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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前夜，应邀赴南京，观看由罗周改编、徐春兰导演、江苏省昆

剧院演出的《蝴蝶梦》，真是启人心智，美不胜收。窃以为，这是继上

海昆剧院不久前集全院优势成功重塑经典、整理演出汤显祖的全本

55出《牡丹亭》之后，昆剧界对经典传统剧目传承创新的又一次具有

标志性、示范性的艺术实践，其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实践证明，振兴、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必须贯彻落实好周恩来

总理当年提出的优秀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目、现代剧目“三并举”

方针。近几年来，戏剧界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现代英雄模范题材剧

目创作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在传统经典剧目的整理、加工、

改编、创新上，确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说，全本55出《牡丹亭》

重塑经典的成功演出，重在钩沉、发掘、整理、加工中华传统戏曲宝库

的美学遗产；那么，此次江苏省昆剧院的新版《蝴蝶梦》的成就，则重

在改编、创新和超越上。

首先，该剧是对传统剧目《蝴蝶梦》的各种版本，进行了习近平

总书记倡导的“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古上联曾云：

读书滋逸气。罗周遍查阅读了多种版本的《蝴蝶梦》剧本。她说：“以

‘庄生梦蝶’题材入戏由来已久，元杂剧有《鼓盆歌庄子叹骷髅》《老庄

周一枕蝴蝶梦》等，明传奇有《南华记》《皮囊记》《扇坟记》及谢国、陈

一球、石庞等人各著的同题传奇《蝴蝶梦》多种。《缀白裘》收录《蝴蝶

梦》八折，大致囊括了‘庄周试妻’基本情节，其中《说亲》《回话》两折，常演于当下昆剧舞

台。”可见，读博时从师于古典文学名家章培恒先生的罗周是遍览群书，梳理了中华传统

戏曲文学中有关“庄周试妻”题材的文献典籍，并进行了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她又说：“传统《蝴蝶梦》的题旨，多为宣扬贞烈节操，失之陈腐”，其价值取向不能与当代

文化相适应，更不能为当代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所接受。她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对前人

留下的文献典籍断然作出“有扬弃的继承”，取至今常演于昆剧舞台的《说亲》《回话》的

审美风格加以延续与张扬，以发展成新版《蝴蝶梦》整体的轻喜剧风格，而对女主角田氏

形象与全剧题旨做了颠覆性的创新创造。“将田氏从懵懂不察楚王孙真身，改为她逐渐

发现、明确了王孙与庄周是一人：将她从被动‘被戏’‘被试’改为‘将计就计’，反过来

‘戏’庄周、‘试’庄周；将她从‘被审判’的‘不贞’之女，改为聪慧、通达、充满生活趣味与

人生智慧的可爱女性。而庄周之形象，也因为有了更丰富、多层面的表述，有了自讨苦

吃、有苦难言的尴尬与喜剧效果，更为生动可亲。”如此反转，真是妙笔生花，化陈腐为新

奇，令原为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的题旨升华为男女平等、夫妻互敬互信永世相爱的

具有时代感的新主题。编剧立意之高远、价值诉求之鲜明、技巧之娴熟，由“读书”而滋

生的飘逸智慧之气，让人佩服、敬重、惊叹。

剧本乃一剧之本，而最终完成于舞台，关键在导演。新版《蝴蝶梦》的导演徐春兰，

又是一位擅长把传统经典戏曲剧目“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并进

而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高手，新近荣获文华大奖的传统莆仙戏《踏伞行》便

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而《蝴蝶梦》再度使她与传统剧目相遇。她读到罗周的剧本，心有

灵犀一点通，正应了古下联那句“阅世益豪情”——脑海里迸出“突破”“遵从”两样“豪

情”。所谓“突破”，一是要“突破我以往对传统戏把握的经验，曾经的‘整旧如旧’‘移步

不换形’‘精耕戏曲程式’等”，因为“《蝴蝶梦》奇幻的故事，吸引我产生反叛自己经验的

强烈愿望”；二是要“突破传统演出样式、套路”，庄周思想家的名声与奇妙的幻化术，田

氏慧眼识怪与劈棺之举，楚王孙、蝴蝶介入田氏生活……这一系列神话寓言般故事的戏

剧情境都颇具神奇、飘逸、朦胧、荒诞的意韵，足以让舞台美术空灵意象、令人物造型独

特仙气、音乐烘托兼容整合、演员表演博采包容。所谓“遵从”，就是要遵从昆剧艺术的

审美规律，遵从王国维所言“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原则。要辨明这里的“歌舞”乃是戏

曲程式技巧相衍生的“歌舞”，而非与戏曲程式不相干的“歌舞”。须知，昆剧的诗词歌

赋、曲牌音乐、生旦净丑、唱做念打，都有一整套最为完备的程式技巧，讲究精致、精湛、

精美。“这是导演在把握昆曲剧目时必须严格遵从的昆曲原则。”观罢新版《蝴蝶梦》，满

场观众情感共鸣，笑声不断，为导演的精彩“突破”和严格“遵从”叫好点赞。导演深有体

会道：“又突破又遵从”，似乎“特别对立、极其矛盾”，这让她“想起了一个哲学理论，‘一

切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存在、发生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矛盾双方相互渗

透、相互贯通，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她就是在与观众一起寻找、筑牢新版昆剧《蝴

蝶梦》艺术统一的“桥梁”。

总之，元宵前夜，走进剧场，观赏新版昆剧《蝴蝶梦》，让人真真切切度过了一个难忘

的欢乐的夜晚，不仅有趣味、有意蕴，而且有难得的审美享受。这是一出对传统戏曲剧

目真正践行了“两有”（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两相”（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

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和“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好戏。它的成功经验对新时

代建设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具有普遍借鉴意义。想一想，原本一

个“庄周戏妻”的充满封建伦理道德意识的剧目，被反转创新为“蝴蝶梦破庄生醒”的启

人心智、怡人情操的力倡互敬互信互爱方能天长地久的，为当代观众提供精神正能量和

愉悦欢快的好戏，何乐而不为呢！大家都来思一思剧末庄周向田氏发出的“若王孙非俺

化身、实有其人，娘子待要怎样”和田氏向庄周发出的“若妾身不曾识破、羞愧自尽，先生

又待如何”这两问，于精神洗礼当大有益焉。

（作者系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新作点评

随着疫情退散，舞台演出行业逐

渐复苏，在“大戏看北京”的旗帜下，各

文艺院团将在2023年奉献出大批原

创、复排作品，让全行业重现昔日的

繁荣与红火。新年伊始，刚过65周岁

华诞的北京杂技团率先亮相，推出

了最新创排制作的作品，由北京杂

技家协会指导，王晓鹰担任艺术指

导、李佳轩导演的杂技剧《春望·小萝

卜头》，为首都演艺市场的全新开启打

响了“当头炮”。

该剧以几代国人耳熟能详的新中

国年纪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的故事

为蓝本，充分结合杂技的特点与优势，

通过主创们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极致发挥，让到场

观众普遍收获到耳目一新、如沐春风之感。近些

年，不论是从业者还是观众，早已经不满足于杂

技的古老定义，即奇观与绝活儿。摆脱固有标签，

实现杂技艺术化，已成为当前杂技行业从业者需

要直面的崭新课题，而杂技剧毫无疑问是这一课

题之下一个值得发力探索的方向。该剧主创正是

带着这样的思考投入创作，并且凭借出色的完成

度，奉献出这样一部充满震撼与惊喜、创意与活

力的优质作品。

首先，该剧跳出了传统杂技剧的固有范式，

为杂技剧的全新内涵延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传统

杂技剧的任务是在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情境里

完成高难度的杂技表演，将观众的聚焦点始终锁

定在杂技动作上。严格来讲，这时的杂技剧尚不

能称之为戏剧，因为它欠缺故事线索，更谈不上

人物塑造，而仅仅是为杂技节目和技艺的表演提

供一个假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观众在观演

时的视觉体验。随着《战上海》《呼叫4921》等新

杂技剧的横空出世，杂技剧在“剧”的维度上迈出

了一大步。在上述作品中，观众看到了完整的故

事线索、明确而饱满的人物形象，精彩的杂技表

演成了服务剧作与主题的手段，使得剧情与奇

观、绝活相得益彰。该剧在这一方向上继续前行，

让杂技表演不仅成为叙事手段，更成为人物心理

空间的外化，进一步丰富了舞台语义的层次感。

比如在传递情报一场戏中，我方侦察员乔装成蓬

头垢面的乞丐，在小萝卜头的帮助下，在闹市中

与特务周旋，最终顺利完成任务。这时，导演十分

巧妙地插入了一段侦察员走钢丝的表演，可以说

是神来之笔。侦察员内心的惊、传递情报工作的

险，与走钢丝节目既有的惊和险实现完美贴合，

进而生发出一种概念蒙太奇的艺术效果。换言

之，此时剧场中的观众并不仅仅是在观看一段杂

技表演，而是在跟随剧中人物一起经历内心世界

的波澜起伏。类似手法在剧中广为应用，比如表

现女牢房中我方狱友与敌人军官对峙的一场戏

时，导演植入了高空皮条节目，将双方剑拔弩张、

残酷斗争的人物关系和气氛张力烘托到了极致。

其次，该剧以杂技为基础，大胆结合多种舞

台表现形式，进一步增强了舞台的融合展现力

度。与舞剧类似，杂技剧通常没有台词，更加注重

动作性的呈现。但是没有台词并不意味着表达受

限，凭借肢体演绎独有的优势，该剧主创扬长避

短，在叙事上追求简洁、清晰、精准的同时，大量

借鉴了舞剧中的形体塑造和肢体表达。比如开场

表现集中营里党员带领群众与敌人顽强斗争，以

及中段位置小萝卜头在闹市掩护侦察员和情报

等戏份中，导演更多地选择依靠精彩的肢体展

示去完成，既有静态造型也有动态舞段；杂技表

演不再生硬地参与叙事，而是专注于用来放大

和呈现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该剧还巧妙而充

分地利用了舞台的宽度和高度，制造出多重空

间，一方面让叙事与抒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赋

予传统的杂技表演更为丰富、复杂的语义。正是

通过主创们别具匠心的设计、导演因地制宜的

调度，多种艺术形式在该剧中才得以实现有机

融合，最终共同完成了形神兼备的、高度诗意化

的舞台叙事。

最后，饱满鲜活的人物形象也是该剧虽不算

独有，但十分突出的亮点。小萝卜头的形象妇孺

皆知，怎样在杂技剧的舞台上赋予它崭新的色

彩，制造意料之外的惊喜，其实对于主创而言是

一个特别困难的挑战。该剧前四部分通过不同手

法在叙事过程中完成了对主人公身上善良、勇

敢、坚韧等性格特征的塑造，但导演显然不满足

于传统操作，进而在第五部分用20多分钟的篇

幅带领观众走进小萝卜头作为一个孩子的最简

单也最纯真的内心世界。烈士小萝卜头牺牲时只

有8岁。一个8岁孩子的内心世界里不该只有战

斗与牺牲，童真美好始终在小萝卜头的心里涌动

铺展。于是，导演将可口的美食、多彩的游戏以及

和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一股脑塞进了小萝卜

头的梦里。花盘、空竹、绸吊等节目本身就带有节

日的喜庆属性，小主人公穿梭于这些节目表演当

中，仿佛走进了一个大型嘉年华现场。在舞台为

他编织的梦里，小萝卜头跳出了现实的冷酷，也

摆脱了英雄的标签，像一个普通8岁男孩一样为

了瑰丽多彩的世界欢呼雀跃。全剧进行至尾声

处，烈士小萝卜头已经牺牲，众人用肢体搭建出

高台，将小主人公送到顶端，演员随即摆出那个

经典的雕塑造型，全剧于无声处完成了最为强烈

的情感释放，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杂技表演在杂技剧中所占的分量应为几何？

杂技剧中掺杂其他形式会不会有喧宾夺主之嫌？

面对这些质疑，该剧年轻的主创们用他们天马行

空的创造力和笃定的舞台实践给出了有力的回

应。近几年，随着相声剧、魔术剧、杂技剧等演剧

市场的不断壮大，传统艺术借助“剧”的样式在舞

台上洗尽铅华，重新亮相。作为奇观绝活的杂技

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如今，有了“剧”的理念加持，

传统杂技表演在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的同

时，也在艺术的殿堂里不断绽放出新的光彩。如

果说杂技剧《春望·小萝卜头》是一部成熟、好看，

而且有情感、有思想、有表达的艺术作品，它是当

之无愧的。

（作者系《新剧本》杂志主编、一级编剧）

天马行空 焕新光彩
——评杂技剧《春望·小萝卜头》 □林蔚然

俄罗斯有过很多闻名于世的

歌剧，19世纪的《鲍里斯·戈东诺

夫》《黑桃皇后》，20世纪的《姆岑

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战争与和

平》等，皆是歌剧史上的杰作，但

在音乐剧领域却相对乏善可陈。

也许正因如此，俄语版音乐剧《基

督山伯爵》才显得格外亮眼。这部

首演于2008年的作品是俄罗斯

第一部由他国经典文学作品改编

创作的本土音乐剧，保持了俄罗

斯同体裁作品上演时间最长的纪

录，10余年来不断在舞台上复

演，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该剧

在音乐、编剧、制作和表演方面都

堪称俄罗斯音乐剧的杰作。2014年，该剧还在韩

国大邱第八届国际音乐节中获得了“最佳音乐剧

大奖”，也说明了亚洲观众对这部作品的喜爱。

俄语版歌剧《基督山伯爵》的剧本改编自法

国著名作家大仲马发表于1844年的同名小说。

作品有着扣人心弦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个

性鲜明的人物设计，又有着背叛与欺骗、罪恶与

财富、正义与复仇、希望与良知等永恒的文学主

题。作品几乎集齐了通俗小说的所有“要素”，被

一些网友戏称为“爽文鼻祖”不无道理。其精巧构

思一直受到中外作家的赞誉和推崇。小说的这些

特点也让其成为了各种影视、舞台作品取材改编

的“富矿”，仅在音乐剧领域，就有两部作品广为

流传。除了俄语版，还有一部由美国作曲家弗兰

克·威尔德霍恩创作的《基督山伯爵》，特点也非

常鲜明。

尽管大仲马的小说充满了戏剧性，但要将这

部约95万字的长篇改编成音乐剧这样的舞台艺

术仍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比如，小说中众多的人物

和事件无法在表演中呈现，必须简化情节、减少枝

节，以使剧情节奏更加紧凑、更加舞台化和场景

化。俄语版《基督山伯爵》的编剧尤里·金较好地

处理了人物和事件的干支关系，比如去掉了原

著中小店主卡德鲁斯夫妇的内容就是出色的一

笔。对冤情、告别、审判、复仇、救赎等主题的刻

画也符合舞台艺术的逻辑。

剖析全剧结构，其实可以划分为“遭难”和

“复仇”两大戏剧板块。“遭难”部分中，前途光明、

生活美满的大副埃德蒙·唐太斯在即将升任船长

并与心爱的姑娘梅赛德斯举办婚礼之际，却突遭

诬陷而蒙冤入狱，被囚禁长达10余年之久。在狱

中，他与神父法利亚偶然相遇，在其帮助下逃出

监狱，并用神父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埋在基督山中

的金银财宝。在“复仇”环节，拥有巨额财富的埃

德蒙返回马赛，却发现一切已物是人非，当年的

恋人嫁于仇人，而陷害他的人则过着奢靡的上流

社会生活。埃德蒙决心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展

开周密的复仇计划……最终，陷害他的费尔南

德、维尔福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一架构的设计巧妙地让整个剧情主要集

中在监狱和舞会两个场景中展开，更契合舞台剧

的要求。当然，改编后的脚本也存在一些瑕疵，比

如有的情节由于铺垫和交代不足，导致人物出场

略显突兀，算是小小的缺憾。

和许多音乐剧聘请知名作曲家谱曲不同，俄

语版《基督山伯爵》的音乐创作由作曲家罗曼·伊

格纳季耶夫完成。罗曼有理工科专业背景，也从

事雕塑和绘画工作，是多个摇滚乐项目的负责

人。也许正因为他的艺术经历，让该剧有了较为

鲜明的“摇滚歌剧”色彩。剧中许多具有咏叹调性

质的唱段都属于典型的摇滚乐风格。这点在作品

后半程的几个重要唱段中尤为明显。在这方面，

它与安德鲁·韦伯的著名音乐剧《万世巨星》在风

格上有不少相似之处。罗曼的音乐抛弃了欧洲音

乐剧常见的宏大、厚重的配器和编曲。音乐的整

体风格显得质朴、亲切，摇滚风格的曲风又吸引

了年轻群体。音乐对人物和场景的刻画是卓有成

效的，合唱和重唱段落也相当出彩。对歌唱性的

重视，使得旋律性和抒情性成为了该剧的一大亮

点，也许正是那些朗朗上口的唱段让该剧一次次

征服了普通观众。

中文版《基督山伯爵》2022年由北京演艺集

团出品、北京歌剧舞剧院制作演出并赢得观众良

好反响，中文版在制作和演绎上有以下几个明显

的特征。

首先是高度忠实于原作。中文版《基督山伯

爵》对原作的“还原度”极高。人物、剧情、唱段高

度一致自不必说。该剧与常见的欧美音乐剧的不

同之处还在于灯光、舞美、服化道都有浓郁的俄

罗斯风情。舞台设计也结合了华丽主义和极简主

义风格，舞台中央矗立了数座大型钢架结构体，

根据不同的场景需要，分别充当帆船、伊夫城堡

监狱的牢笼与舞场四周的高墙，这也让人禁不住

联想到巴黎圣母院斑驳的墙壁。中文版在制作上

基本原样再现了俄语版的服装样式和舞台布景，

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更为精细。比如在俄语版中，

男主人公的扮演者年纪稍长，使得年轻的水手埃

德蒙看上去扮相略显老成；而中文版中，埃德蒙

和梅赛德斯都选择了年轻的演员，主要角色的转

变也展现了化妆、服装等艺术工种的出色工作。

其次是较好的语言转译和良好的角色塑造。

中文版对俄语版进行本土化的最重要的环节是

将歌词、对白进行中文译配。这项工作并非简单

的“俄汉对译”，这是因为原来的旋律是为俄语而

创作的，中文的语言特点决定了歌词与音乐旋律

的匹配要更加讲究。因此，如何使译成中文后的

歌词能契合原剧的旋律是关键的工作。从最终效

果来看，中方团队的工作可圈可点。在角色塑造

方面，该剧的难度之一在于东方面孔的演员在演

绎西方经典舞台作品时，由于外貌的差异，常常

容易让观众“出戏”，但在中文版的《基督山伯爵》

中，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整体表演都较为自然，显

示了演员较好的角色塑造能力。男女主人公埃德

蒙和梅赛德斯的对手戏也有不少亮点。

最后是展现了当代中国音乐剧演员的整体

实力与国产音乐剧的制作水平。通过考察这几年

国内上演的音乐剧，无论是本土原创还是复排经

典，都可以明显看到国内音乐剧演员在演唱、表

演能力整体上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中文版《基督

山伯爵》又一次提供了例证。该剧的演员，无论是

主角还是配角，都展示了较好的演唱水平和较强

的表演能力。

总之，中文版《基督山伯爵》通过对西方名作

的演绎，展现了当代中国音乐剧的创作和制作水

准。值得一提的是，该剧是首届“大戏看北京”展

演季的剧目之一，契合了“大戏看北京”所倡导的

“文化为城市赋能”理念。的确，一个城市的舞台

艺术展演的水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

的文化品位。“大戏看北京”能以北京这一国际化

文化大都市的站位，引介一系列高品质的艺术作

品，推出数量不菲的舞台精品，为首都观众带来

高质量、丰富多样的艺术享受，这些举措无疑体

现了“首善之都”的文化温度。

当然，作为业内工作者，我们也期盼中国音

乐剧的舞台上也能涌现出一大批本土原创的音

乐剧。我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广阔的艺术市场、

水准不断提高的艺术家，如果能找准短板，不断

探索音乐剧的规律，不断解决音乐剧发展中的问

题，推进艺术创作的体制、机制创新，相信不久的

将来，一定也能够看到更多由本土艺术团队创作

的杰作出现在国内音乐剧舞台上。

大仲马在小说《基督山伯爵》结尾中这样说

道：“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

待和希望。”笔者认为，这句话用在中国本土原创

音乐剧上也是合适的。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签

约评论家）

展现了当代中国音乐剧的长足进步
——评中文版音乐剧《基督山伯爵》 □黄宗权

“戏曲是人类文化的艺术瑰宝，是中华

文化精粹的集中体现。”日前，上海市金山区

举办了“戏曲进校园”五周年座谈会。中国

剧协名誉主席、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发来

贺信。中国文联戏剧艺术中心副主任薛金

岭，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上海市金山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正斌，以及来自10

家专业院团的戏曲界人士等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据介绍，五年来上海市金山区统筹规

划，探索戏曲艺术传承与发展的长效机制，

努力扩大优质戏曲资源，稳步推进戏曲教

育改革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戏曲教育氛

围。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局局长郑瑛从主要

经验、主要成效、后续思考等三个方面介绍

了“戏曲进校园”区域推进的金山模式。毛

时安、孙惠柱、朱恒夫等专家学者深入分析

了普及中小学戏曲教育的难点，表示“戏曲

进校园”是一项战略性举措，对戏曲教育在

全国各地中小学推广等工作提出建议。会

上，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局与上海京剧院、上

海越剧院、上海昆剧团、上海闻广艺术团等

5家院团进行续签；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木

偶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淮剧团、

上海民族乐团、上海独角戏艺术传承中心

等7家院团将新加盟，为全区学生提供更多

丰富的资源。

（艺 闻）

上海金山区举办“戏曲进校园”五周年座谈会

郑天然 摄

郜炜磊郜炜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