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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春风上巳天”
石小梅

““传戏传戏”” 整理整理 创新创新

三条路弘扬昆曲艺术
本报记者 付 琼

11 月 9 日至 11 日，由中共江苏省

委宣传部、江苏省文联主办，江苏省

演艺集团昆剧院与石小梅昆曲工作

室 承 办 的“江 苏 省 文 艺 名 家 晋 京 展

演”活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成功献演。算起来，这是我们工作室

“春风上巳天”系列演出第六次绽放

于这个舞台。

自 2004 年 退 休 后 ，我 一 度 感 觉

自己从此将离开舞台。因此演完在

职期间的最后一出大戏：上下本《牡

丹亭》后，我便将这出戏托给了学生

钱振荣。此后，虽然也陆陆续续接到

一些演出邀请，但于我不过是零碎的

娱乐；虽然也坚持做昆曲折子戏的传

承与教学工作，却并无系统的计划。

直 至 2007 年 我 在 北 京 演 出 传 承 版

《1699·桃花扇》时，机缘巧合，结识了

小友李彬。她邀请我去如是山房古

琴馆做了 10 次昆曲讲座，随后，在她

的“怂恿”、策划和支持下，2011 年 7

月，“石小梅昆曲工作室”成立了。次

月便出版发行了四辑一套的《石小梅

从艺五十周年唱段精选》CD 专辑。

一直以来，我都深深记得我的 3

位老师说过的 3 句话。第一句，是沈

传芷先生在教我戏的漫长岁月里时

时强调的：“唱曲要有心板。”所谓“心

板”，便是要心中有数、从容不迫，台

上一招一式、唱念做表，都要规范、有

规矩。第二句话，得之俞振飞先生的

传授：台上最难的是“得体”二字。不

畏缩、不张扬、不造作、不卖弄，真诚

地面对自己、面对观众、面对艺术。

第 三 句 话 ：演 员 要 为 自 己 建 立 一 个

“仓库”，是周传瑛先生所说。他建议

要多学折子戏，不管暂时用得着还是

用不着、能演或是不能演，都先学好、

备好，就像烧菜要预备好油、盐、酱、

醋，需要时就能自如地取用。随着我

阅历渐增、年岁渐长，反复回想老师

们 这 些 话 ，越 觉 言 简 意 赅 、意 味 深

长。我想，除了传承以外，我还有很

多可以做也应该做的事，比如折子戏

的整理、发掘与创造。

人们谈到昆曲折子戏，常说明清

极盛时有 800 多折，迄今仍活跃于舞

台的，则只有 100 多折。一方面，我们

为其流失感到遗憾；另一方面，也实

在有责任做些打捞、恢复、补充、创造

的工作。这些年，石小梅昆曲工作室

与江苏省昆合作创作的《桃花扇》折

子戏系列、《红楼梦》折子戏系列、《铁

冠图·观图》等 10 余折戏，便是我们向

此方向做出的努力与实践。

以我今次演出的《二胥记·哭秦》

为例。起初它是罗周原创话剧《春秋

烈》里的一场，我请作者将之改为昆

曲并在小生戏里首度使用了【九转货

郎儿】套曲。在将文本搬上舞台的过

程中，我们不采用常见之“导演制”，

而是回归昆曲较传统的“说戏”“捏

戏”的方法。避免将戏曲创作简单分

割成编剧、导演、灯光、舞美等一道道

可拼装的“工序”，而更将之视为一个

整体。木有本、水有源，因为拥有传

统折子戏的“大仓库”，因为深知昆曲

表演艺术之规范、程式，我们便可用

前辈先生们传下来的章法、手段“捏

出”新的折子戏，既保留传统又加入

新创造。譬如此情、此景、此地之申

包 胥 ，其 塑 造 需 要 兼 具 大 官 生 之 分

量、小官生之力度、巾生之飘逸，从表

演上说，这既跨越了家门又返归于家

门 。 再 如 宫 门 之 处 理 、两 内 侍 之 设

计，甚至申包胥手中藜杖之运用，都

是力图在不违背传统的前提下展呈

新意，灌注我们的体会与思索。

“或倾心于大，我专注于小，或倾

心于多，我专注于少，或倾心于实，我

专 注 于 虚 ，或 倾 心 于 满 ，我 专 注 于

空 。 舞 台 时 空 就 好 比 一

杯水，此消彼长，容量只

有那么多，我希望这杯水

的八成以上，都是表演艺

术。比之技术，我选择看

重艺术；比之五光十色的

高科技，我选择信任与欣

赏演员的血肉之躯；比之

让人眼前一亮，我更愿选

择令人心头一动。”我先生

张弘在其编剧、我主演的

原创昆曲《宫祭》创作谈里

写的这段话，也道出了我

及工作室整个创作团队的

心声。

我 们 有 信 心 做 出 这

样的选择，亦是因为占了

天 时 地 利 人 和 之 故 。 论

天时，当下国家对传统戏

曲 扶 持 力 度 之 强 前 所 未

有，而我呢，也已经退休

了，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尝

试一些在职时缺乏精力、

想不到、做不了的事。论

地利，我们身处戏曲大省

江苏，省昆素有良好的传统风格、有老

中青优秀演员，代代相承、生生不息，

有赖于如此丰厚、从未断裂过的艺术

积 累 ，我 们 才 敢 于 出 手 捏 戏 。 论 人

和，不仅演员，包括编剧、音乐、服装、

化妆、道具等所有主创，对戏曲尤其

昆曲都有较一致的认知，对折子戏之

价值都有充分认识，对传统剧目与新

创剧目也都能一视同仁，紧密团结、

通力合作，不问得失、不计报酬。

石小梅昆曲工作室诞生 7 年来，

所捏之戏、所坚持的省昆风格，得到

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认可。热忱真挚

的朋友们以点赞、以关注、以票房、以

资金支持着我们，使工作室“春风上

巳天”系列演出得以连续 6 年与大家

相约北大、又由北大走向全国、并日

渐产生品牌效应。以“春”“风”“上”

“巳”“天”为标注、涵盖我主演的《桃

花扇》《牡丹亭》《白罗衫》等若干剧目

的系列蓝光碟也在陆续制作与发行

之中。我们将一如既往、信心百倍地

走下去，哪怕艰辛、哪怕困苦，也要往

前走，无惧无畏、不走回头路。尽微

薄之力，为昆曲艺术之传承发展发一

点点光、传一点点热、做一点点贡献，

这是我们乐意做的。

我们受惠于昆曲，自当反馈昆曲。

见到石小梅先生的人，不会相信

她今年已经 69岁了。

11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大学百

周年纪念讲堂，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石

小梅的一众弟子的精彩演出，更能现

场一睹这位梅花奖得主的舞台风采。

此次演出是“春风上巳天”品牌

第六次走进北大，也是 2018 江苏文艺

名家晋京展演的第一场。全本昆剧

《白罗衫》，经典折子戏专场《红楼梦·
读曲》《浣纱记·寄子》《长生殿·闻铃》

《桃花扇·逢舟》《跃鲤记·芦林》等精

彩上演，专家指出《红楼梦·设局》等

折子更是在现在的昆曲舞台上难得

一见。其中，石小梅亲自献演的折子

戏《二胥记·哭秦》，是她近两年同青

年编剧罗周等新创作的作品。

3 台演出，演绎了石小梅昆曲艺

术的积累、传承与发展之路。用石小

梅自己的话来说，便是“传戏”“挖掘、

整理折子戏”和“创作新戏”。

“传戏”是石小梅的第一要务。

石 小 梅 工 小 生 ，1982 年 拜 沈 传

芷、周传瑛、俞振飞为师，昆剧《白罗

衫》是石小梅的代表作。1987 年，病

中的周传瑛将《白罗衫·看状》一折传

授给石小梅。遗憾的是，该戏尚未彩

排，周先生已不幸离世。次年，江苏

省 昆 剧 院（现 江 苏 省 演 艺 集 团 昆 剧

院）国家一级编剧张弘以《看状》为中

心，改编、创作了全本《白罗衫》，由石

小梅主演，该剧于当年在南京人民剧

场首演。

30 年来，如果将《白罗衫》的传承

发展列一张年表，到今年，全本《白罗

衫》的舞台上已经走出了 4 名“徐继

祖”。石小梅说：“上承教我《看状》一

折的周传瑛先生，下传钱振荣、施夏

明、周鑫，包括唐晓成、李晓旭在内的

我的学生们，共同演绎这样一部戏，

让观众看到我们师徒三代的风貌，是

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呈现在舞台上

是三代人共同演绎，但它实际上是联

系起了四代人的血脉。”

历经 30 年精心打磨，《白罗衫》在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手上成为经

典。该剧聚焦“亲情”与“法理”、“养

育恩情”与“血脉亲情”，以“白罗衫”

为线索，层层揭开一个时间跨度长达

18 年的悬案。30 年来，在不断的删繁

就简中，《白罗衫》留下了一桌二椅的

舞台和《井遇》《庵会》《看状》《诘父》4

幕结构。中国戏曲学院原院长周育德

评价：“只用了 4 折戏就把故事完完整

整地演出来，既没有肥皮厚肉，也没有

多余的舞台背景，却把故事说得生动、

动人，可见编剧和演员功力之深。”

“传戏”之外，挖掘、整理折子戏

是石小梅工作室近年来一直在积极

探索的方向。

“昆曲折子戏在清朝乾隆时期有

800 多折，到现在只剩下 200 多折，现

在还舞台上演的就更少。是文本的

原因，还是行当的缺乏，抑或是社会

环境的原因，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探索，

是什么在导致着这种‘失去’。”张弘

说，只有弄清楚为什么“失去”，才有可

能找回和挽救，“而我们的任务，就是

在古典文学中，在大量的、浩瀚的昆曲

文本中，去发现、挖掘它的价值。”

相对而言，折子戏的情节比较简

单，从而给表演留下很大的空间，昆

曲完备、纯熟的表演艺术在折子戏中

能够得到更精致、更饱满的展呈。江

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昆曲作曲、国家

一级演奏员迟凌云谈到，折子戏的结

构是形成昆曲音乐的基石，依字行腔

是中国古典音乐的典范。在折子戏

中，昆曲音乐的完整性得以更大程度

的保留，而通过折子戏的发掘、整理

与编创，包括昆曲作曲这条脉络也能

传播得更广。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研究员谭志湘所说：“江

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和石小梅工作

室对折子戏的价值认知和重新挖掘，

是具有示范性意义的。”

挖掘、整理传统折子戏，为的是

更好地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折子戏是文

学、音乐、表演艺术的高度统一，也是

三者互相成就的典范。它经历了一

代代艺术家的音乐结晶以及受众、历

史的选择与淘汰。而当下所进行的

折子戏的整理改编与原创，也正向着

这个方向努力。

11 月 11 日演出的折子戏《二胥

记·哭秦》中，石小梅以大官生的分

量、小官生的力度、巾生的飘逸刻画

出腹背受敌的申包胥特殊的人物气

质 ，家 门 跨 度 之 大 史 无 前 例 。 张 弘

说，《二胥记·哭秦》就是石小梅工作

室的一次尝试，尝试的是把故事情节

推到背景，从而突出刻画人物情感。

“我们可以带着年轻人，进行一

些艺术上的探索，哪怕是失败也不要

紧。”也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石小梅

昆曲工作室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

院共同创作了《桃花扇》折子戏系列、

《红楼梦》折子戏系列等，广受赞誉。

石小梅昆曲工作室的历史并不

长，以舞台表演为本体，其始终继承

和彰显着苏昆前辈大师们一以贯之

的昆曲内涵及遗韵。“石小梅昆曲工

作室的发展昭示了一条道路，就是要

传承江苏演艺集团昆剧院优秀历史

传统，要珍视昆剧院代代艺术家积淀

的艺术财富，要走一条具有昆剧院鲜

明的、独特的风格和流派优势的发展

道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

呈祥表示。

11 月 9 日，由故宫博物院和北

京电视台出品，华传文化传播（天

津）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春田影视

传媒（天津）有限公司制作的大型

文 化 季 播 节 目《上 新 了·故 宫》开

播，掀起又一轮“故宫热”，第一期

节目在电视、网络双平台获得了很

高关注度。

多年以来，故宫所藏的文物、

出品的文创产品等，一直受到大众

的关注、青睐。而故宫参与出品文

化节目，这还是第一次。《上新了·
故宫》总编剧、故宫研究院影视研

究 所 所 长 祝 勇 用“有 趣 、新 鲜 、活

泼、时尚”来描绘这档节目。“从某

种意义上说，《上新了·故宫》意味着

故宫的对外宣传展示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更全

面地向公众开放、与大众交流。”祝

勇说。

《上新了·故宫》的核心导演团

队主要由“90 后”年轻人组成，由演

员邓伦、周一围担任常驻嘉宾、新品

开发员，每期节目中，他们与明星好

友一起跟随故宫专家进宫识宝，探

寻故宫的珍贵宝藏和深厚的历史文

化，并通过开发创意衍生品的方式

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以年轻人的视

角展现故宫的厚重与生机，让故宫

活起来，同时也将文化节目与文化

产业连通。

众所周知，故宫目前只有一部

分区域对外开放，还有一部分“犹抱

琵琶半遮面”。而在《上新了·故宫》

中，因影视剧而走红的漱芳斋，乾隆

花园里工艺精湛的符望阁、倦勤斋

等揭开了神秘面纱，与广大观众见

面。在第一期节目中，嘉宾就因倦

勤斋的精致、高贵而叹服，产生了深

入了解乾隆皇帝的兴趣。中国社会

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

研究中心秘书长冷凇认为，乾隆皇

帝 是 观 众 所 熟 悉 的 ，但 其 内 心 世

界、乾隆花园里的精致建筑则是观

众比较陌生的，《上新了·故宫》“以

熟悉嫁接陌生”的展现方式独具匠

心，对故宫独有的历史文物资源进

行揭秘性开放，让观众怀着兴趣与

疑问，跟随节目的脚步，走向故宫和

历史的深处。

《上新了·故宫》对文物、历史资

源的展现不是简单介绍，而是采用

了 动 态 展 示 、情 景 再 现 等 多 种 方

法。据节目总导演毛嘉介绍，节目

组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考证出

现在节目中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

道具，力求符合历史真实。比如第

一期节目中出现的乾隆常服——红

绒结顶的帽子、四开裾的常服袍、挂

有荷包配饰的腰带，就是节目组参

考了真实的乾隆常服、《乾隆御制

诗》中的画像以及美国弗利尔美术

馆收藏的《乾隆御马图》等多种文

物、文献资料制作而成的，配饰所用

玉器也是真正的玉而非廉价道具。

“我们不是在横店拍，而是在故宫

拍，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希望

观众能够通过节目，以生动的方式

获 得 美 感 和 丰 富 、准 确 的 历 史 知

识。”毛嘉说。

面 对 故 宫 以 及 其 中 的 珍 贵 文

物，节目组不仅秉持严谨的创作态

度，而且深怀敬畏之心，拍摄过程非

常小心。“我们的团队做了好几次文

物保护的培训，使用的所有器材都

经过故宫有关部门、专家的严格审

核，设备一律人工搬运，灯架、摄影

机脚架等都用海绵包裹，确保拍摄

过程不触碰更不伤害故宫文物。”毛

嘉说。

据了解，《上新了·故宫》共三

季，每季 10 期，第一季从 11 月 9 日

起，于每周五晚间在北京卫视播出，

爱奇艺网络独播。

新编昆曲折子戏《二胥记·哭秦》 石小梅饰申包胥

《上新了·故宫》节目照

11 月 7 日，由中共广

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出品，

广东音乐曲艺团创演的大

型情景器乐剧《扬帆大湾

梦》在广州大剧院上演。

该 剧 以 器 乐 表 现 手

法结合广东音乐和广东

曲艺的表演形式，融合现

代舞台视觉元素，以男女

主角的爱情故事贯穿全

剧，反映改革开放对广州

的深远影响。整部剧没

有一句台词，以器乐表现

故事情节。

图 为《扬 帆 大 湾 梦》

演出剧照。

许建梅/图

本报驻广东记者

谭志红/文

11 月 14 日，由中国舞

蹈家协会举办的“顶尖舞

者进校园（西安站）”活动

在当地启动。

图 为 11 月 15 日 上

午，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

演员郝若琦在西安 建 筑

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指导

学生舞蹈动作要领。

本报实习记者

张素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日前，北京文化艺术

基金 2018 年度资助项目——由北

京桂湘文化艺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制 作 的 亲 子 儿 童 剧《花 果 山 漫

游》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该剧

编剧王甦、导演韩清等主创以及制

作方有关负责人现场分享了作品

的创作历程。

《花果山漫游》讲述了淘气贪玩

的小学生孙小圣讨厌拘束，渴望过

《西游记》中描绘的花果山那样自由

自在的日子。这一天，孙小圣钻进

了大衣柜，竟意外来到了花果山，由

此展开一段奇幻有趣的冒险。在这

段奇幻故事中，该剧将带领家长及

小朋友们游历不一样的花果山，见

识不一样的孙大圣，并让小朋友们

通过看这部剧认识到遵守规则的重

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舞台和服

装造型既具有东方美学意境又充满

童趣，力求让观众身临其境，并在耳

熟能详的故事中，对学龄前儿童进

行通识教育。 （王君竹）

儿童剧《花果山漫游》带小朋友学规则

《《上新了上新了··故宫故宫》》开播开播

以严谨的态度展现神秘的故宫
本报记者 罗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