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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省文化厅、无锡市政府共同

出品，无锡市歌舞剧院演出的歌剧《二

泉》，可谓应“韵”而生。所应之韵，实为

中国的风韵、情韵、音韵。中国歌剧，就

当是这样让中国元素理直气壮地成为

主旋律，由内而外地发散民族文化的魅

力，而不是把它们拿来“中为洋用”，仅

仅作为西方歌剧体例中的调剂品或标

签。正是如此，歌剧《二泉》才能最直接、

最生动地激发观众的精神共鸣，让民族

艺术、民族形象通过文化和情感的双向

认同，深深映印在我们内心深处，示范

着剧场作为观众心灵归宿的神奇功效。

《二泉》在音乐创作上对民族民间

素材的充分挖掘应用，深入、鲜活、准

确、生动。开场的女声合唱“无锡景”，与

黑白木刻风格的无锡往昔风光动漫相

配，意境厚重，时代背景跃然而出。剧中

的“喜歌”“月儿弯弯照九州”“拔根芦柴

花”“说唱新闻”等，作曲家杜鸣都没有

拿来简单借用，而是有机地充分施以功

能化，赋予情境渲染、情感和叙事表达

等多重意义。民族音乐调式和技法运用

灵活，有机地交互融嵌于全剧音乐的体系构架中。这不

仅仅表现在风格上，还表现在音乐的戏剧刻画上，具有

鲜明生动的人物性格。唱腔唱段与舞台规定情境、人物

设定自然贴切，毫无生涩不适感。独唱、重唱、合唱相得

益彰，构成了层次分明、色彩浓烈、情真意切的咏叹空

间。阿炳与两位母亲的三重唱，醉酒消沉中的独唱与四

重唱，合唱《老天爷你塌了吧》，夫妻相爱与断琴等段落

的二重唱，阿炳失明以及雪中、临终的咏叹等等，都给

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该剧文本创作尤其是唱词创作上功力强劲，秉承

了中国民歌以及戏曲文学的优秀基因。编剧任卫新作

为资深词作家，修辞考究优美、情感充沛自不在话下，

难能可贵的是在人物语言性格把握到位的同时，还十

分具有地域特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除了前面提到

的茶馆一场外，类似阿炳以醉解愁时“三杯穿肠过，大

醉不罢休，都说阿炳是白相人，一醉能消万古愁”，以及

“老天爷你塌了吧”“颠倒歌”等令人感怀的篇章颇多。

以“阿福”“阿喜”为文学象征和情感符号，既有地域文

化特色，也是人物内心情结得以外化承续的妙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茶馆”一场。这一场既是作为

全剧众生亮相的大场面，也是阿炳命运突转的重要节

点。段落中，不仅文本、音乐巧妙运用民间小调、地方戏

曲及其演唱技法，舞台表现更是彰显了导演黄定山深

厚的民族艺术积淀与化解能力，舞台调度独具匠心。茶

客们斗茶、斗壶、调侃中，充满乡趣俚曲的浓郁风韵，表

演上既保留着歌剧合唱队的传统，也杂揉了戏曲的手

眼身法步，生动鲜亮的江南声色画卷，令人拍手称绝。

在舞台呈现上，黄定山把以人生悲欢为单一线条

的作品，拓展营造成了具有时代画卷质感的宏大制作。

该剧充溢的人文悲悯情怀与文化内涵，在导演二度创

作的激情燃烧下愈加炽烈，把对阿炳个人的深切同情

以及“二泉映月”的凄美高洁，化作了一部时代命运悲

欢的大爱之歌。

舞台呈现之美，不仅在于境象映射的精准，更在于

要激发起更强以及更多潜在的情感张力。开场阿炳与

生父的对质，以后区道观中背坐的道士为衬托，寂冷中

暗喻相悖与对抗。茶馆中的恶徒，用戏曲丑角的夸张表

演，使其蛮横与肆无忌惮活灵活现，与阿炳的善良淳

厚，形成更为激烈的行为反差和冲突。黄包车载走轻歌

曼舞后的众少妇，反比孤苦凄冷与孑孓徘徊中的阿炳，

使生活迷茫与绝望之悲叹更有深度。彩娣寻找到阿炳，

二人在不同空间的对唱，让前戏的清冷融进迟来的温

情中，自然带入剧情发展的彼此心境。多次出现的阿炳

与父母间隔空对唱，以简约而不简单、超越时空的悲情

浪漫，开启人物情感的多层面抒发，魂牵梦绕，剧场渲

染力极强。迎着破门的风雪，踉跄着不知走向何方的阿

炳，以合理而写意的调度，把主人公悲怆与幻灭的情绪

推向极点，通过预先行为的几近极端，很大程度上为随

后的“毁琴”之举，弥补了剧情动因上的些许不足。录音

一场的设计调度，与“二泉映月”琴曲的空灵感可谓绝

配，把千呼万唤始得来的那种如梦如幻般的终极实现

与时代关怀，以举重若轻的方式，让观众泪眼婆娑。临

终前的不甘、向往与控诉，在音乐、形体

塑造和光影的全力营造下，受难者般的

美学符号感极强，人物悲情一泻千里。

剧中，阿炳扮演者王宏伟的演唱

既延续了情感真挚淳朴的以往风格，

更成功地完成了角色从 18岁到垂暮

老去的大幅跨越。这种跨越，不仅需

要外在的年龄感和相应体态，更需要

生动体现历尽人生苍凉的渐进与困顿

挣扎。如果说，王宏伟在规定情境下对

音色质感的调控、声乐技术上的收放

自如、以及最重要的声情并茂等表现

并不令人意外，他的形体能力以及表

演状态上的自我突破，着实是一次艺

术锤炼的脱胎换骨。

《二泉》成功地塑造了一众鲜明的

舞台艺术形象，而非写实的人物传记。

阿炳并非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理想

化角色。他和所有人一样，向往自由、

和平、幸福，不同在于他把一切梦想仅

落在“想要一个家”上。可是，就连这么

普通的小愿望，竟在他的童年、少年，甚

至步入青年都圆梦不得，直到遇到卖花

女彩娣。然而，连年的战乱、匪患、官衙无为和社会不

公，一次次击碎了他的梦想。有了家却养不活，成为压

垮阿炳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垂垂欲死的那一刻，竟迎

来了生命中的又一道曙光。新中国成立了，但阿炳却因

心力交瘁已熬到尽头。人生悲苦，莫过于站到了幸福与

梦想的门槛上，却走不进去了。这不仅仅是阿炳的个人

悲剧，亦是苦难百年整整几代人的悲剧。也正是这底层

百姓的苦难遭遇，美好善良经受的无端摧残，让阿炳把

无尽凄美倾注在了二胡曲《二泉映月》之中。

当然，《二泉》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包括某些剧情

与音乐的结构节点、不同调性的整体有序与谐和等。作

为歌剧表达的重要手段，器乐交响应有的功能性较之

声乐部分稍显薄弱。“毁琴”一场，命运多舛的最后一

击，除了鼠患天灾，如能让人祸（社会）的外压与自身绝

望的内驱力等动因指向再清晰明确些，使之具象可感，

或可更加凸显人物命运的悲剧必然性，自然也会延伸

强化新生活的美好与可贵。

笔者持较大异议的，是中场后的“抗日”段落。不仅

内容和画风有一种突兀感，感觉更不适的是打乱了全剧

的节奏和情感延续。或许编导意在强化阿炳与民族同命

运，但给予他英勇斗敌的标签，显得有些刻意附会，加之

情节的简单和脸谱化，与全剧的美学追求不甚融洽。阿

炳临终的大段倾诉，独立出来看感人至深，无论唱段还

是视觉效果与意义表达都堪称精彩。但建构于已然由

《二泉映月》琴曲把情感推向高潮的尾声段落，则有些

偏长偏沉，某种程度造成了结构上的失衡感。

歌剧《二泉》：

时代命运悲欢的大爱之歌
□程 辉

在戏曲的创演实践中，整理改编剧目始终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部分。作为南戏发源地，温州有着得天独厚的戏曲遗

存资源，也对古老南戏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比如推进“南

戏新编剧目系列工程”等。由温州越剧团创排的越剧《荆钗

记》，就是其成果之一。这部整理改编自南戏同名剧本，由张

思聪编剧、杨小青导演的越剧作品，在薪火相传中历久弥

新，显示出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其中，杨小青导演的创作功

不可没，至今仍耐人咀嚼。

南戏原本《荆钗记》的故事，不过是海誓山盟、书生赶

考，得中后又遇相府招契、曲折风波，可谓农耕社会里交通

信息闭塞前提下的典型“婚恋剧”。其中太过“匠心”的种种

巧合，比如钱玉莲投江获救，千里迢迢，最后居然能与王十

朋在江心寺里再度相遇，简直不可思议。温州越剧团版《荆

钗记》对原故事进行了大量精简，删去了王十朋、钱玉莲的

婚恋过程和王十朋外放为官的情节，而着力于故事主

干——王钱盟誓、王十朋高中拒婚、孙汝权使奸谋娶、钱玉

莲愤然投江、江心寺再遇、夫妻相认团圆等。这样的处理，不

仅使整个故事更加简洁流畅了，也让主要人物不再被枝蔓

所系，形象更加立体，个性更加突出。

杨小青是很有个性、风格特点十分鲜明的导演。越剧

《荆钗记》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深深地烙上了她的风格烙印。

整部戏淡雅清新又不失生活气息，更在传统“一桌二椅”之

上，结合现代剧场的要求和越剧相对于京昆剧种程式不多、

较为自由的特点，延伸了“一桌二椅”的内涵，生长出别样的

创格，让整部戏更具诗意、更有现代感，人物更加饱满丰富。

很重要的两处：一是戏中戏里的戏中人。开始戏中人是实地

的情境，是王钱二人两小无猜

在一起看戏“看”到的戏中人

物；在钱玉莲愤然投江前，她成

了女主人公的心象投射，呼应

盟誓而预示着盟誓崩毁、希望

破灭，既是象征，也是现代的表

现手法，同时让演员的表演从

“独舞”衍化为“双人舞”，人物

内心被挖掘了出来，观赏性也

得到了丰富。二是“钗圆”一出

夫妻相认时的飞灯。在原本中，

相认是在家宴中，钱玉莲躲在

屏风后头，听王十朋作答，然后

有飞灯相示。杨小青创造性地

把相认置于望江亭上，以瓯江

为屏界，以元宵全城放荷花灯

的喜庆为背景，使得相认团圆

这场戏的意境顿时开阔，当荷

花灯一盏盏飞来，一直为剧中

人物牵肠挂肚的观众，期待得

到极大满足。

这两处设计，可以说最具

导演的风格特点，然而又并不出离于越剧的表达。导演并没有生硬地“为创新

而创新”，她是真正地理解越剧、理解人物。南戏发源地温州的人文风物，不再

是远景，而是蕴藉人物个性、规范表演行止的整一风格。“一桌二椅”不再孤零

零的，偌大的瓯江挂于天幕，生动地与人物的命运交织、成为人物外化的内心。

钱玉莲投江前夕，那一大段唱腔与电闪雷鸣的瓯江之畔形成的情绪渲染，于是

便不孤寂孤苦。尽管只是误会，却带有对古代女性普遍命运的现代控诉味道。

在其他的场合，根据不同的规定情境，则各有繁简调度。比如，赴考、参相等场

面，是群戏，大体是传统的路数，前者注重灯光的均和，表现生活气息；后者注

重对比，调度王十朋的出场、拒婚，那个桌案虽置于右侧，却成为他表演的依托

基点，跟舞台台阶及宰相、其他举子形成布局的错沓，突出了王十朋的个性。到

了王母认亲这一出，相比于某些剧种版本的《荆钗记》，则要精致细腻许多，细

腻在并不是让王十朋听闻噩耗就晕死或放声大哭，而是萎顿于地，一言不发，

然后再渐渐随着唱腔的抒发，动作表演才渐渐地张扬。我以为，这更加有层次，

也更符合人物情感的生发逻辑。

江心寺相遇一出，按传统“一桌二椅”来处理，是不允许有太多道具的。但

是，此处有一点必须强调，那就是地点是在寺庙，两人是去上香祈佛，规定情境

是充满仪式感的，唯在此情境中，人物际遇离合的命运感及人生色空的意蕴才

能得到饱满呈现。此处导演用了几个很重要的道具——最重要的是炉鼎，构成

王钱二人表演围绕的核心，从虔诚地祈祷、上香，到心有所感、二目相对、泼天

惊喜与忐忑，绕着炉鼎做足了动作，以仪式感显示敬事的庄重，与情绪构成烈

火烹油般的戏剧冲突，写尽了“历尽劫波终相见”的诸般世相。然后就是带有佛

教意象色彩的莲灯和既喻帐帷又暗示江海漂泊类似桅索的三挂绳帘，二者叠

加构成一种空相与色相相互观照、互喻悲悯的意境，使得王钱相见包容了个体

情感、世间感叹和宗教慈悲的多重意蕴，无疑是全剧最精彩之处。这就是戏，跟

观众博弈，让观众难挨“观棋不语真君子”的煎熬，偏那画面又是那么美，让人

不忍破坏。这种处理，显然不能再用传统的“一桌二椅”来概括，而是让精要的

写实水落石出，在整体的写意中撞击现代人的心灵。

杨小青很擅长类似的挖掘与呈现，从而诗意盎然、意味隽永。她总是能在

规定情境、舞台诗意的理解上再深掘一层，总是能发现并把“道具”化为真正的

“意象”，使之兼寓多层意涵。不管是越剧《荆钗记》中的江流、飞灯还是寺院里

的炉鼎，都兼具规定情境与舞台之外的人文暗示；她在越剧《陆游与唐琬》《西

厢记》《大禹治水》等中，类似的处理和表现可以说随处可见。她无疑是当代越

剧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她的诗意挖掘和创新创造，大大提升了越剧的审美

品格。越剧《荆钗记》历久弥新，她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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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影像文化发展中，影视剧与游戏的融合并

进是一个突出趋势，也是实践向理论界提出的崭新课

题。显然，移动互联网语境的媒介多屏互动、娱乐审

美一体化，使得越来越多的电影或电视剧，不再拘于

封闭生产，而与网络人气漫画结合，如《隐秘而伟

大》；与戏剧表演结合，如《夏洛特烦恼》《驴得水》；与

游戏结合，如电视剧《游戏女王》等，频频的基因重

组、交互混搭的结果，是影视剧题材视域不断拓宽，

而叙事和表意手法更加多样，同样，游戏也在两者交

融发展过程中，因情感和性格的进一步赋予，因故事

化因子的强化，而获得了更多共鸣空间和玩家认可。

说到底，当下影视剧与游戏的结合，是情感和智力的

共享，更是美感与勇气的共享。在大众文化的艺术框

架中，当代影视剧和游戏都更自觉地以最灵动、最丰

沛、最自由的方式，走向社会深层的文化心理需求，

而获取生态意义的绿色增长。

影视剧与游戏的融合发展，是基于两者“物种

学”、“遗传学”的某种亲缘性，其耦合空间可谓是多

重的。首先，它们都是指射现实基础上的“想象的艺

术”，写实与虚构并举；其次，它们都以主人公的性

格、动作和命运为核心，借助于一定情境展开；再次，

它们都以冲突、博弈作为情节进展的基本逻辑；此

外，它们都是时间和空间纬度的艺术；最后，它们都

在视觉建构中询唤受众，以对象化和移情方式满足

受众的需求，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民族文化的空间生

产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影视剧与游戏主体介入有

间接和直接之分、精神和物质之别，尽管两者在实际

消费中交互性程度不一，但是，借助于高科技，特别

是 VR 技术，两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描摹在内涵上已

非常接近，在视觉张力上已难分伯仲，而共同的即时

到达、移动终端消费和审美经验堆积，更让两者破除

成人和儿童的界限，而在普遍的社会的意义上获得不

同年龄、不同种族人们的青睐。

影视剧和游戏合流，体现着一种“越界性生产”和

“协同性增长”，本质上它依赖的是独到的人生感受、

精美的艺术构思的“跨媒介叙事”、“跨行当再造”，由

此产生突出的“场景力”，进而实现大众文化传播视阈

的多屏、多体、多味精准传达。两者的绿色发展，不仅

仅是电影电视剧被改编成游戏，或游戏被移植到电影

电视剧中来，所谓影游共振，包含内容、技术、审美和

产业等视域，表现为混搭、重构、转化、嫁接、套拍、联

制、母题共享等。说到底，影视剧、游戏的间性，是其融

合发展的深厚哲学基石，而在生态平衡、绿色协调的

视听建构中，影视剧、游戏交互作用，借助于内容层面

的“原型”或“IP”，形式层面的“VR”等技术，完成当今

时代影像的多重耦合空间生产，构成区域文化鲜活的

“复调景观”。特别是在一些特殊题材、体裁视阈（比如

战争片、恐怖片、公路游戏）中，作为种族记忆载体的

“原型”和富有冲击力的视像结合，能产生强大的能量。

艺术和商业混搭，审美和娱乐嫁接，改变着文化

的单向度，也使“多音性生产”、“多元素并置”在不同

艺术方式中交相辉映。影视剧和游戏互动共生，乃至

建立影像共同体，是两者和谐并进的新空间，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值得深入探索。

影视剧和游戏影视剧和游戏：：多重耦合空间与绿色发展多重耦合空间与绿色发展
□周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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