一句“厌

恶”引发矛盾，让皇后、齐主、可人儿（兰陵

王）三者的性格和意志在观众面前直接发生

冲撞，戏剧矛盾一触即发。观众立即被三个

剧中人的特殊关系和情感表达的怪异所吸

引，对他们的命运走向高度关注。这就是

《大面》文本的开局妙笔！一个戏如何能

在几分钟内抓住观众，是当代“审美”不得

不探索的课题，弄得不好剧场观众便离座

而去，这个戏把戏剧悬念和剧情危机一下

就摆在观众面前，让人叫绝！剧本的另一

“高招”是抓住大面做足文章，“面具”本来

只是一个小小的道具，古代传奇故事（歌

舞戏）中曾讲过“兰陵王”只要戴上 大 面

（代面）便英武显威，吓退敌兵，罗怀臻借

此探挖，充分发挥了戏曲“假定性”的作

用 ，让 大 面 不 仅 有“ 神 之 力 ”更 有“ 魔 之

害”，一旦戴上、陷入杀戮便无法卸下，唯

有亲人的鲜血才能化解其毒，这就推进

了 戏 剧 矛 盾 的 发 展 ，深 化 了 全 剧 的 内

涵。笔者佩服全剧的高潮从王子复仇胜

利变成了“母爱”绝唱——皇后用鲜血和

生命换回兰陵王人性回归，这是京剧通

过艺术形象传达的哲理内涵，这也是全剧

主题升华的审美冲击！

看《大面》的另一个兴奋点当然是演

员的演和唱，翁国生扮演的兰陵王，融京

剧的花旦、文生、武生、花脸四个行当的表

演手法于一身，集繁重的戏曲唱做念打翻

程式于一体，文武俱重，尤其他的跨行当

串演是一次摆脱京剧程式化束缚的新尝

试。毛懋和黄金两位年轻旦角饰演的皇

后，把一个内心刚毅但又处境险恶、不得

不忍辱负重的复杂女性角色演绎得张弛

有度，尤其在“唾面”“缷面”两场大起大落

的情感漩涡中，和翁国生扮演的兰陵王非

常细腻、贴切的配合，通过激越的唱腔和

表演，把内心的爱、恨、怨、怒尽情地释放

出来。黑头齐主（毛毅饰）虽然稚嫩些但

气质威严，唱功圆润、嗓音嘹亮，念白清

楚，是难得的架子花脸人才。另外，扮演

郑儿的罗戎征和扮演尉迟琳的王文俊，虽

然戏份不多，但也给观众留下了较鲜明的

印象。

戏剧艺术的特殊魅力是综合审美的

现场冲击力，导演是演出的总指挥，也是

舞台呈现样式的掌控人和创造者，翁国生

对全剧的主题开掘、人物把握、情感和节

奏 的 色 块 布 局 ，以 及 虚 实 结 合 、善 恶 对

比、文武兼容和“四功五法”的有序发挥，

都有极其细致明确的审美提示。我们只

要回顾一下这“三部曲”限定词的改变就

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走了一个螺旋形上升

的攀登之路：把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传统

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非遗的活态保存，以

及中国戏曲（京剧武戏）与世界接轨，走向

国际戏剧大舞台的目标看做己任，立为长

期奋斗的方向。

翁国生是一位有着强烈改革理想的

新一代戏曲导演，每次创排新剧目都会

写下洋洋万言的导演艺术构思，他对舞

台各部门会提出许多苛刻且新异的创作

原则，这次《大面》更加清晰地留下了他

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理念，且看：舞美样式

上要追求中国戏曲大写意的审美意境，

要与京剧的表演艺术相融合，相协调……

京剧艺术的假定性、虚拟性、象征性要得

到鲜明体现，灯光要充分运用现代高科

技的新设备，营造诗意场面和震撼的视

觉效果。对服装造型、道具等则特别强

调：要在立足真实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大

胆变形，突出人物个性和时代特征，强调

意向性、夸张性的戏曲装饰美感，当然，

他最重视的还是演员要充分发挥“四功

五法”，为塑造鲜明性格的艺术形象进行

努力探索。值得注意，翁国生再三强调

唱腔的重要性：在唱腔设计上我们要保

留 和 展 现 传 统 的 唱 腔 元 素 ，但 在 配 器

上，唱段节奏的处理上，要出新，要使之

接近现代观众的审美情趣。唱腔设计的

创作理念一定要设法使传统元素与现代

方式相结合，内在本体和外在结构相融

合，老声腔和新形式相嫁接。音乐是戏

曲的灵魂，京剧改革触及这个根本领域

时往往会出现审美碰撞和失衡，这方面

经过十年摸索，浙京 已 积 累 了 许 多 成 功

的经验。

“盖派”武戏是盖叫天先生审美追求

和艺术探索的舞台结晶。人称“江南活武

松”的盖老，就因为他塑

造的英雄人物充满着动

态美、造型美、雕塑美和

心灵美，他的每一个动

作 ，每 个 眼 神 ，每 个 表

情，每一句唱词及绝技、

武功等都是为塑造人物

而精心设计的，创立了

京 剧 武 戏 表 演 艺 术 的

“高峰”记录。

而今以翁国生（盖

派第四代传人）为代表的南派武戏继承

者们，依据着得天独厚的时代优势，非常

勤奋努力承继着南派武戏。翁国生本人

曾三进高等艺术学府上海戏剧学院专攻

导演，得到了系统的美学理论武装。他

又在学习、传承传统过程中得到高牧坤、

张金龙、张善麟、周荣芝等京剧武戏名家

的精心指导和教诲，打下了扎实的传统

武戏根基（《大面》的武戏编排就得到了

高牧坤先生的倾心点拨）。与此同时，翁

国生作为导演，全方位地挖掘戏剧美学

的综合性效果，提升舞台艺术的审美品

格。回想他从创作第一部悲情京剧《王

者·俄狄》开始，就不断地对东西方文化、

现代美、传统美等各种艺术审美交融进

行探索和创新，他的合作者是各门类的

艺 术 专 家 ，强 强 联 合 ，成 为 了 他 改 革 探

索中艺术、技术的强大依托和精神力量，

这也是《大面》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已在全国巡演了 20 多场的京剧《大

面》已经不是浙京十年前的实验京剧，也

不是五年前的南派武戏复 甦 之 作 ，而 是

一 次 个 性 色 彩 强 烈 、艺 术 风 格 鲜 明 ，京

剧程式化、写意化浓郁又和现代审美高

度融合的新成果。它的血脉与根基仍然

立足于本真的“盖派”艺术，它的探索细

胞 又 承 继 了 南 派（海 派）和 学 院 派（上

戏）的 开 放 性 和 科 学 性 ，所 以 是 一 次成

功的“嫁接”，是一部富有“杂 交 优 势 ”并

积 淀 着 传 统 基 因 和 底 蕴 的 崭 新 舞 台

作品！

南派武戏审美品格的全方位提升
——看浙江京剧团新戏《大面》

天 高

浙江京剧团《大面》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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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今世界
王能宪

点亮“瘾藏者”
的“心灯”

——观音乐剧《致命咖啡》

刘 平

“回家！就算前路迷茫，

黎明破开一丝曙光，回家！

为你点亮了那盏守候微光。”

这是音乐剧《致命咖啡》（编剧向远方，导演王凌云）

结尾时的一个重要唱段。优美的歌声，展露了剧中人物

发自内心的心愿，传递着相爱的亲人对“瘾藏者”（隐匿在

社会中的吸毒人群）的祈盼 ，表 达 着 人 们 对“ 瘾 藏 者 ”的

倾 情 召 唤 。 观 众 被 这 浓 浓 的 情 感 所 打 动 ，同 时 也 对

《致 命 咖 啡》所 揭 露 的 那 些 触 目 惊 心 的 事 实 产 生 了 深

深的思考。

以爱情的力量拯救“瘾藏者”，是剧中人赵冰冰的心

愿。当剧中人张然吸毒的事实暴露后，有嫉妒者的幸灾

乐祸、“落井下石”，有同事们恨铁不成钢的埋怨，有旁观者

的笑话与揶揄，更有小题大做的打击报复。而赵冰冰却

决心用执着的爱去挽救心爱的人张然，召唤他“回家”，

给 他 悔 过 自 新 、重 新 站 起 来 的 精 神 力 量 。“ 给 他 最 后 一

次 的 希 望 ，在 悬 崖 边 伸 出 双 手 ，给 他 走 出 阴 霾 的 力 量 ，

重 新 开 始 ，面 对 伤 疤 。”这 歌 声 唱 出 了 赵 冰 冰 的 心 声 ，

唱 出 了 她 对 张 然 的 希 望 ，更 唱 出 了 她 心 里 的 坚 韧 与 力

量 。 在“ 唾 弃 ”张 然 的 喧 嚣 声 中 ，赵 冰 冰 做 出 这 样 的 决

定 是 经 历 了 怎 样 的 内 心 斗 争 ？ 她 又 是 怎样找到支撑自

己瘦弱之躯的精神力量的？是爱情，是爱情背后的人道

力量。爱情不只是分享快乐，也要分担烦恼和痛苦，正是

这种爱的力量，重新点亮了张然那颗几近死灰的“心灯”，

使他丢掉了绝望的心态，鼓起“自救”的勇气。

该剧表演活泼，歌声优美，音乐动听，给人以艺术的

享受。观众也情不自禁地思考：那些“瘾藏者”如何滑向

悬崖、走向深渊。张然为什么会一步步走向毁灭自己的

道路？这与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希

望成功，梦想成为精英，建立温暖的家庭，给爱人一个“幸

福的承诺，创造出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追求和人生理

想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他想一步登天，丢掉了勤劳致

富的思想，一心想着在人前显贵，甚至以非法的手段快

速达到目的，就如他对待“咖啡”（实际是“冰毒”）的态

度。如果说，有些人是因为空虚、孤独，或“要逃避现实

的枷锁”，为寻找刺激，图一时快活，情不自禁地选择吸

食 冰 毒 。 那 么 ，张 然 却 不 是 如 此 ，他 是 心 存 侥 幸 ，以 为

“它就是个提神的东西”，吸食一次也没有什么关系，也

是因为急于求成所造成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他需要这种

“ 咖 啡 ”缓 解 自 己 的 紧 张 情 绪 。 结 果 是“ 开 弓 没 有 回 头

箭”，一步错，步步错，深陷泥潭，损毁了前程，破灭了理

想。相比之下，同样生活在商海大潮中的赵冰冰就清醒

得多，“张然，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好好的”。赵冰

冰思想上有这样淡定的生活态度，她才有了对人生理想

的清醒认识，对爱情、家庭和幸福的正确理解，才避免了

情感上的波动，才有了对犯错之后的张然进行拯救的坚

定信念。剧中所描述的这样两种人生态度是值得人们

深思的。如果说，赵冰冰的行为给人们的生活道路提供

了借鉴，那么，张然的行为无疑是对人们思考社会人生之

路的一种警醒。可以说，这正是该剧所呈现出来的思想

意义与深远的社会意义！

如今，民营戏剧团体很多，主创音乐剧品牌的民营社

团却很少，上海安可艺术团于 2012 年成立，短短几年，就

成功打造了音乐剧《我在你的未来》《致命咖啡》和话剧

《阿拉是中国人》等几部大戏，多次获得上海乃至全国性

的大奖，被政府选派去非洲、欧洲交流演出。这次《致命

咖啡》的进京演出，获得广泛好评，就充分显示了该团艺

术创作的实力。

自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以来，一

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生产力的迅速提升

和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也给世界带来

了灾难和危机，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产能

过剩、地球变暖、军备竞赛、恐怖活动……

人们发现，古老的东方文化，即中华传统

文化，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解决危机的智慧

与方法。

上世纪末钱穆先生于他 96 岁时留下

的著名的“临终遗言”《天人合一论——中

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中指

出：“ 近百年来，世界人类文化所宗，可说全

在欧洲。最近五十年，欧洲文化近于衰落，

此下不能再为世界人类文化向往之宗主。

所以可说，最近乃是人类文化之衰落期。

此下世界文化又将何所向往？这是今天

我们人类最值得重视的现实问题……以

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

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

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

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自然融合

一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

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季羡林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观点，即所

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 21世纪

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他说：“从前几个世纪

来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这是

东方，三十年河东。到明朝末年，西方文化

自天主教传入起，至今几百年了，西方资本

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福利，

但另一方面也带来灾难，癌症、艾滋病、淡

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

等等。这些灾难中任何一个解决不了，人

类就难以继续生存。怎么办？人类到了

今天，三十年河西要过，我们就像接力赛

一样，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接过这一棒，

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解决这些问

题，去除掉这些弊端。”

实际上，西方思想家

也看到了这一点，英国历

史 学 家 汤 因 比 说 过 ：“ 世

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

出 路 在 于中国文明。”又

说：“中国文明将为未

来世界转型和 21世纪

人类社会提供无尽文

化宝藏和思想资源。”

这 正 如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

辰 2565 周 年 国 际 学

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

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

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所

指出的那样：“世界上

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

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

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

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比如，关于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

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

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

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

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希望

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

这个课题研究好，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

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他指

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

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

民提供精神指引。”“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

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

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编辑出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举

全国学者之力，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精选

100 部经典，以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

典籍，启发读者从中汲取古人的智慧和历

史的经验，激活经典，熔铸古今。这部丛

书，既可以为国人提供一套学习优秀传统

文化的权威读本，也能通过译介和交流，成

为世界各国学习了解、研究借鉴中华传统

文化的生动教材。

我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世

界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

面 ：一 、有 利 于 解 决 当 今 世 界 的 诸 多 危

机。正如诸多学者所言，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

重要启示。二、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文

化是崇尚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不是一个

尚武好战的民族，我们历来主张“和为贵”

“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的外

交思想是“协和万邦”“亲善睦邻”“世界

大同”等等。三、有利于世界认识中华文

明的独特性和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华文

明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对其

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价值，我们自己

研究得不够，西方更了解得不多，要通过

文明互鉴、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

去 ，让 世 界 更 多 、更 好 地 认 知 、学 习 、欣

赏、借鉴中华文明。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

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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