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责任编辑：徐 健 电话：（010）65389197 电子信箱：wybyszk@126.com 2020年9月14日 星期一艺 术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935482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

评 点

春秋楚国有二胥，一名申包胥，一名伍

子胥。二胥从相知相惜到反目决裂，皆因

一个老话题：仇恨与宽恕。上海京剧院今

年7月初再度上演的修改版新编历史京剧

《春秋二胥》，成为不少上海观众疫情后看

的第一出京戏。

《春秋二胥》取材于司马迁的《史记·伍

子胥列传》，讲述了伍子胥与好友申包胥之

间从惺惺相惜到分道扬镳的故事。伍子胥

本是受楚廷重用的忠良之后，因其父伍奢

直言谏君，遭楚平王满门抄斩，株连家族三

百余口无辜被杀。他在挚友申包胥的帮助

下，逃亡吴国并踏上了复仇之路。申包胥

因放走伍子胥而获罪打入死牢十九年，却

在伍子胥率吴军大败楚国之际，选择了挺

身而出誓死捍卫国家。楚国被破城之后，

伍子胥为报仇雪恨不惜祸国殃民，申包胥

因而与其割席断交，决然离去。

伍子胥一家惨遭楚平王诛杀九族的悲

剧，在苍凉幽怨的中国乐器埙和排箫声中

开场。这两种乐器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

在汉墓和敦煌壁画里都有出现。此番剧中

运用这些古老乐器，以凄凉的音乐把两千

多年前楚国的历史背景和伍子胥家族的悲

惨命运渲染到了极致。

一千多年后的李白，在《酬裴侍御对雨

感时见赠》一诗中曾记述此事：“楚邦有壮

士，鄢郢翻扫荡。申包哭秦庭，泣血将安

仰。鞭尸辱已及，堂上罗宿莽。颇似今之

人，蟊贼陷忠谠。”在李白看来，历史与现实

似有某种相通之处，其中的哲理值得后人

反复地考究。在传统戏曲剧目中，表现伍

子胥的故事多数是同情这位复仇英雄的。

伍子胥和申包胥，本是楚国一对金兰

知己、生死故交,却因为人格理念的差异,

一个执著于为家族报仇雪恨，一个以卫国

保民为己任，二人最终站在了彼此的对立

面。《春秋二胥》的难得之处就在于着重刻

画了申包胥与伍子胥的人格碰撞纠葛，以

史实为骨架，展示情和义、爱与恨的博弈，

探讨复杂的人性悲剧。

面对仇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选择不顾一切地复仇，走向极端；还是

在胜利之后冷静处置，舍小取大，选择宽

恕？编剧冯钢说：“这不是一道单纯评判孰

对孰错的是非题，世事不止黑白，进退如何

抉择，是非拷问人心。我想通过这部戏呼

唤大家学会放下，用爱来解决一切困扰、不

平与仇恨。”这部剧是上海京剧院一班年轻

人，以独特的舞台语汇，对人类高级哲学的

叩问。《春秋二胥》复演成功再次证明，新编

历史剧的“新”，首先在于视角之新，思索角

度之新，对题材的寓意有新的感受和深的

开掘。这出历史剧彰显了具有久远价值的

人性之美，是有生命力的。

修改后，第一主角由原来的伍子胥转

为申包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也

是一个非常高明的转变，将这部历史剧的

立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编剧用当代的

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对伍子胥这

个人物作了适当的颠覆和丰富，作了有深

意的探索。它启迪观众：即使经历了极度

的灾难与痛苦，人性中的善良、柔软和仁

爱，对祖国的忠诚，依然不应当随意抛却。

《春秋二胥》是一出以老生、花脸为主

的唱工戏。老生适于塑造申包胥的理性和

仁厚，花脸更能充分表现伍子胥的暴烈和

冲动。在表演上，老生与花脸的争雄，角色

的差异之美，极具艺术感染力。“二胥”的表

演，用心用情，全力投入，有激情、有实力，

更富有感染力。著名余派老生、国家一级

演员傅希如饰申包胥，着重刻画了人物的

正直大度、爱国爱民的高尚品格。他对伍

子胥从相敬、相惜、相助到劝诫其过激的复

仇情绪，直至坚决地反对他走火入魔的复

仇行为。通过有层次的、韵味醇厚的演唱

不断递进，将申包胥这一大义凛然的文弱

书生的爱国情怀、正义精神，以及与伍子胥

从既珍惜又讲原则的兄弟关系直至毅然决

裂，演绎得入情入理，感人至深。申包胥深

明大义、泣血苦劝伍子胥，作为一个胜利者

应有博大的胸怀，放下仇恨，表现宽容和大

度。伍子胥却因“怨毒至深，执迷不悟，甘

伤大节，一意孤行”，结果走向反面，成为楚

国的罪人。申包胥最后和伍子胥的分道扬

镳，发人深思。

《春秋二胥》中对伍子胥的刻画和描

写，跳出了旧臼，别开生面。区别于《文昭

关》《长亭会》等传统戏里那个令人同情的、

有勇有谋的悲剧英雄，他从一个正义的复

仇者一步一步落入了只想复仇而不顾大义

的深渊。但是，伍子胥虽执著于复仇解恨，

内心也不乏纠结挣扎和灵魂的拷问撕裂，

这一点，在戏里同样得到了鲜明而深刻的

描写，给观者极大震撼。

老生与花脸，各有千秋。得到尚长荣亲

传的青年演员董洪松饰伍子胥，这一形象

在传统剧目中均以老生行当扮演，此剧演

出改以净行花脸担当，这也是《春秋二胥》

在艺术上的一个大胆创新。在戏中第二场

和第四场，两段表现两人十九年后重逢及

决裂的西皮“眼前人”和反二黄“忆往昔”轮

唱，将重逢时的悲喜交集和决裂时的痛彻

心肺娓娓道来，字字句句，以情带声，动人

心魄。除了旋律动听外，唱腔尤其注重与人

物情感的贴合。为伍子胥打造大段抒情唱

腔，把成套反二黄用于“花脸”行当，这在以

往是罕见的。整个二度创作过程中，导演王

青巧妙布局，戏剧节奏紧凑，冲突一环扣一

环，高潮迭起，疏密有致，唱段酣畅淋漓。此

次演出，从演员的上下场、演区安排，到抄

斩伍门、吴兵攻城等群戏场面，都作了精益

求精的重新处理。青年演员们倾心表演，虽

然因疫情影响了正常排练，但各个功夫不

减，唱念做打，跌扑翻滚，无一失误。

诚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但宽恕

并不是无原则无底线的。在楚平王已死，

新王代父请罪，率领母后与满朝文武跪迎

伍子胥回国，为伍门平反昭雪，宗庙祭奠冤

魂等一系列拨乱反正举措落实后，胜利者

若依然坚持冤冤相报，以暴易暴，纵情宣

泄，甚至不惜涂炭生灵，就由正义异化为邪

恶，从英雄变成了魔鬼，不可能换来仇恨重

压下的灵魂解脱。正如在戏的最后，孑然

独立的伍子胥凄然吟唱：“欲了却难了！欲

了却难了！只觉得空空荡荡，孤孤单单，丧

魂落魄神尽销……”伍子胥放下配剑，颓然

坐在舞台中央，大幕徐徐落下，给观众留下

了耐人寻味的思索。《春秋二胥》对伍子胥

心灵矛盾的挖掘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希

望再下一点功夫，把伍子胥恣意报复后表

面上的淋漓痛快和实际上的内心煎熬，进

一步表现出来。

此外，楚王母后在戏末突然拔出短剑

刺杀伍子胥的举动也值得推敲。因为她不

是费贞娥，在当时的处境，似乎也不可能这

样出手。她忍辱负重十九年，把一切希望

寄予儿子身上，面对伍子胥的疯狂复仇，为

掩护儿子逃亡，日后谋求复国，坦然自尽是

她唯一的选择。

戏曲就是一半戏、一半曲。音乐方面，

该剧认真遵循了京剧传统，唱腔布局比较

合理。上海京剧院保留了自己的交响乐

团，在京剧音乐革新方面做出了“旧中有

新，新不离本”的有益尝试。在舞美呈现

上，这次演出也做了重大修改，以白色为主

的环形天幕，利用黑色弧形景片将其分割

为倒穹顶形，隐喻着伍、申二人友情的最终

破裂；舞台半空悬挂着一片光色随剧情变

化的云朵，成为伍子胥心理的外化。天幕

上郢都城楼的影像和漳河水浪涛淹城的多

媒体投影，伍门被抄杀的血色红光，都为全

剧的气氛起到了烘托作用。

《春秋二胥》这次深度修改取得了可喜

的成功，它有望成为上海京剧院的一台优

秀保留剧目。

9月2日，随着新编京剧《五丑四美图》的彩排与线上直播的开演，

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剧协主办，宽友（北京）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承办的

“2020北京喜剧周”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18部经典戏

剧的“云放映”、3场新编创戏剧的“云演出”及1场喜剧学术论坛的“云

直播”，开启了今年演出行业复苏以来，以“喜剧温暖人生”为办节初心

的新一届北京喜剧节。

以“云上XI相随”为主题，本届北京喜剧周首次将为期3周的演出

季搬至“云上”。展演期间，广大戏剧爱好者可通过腾讯视频、猫眼娱乐

等放映平台，免费观看戏剧节精选的多部中外佳作。“精选戏剧单元”汇

聚了近年来市场与口碑俱佳的话剧作品，如北京人艺的《北京邻居》、国

家大剧院的《西望长安》，话剧《老李对爱的幻想》《祖传秘方》等。“剧影

改编单元”追溯观众熟知的影视作品原版话剧，《驴得水》《你好，疯子！》

《如果，我不是我》《隐婚男女》等，以喜剧独特的幽默与反思，展现了戏

剧穿透现实、观照时代的艺术魅力。“新现场放映单元”荟萃国外音乐剧

《国王与我》《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及奥斯卡·王尔德的经典喜剧《认真的

重要性》《理想丈夫》等，以期为观众带来世界级的观剧体验。而作为本

届北京喜剧周引导、凝聚更多喜剧创作者、表演者的新举措，喜剧周与

“培源·青年戏剧人才培养及剧目孵化平台”联合推出的两部新创剧目，

《跪求评价，琉璃厂做的琉璃透亮么？》《春逝》，也将通过线上创作孵化，

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观剧新体验。

除丰富的放映活动外，北京喜剧周举办期间还将开展多彩的线下

戏剧公益活动。同时，作为戏剧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喜剧学术论坛亦将

于9月22日在北京西区剧场举办并开放线上直播。届时，与会国内戏

剧专家、学者及业内一线创作者将以“喜剧与观众如何联结”为主题，围

绕“快餐喜剧与剧院喜剧”“在线与在场，是矛盾还是统一？”等话题展开

讨论，共同剖析当下喜剧创作的痛点与难点，为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喜

剧发展，挖掘喜剧艺术魅力，彰显喜剧艺术价值等作出积极探索。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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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义的博弈情和义的博弈
————评新编历史京剧评新编历史京剧《《春秋二胥春秋二胥》》 □□戴戴 平平

9月6日晚，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首次推出的大型原创

独立交响乐作品《交响京津冀》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一

幅幅以交响笔墨描绘的疏朗画卷谱以动人的旋律在观众面前

徐徐展开，展现了交响乐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

《交响京津冀》在创作之初便精心策划和设计脉络框架，

采取委约当代作曲家创作的方式完成，从作品委约、创作排演

到首演，时间跨度超过两年。音乐会由张艺执棒，分为《寓言三

则》《故事三篇》《交响三章》三部作品。《寓言三则》由商沛雷作

曲，用极富现代感的交响乐语言讲述了愚公移山、女娲补天、

神笔马良三个寓言，将传统文化中的古韵雅质通过大编制管

弦乐团丰沛的音乐色彩传递出来。《故事三篇》由于京君作曲、

章立新作词，通过塞罕坝人世代守护绿水青山、村支书余留芬

入户访贫、人民公仆焦裕禄雨夜抢险的感人事迹，展现了党领

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该作品将京

剧和交响乐相融合，国家京剧院一团的青年演员们联袂献艺。

于京君作曲的《交响三章》是本场音乐会的“点题之作”，其中

的三个乐章分别将单弦、鼓书、京剧、天津时调、天津快板、河

北梆子等京津冀三地各具代表性的艺术元素与交响乐巧妙结

合，并在最终和谐交融，将整部作品的氛围推向激昂壮阔的最

高潮，寓意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光明前景和美好未来。

对长期致力于演奏芭蕾及专题音乐会的中芭交响乐团而

言，此次推出的这部新作可谓其在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中迈出

的坚实一步。艺术家们希望以此描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蓝图胜

景，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爱与赞美，讴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成就。 （欣 闻）

《交响京津冀》亮相国家大剧院

9月 1日，北京人艺2020年首部新戏《阳光下的葡萄干》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该剧是非裔美国剧
作家洛伦·汉斯贝瑞的名作，由英达导演，王茜华、金汉、徐菁遥、徐岑子、张福元、王宁等主演。“这部戏在
讲人与人之间、人与钱之间、人与理想现实之间的关系。”英达表示，虽然是一部半个多世纪前的外国作
品，但其表达的内容却有着现实意义。

一向以喜剧见长的英达，再度回归人艺舞台执导话剧，他对于喜剧的理解和把握，让他充分挖掘了
该剧中的喜剧元素。“其实这不是一部喜剧，可以说是悲喜剧。但是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在哪
些地方是为了喜剧性而写，我把这些都挖掘出来，没有让这些喜剧的瞬间浪费。”一会儿让观众笑，一会
儿让观众哭，甚至在笑与哭之间无缝衔接，在英达看来，这部戏的大悲大喜恰恰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些
都构成了作品在舞台上的戏剧张力。 （余 非）

李春光李春光 摄摄

歌剧演出究竟算音乐作品还是

戏剧作品，一直争论不休。然而，大

家有一个共识——歌剧是音乐的戏

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歌剧所运

用的各种综合艺术（表演、舞台美术、

灯光等）手段中，音乐具有极其重要

的地位。

同时，歌剧既然是具有音乐的戏

剧，也就无法回避戏剧表演的重要

性。作为音乐戏剧的演出样式，歌剧

同样需要依靠具体的演员扮演角色

来完成“剧”的任务，也即有赖于演员

的表演完成戏剧部分。歌剧演出需

要演员完成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戏剧

情节任务，戏剧的人物关系和主要戏

剧矛盾冲突及主题思想也有赖于戏

剧情势中演员所扮演角色的真实和

鲜明的舞台行动。也就是说，仅仅依

靠单一音乐的语义不确定、抒情悠

长、情绪性强烈的乐句，还无法完成

戏剧最重要的任务“戏剧性”。在演

员深入理解剧本、把握角色性格和基

本人物的心理行动以后，演员才获

得了个性化人物和表演创作的基

础，赋予角色的情绪、态度和心理才

令舞台上诞生了有心灵和精神的角

色。由此，演员的表演才使歌剧的

宣叙调、咏叙掉、咏叹调具有了具体

的指向内容和戏剧动作。也是演员

的表演让戏剧“骨架”和

音乐“生命”在一个舞台

上共舞，共同融汇和表达

为一个具有情节、故事、

人物的歌剧演出。愈来

愈多的歌剧观众已不满

足于只有音乐出色，他们

向往更好更多的表演和

戏剧性，需要听觉、视觉

和情感共同影响他们的

心理触动。

当代的歌剧已经让

更多的歌剧作曲家和导

演、表演艺术家认识到，

表演是缩短艺术家和观

众距离的有效方法和提

高歌剧魅力的焦点。如

2010年中国国家大剧院

出品并创排演出的比才

作曲的歌剧《卡门》。演

出说明书中从演员到主创名单几乎囊括了来自各国

最优秀的歌剧艺术家。然而，该剧演出的成功绝不

仅仅只是因为这些知名艺术家的存在。比如《卡门》

第五轮演出，卡门（西班牙演员玛利亚·何塞·蒙缇艾

饰演)和何塞（中国演员莫华伦饰演）二人在台阶上

热恋、调情的一段精彩表演，他们分别俯到地面和仰

身在斜台阶上的二重唱，其身姿已经超越了声乐的

表达需要，给演员的演唱增加了困难，但这样的表

演却更有利于角色和人物关系的表现。这个表演

场面的处理虽然没有增色歌唱，但是现场观众却为

之热烈鼓掌。另外一个群众场面——少年合唱和

军队出场，并不是核心的戏，却也让观众为群众场

面的表演欢欣鼓掌。演出中，随着音乐和节奏，导

演精心安排了近40个孩子表演，他们滚地嬉戏，拉

扯顽皮，又列队模仿军人，舞台上将近百人同演（军

人和市场的人群）的场面，不仅层次叠出，而且重点

和焦点转换鲜明。中国国家大剧院为此版《卡门》特

意邀请了美国导演弗兰切斯卡·赞贝罗，介绍这个演

出的说明书中专门提出，导演追求的是“新现实主

义”。可以说，这个歌剧中的“新”和“现实”完全依赖

了演员的表演。

歌剧演出创作过程中，一些舞美设计者常常自

觉不自觉沦为音乐的附属。他们以为交响音乐的宏

大音响和激烈高亢的歌声可以充满整个舞台空间，

由此放弃了歌剧视觉审美的重要担当。一些舞台美

术设计者在处理歌剧演出空间时，或

仅仅提供一个声乐演员演唱的空间；

或囿于剧情，仅基本还原故事发生的

环境。然而，舞台美术的如此表现却

削弱了歌剧的综合艺术力量，降低了

歌剧的视觉审美价值。

舞台美术设计在歌剧的演出中

不仅承担着奠定视觉基础的作用，设

计者更需要深入理解“具体的”“这一

部”歌剧的音乐特点、特色和风格；透

彻把握导演基于文本和音乐的认识

而产生的导演构思，把握导演在“这

一次”排演中着力开掘的主题和思

想。总之，舞台美术创作的想象应根

植于“这一部”歌剧的“土壤”。

对于那些沉迷于经典歌剧作品

的当代观众，他们早已熟悉作品的故

事情节和人物，对那些广泛流传的咏

叹调更是熟记于心。这些观众不断

去剧场观赏经典歌剧，绝不同于戏曲

老观众的习惯——“闭眼听戏”。今

日观众寻求和期待的是歌剧应当具

有的当代思想启示和不朽的艺术价

值。这些当代和永恒的思想、艺术价

值，既蕴含在经典歌剧的音乐中，也

需要当代导演和舞台美术家重新发

现和开掘，从而使得经典歌剧重获新

的生命力。

经典歌剧的再发现和再开掘是

重要的艺术创造，离不开舞台美术设

计家的介入。比如，2005年在萨尔斯堡，维也纳爱

乐参加演出的威尔第歌剧《茶花女》。《茶花女》是最

为观众熟知的歌剧经典，然而观众在观赏感受这一

版的演出时，却有了犹如观看一部新作品般的感

受。毋庸讳言，演出中的著名歌唱演员和伴奏乐队

是该剧成功的基础，但是真正让观众刮目相看的还

是这版演出的舞台美术。舞台上的置景装置让观众

印象深刻，舞台上半环绕的白色墙壁、隐蔽在墙壁

中的门，以及舞台上夸大的圆盘钟表和一张沙发。

初看，舞台美术家用最简约的方法，把观众的焦点

聚集在演员的表演和声音上面。但是细心和认真

的观众会发现，并不是舞台美术让位于音乐和演

员，相反，舞台设计的语汇充盈于这个空的空间，

舞台美术用无言的形象语汇表达了这一版《茶花

女》的独特主题和诗化意象。在巨大的板壁前，维

奥莱塔这个角色显得非常软弱和孤独，她无处逃

遁。她倚靠于唯一的支点沙发边，形象地表达了角

色无以依赖和无处安置自己灵魂的精神状态；在巨

大的时钟前，她倒伏在钟面前也无法阻止时间的前

进。可以说，导演对于舞台设计的精彩运用让观众

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茶花女》，展现了舞台经典的新

价值和新蕴涵。

歌剧的音乐固然是强大且具有决定性的，但表

演和舞台美术在歌剧中绝不应该放弃各自的创造和

发现，它们也能够影响歌剧的生命和魅力。

艺 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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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歌剧《《卡门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