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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目生产要契合剧种个性
——以梨园戏、沪剧、晋剧展演剧目为例 □张 帆

2018年末，120个剧种在昆曲祖庭昆山开锣，它们

有被称为“南戏遗响”的梨园戏、莆仙戏，有明代声腔剧

种昆剧、青阳腔、辰河戏、巴陵戏、新昌调腔等，有清代乱

弹诸腔剧种汉剧、京剧、弹腔、同州梆子、老调、丝弦等，

有近现代出现的越剧、锡剧、苏剧、文南词、滑稽戏等，有

十七年期间出现的北京曲剧、龙江剧、吉剧、阜新蒙古剧

以及本次普查增补剧种漫瀚剧、扽腔、仫佬剧、鹧鸪戏

等。有从民歌小调发展来的各种采茶戏、花鼓戏、秧歌

戏等，也有从民间宗教仪式直接生长的傩戏、阳戏、地

戏、打城戏等。从声腔看有单一声腔剧种，也有多声腔

剧种；从流播区域看有单省剧种，也有跨省剧种。昆山

百戏盛典上展演剧种的多样性带来演出剧目的丰富性，

当14台大戏、142个小戏与折子戏从平面的数据、文字

到共时空舞台的立体呈现时，剧种的艺术样貌、传承现

状都变得生动而且清晰起来，可谓当代人对中国戏曲发

展史诸样式的直观展示。

每个剧种都是区域文化的聚合体，一方水土养育一

方剧种，哪怕是外来剧种，在斯地经年生长的过程中，也

会一定程度表现出在地化，这是文化传播的规律。带着

生成历史与区域属性，每个剧种都形成了自己的个性气

质，在发展过程中，也生产、积淀下与剧种个性、表演、音

乐相配适的特定剧目，演了对的戏，才能演下来、传下

去，成为剧种与院团的保留剧目。百戏盛典展演的剧

目，无论大戏、小戏、折子戏，大都是保留剧目，传统戏居

多，也有少许新编戏。历经时光淘洗，观众检验，保留剧

目沉积着历代艺人的智慧与表演技艺，与剧种个性浑融

一体，是剧种艺术与院团追求的终端成果，可以作为剧

种经典传承，彰显剧种与主创院团的艺术品格，并维系

着剧种、院团与观众的良性关系。和一些戏剧会演、艺

术节不同，百戏盛典演出剧目的剧种辨识度强，大都具

有回归剧种本体，与剧种艺术特质高度契合的特点，从

剧本到音乐、表演无不熨帖舒服、合于度，可品鉴、可把

玩，经得起用暂停或回放的方式对之进行剧种个性教科

书式的细细剖析，梨园戏《吕蒙正》、沪剧《雷雨》、晋剧

《打金枝》尤具代表性。

先以梨园戏残本《吕蒙正》为例。梨园戏历史上分

小梨园、上路、下南三派，各自有专属剧本、曲牌以及艺

术特征：小梨园属于家班童伶，细腻精致；上路保留南戏

剧目，生旦戏居多；下南多为民间故事，风格粗犷，保留

方言本色和草根气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整合的梨

园戏擅演生旦戏与《朱买臣》之类充满草根气息的剧

目。梨园戏有着独立完整的音乐体系、表演体系，以“十

八步科母”为基础，不同行当又有不同的科介，严谨规范

细腻。《吕蒙正》属于生旦戏，是小梨园剧目，下南也演，

老艺人说本子来自小梨园。戏讲的是相国千金刘月娥

与穷书生吕蒙正苦尽甘来的故事，一句话可以道完的人

生，目前恢复的折子戏要演5个小时，大量的时间空间

交给表演。仰仗剧种丰富的程式与前代艺人表演技艺

的累积传递，《吕蒙正》的几出折子戏将文学、表演、音乐

完美结合，充分展现戏曲虚拟表演之美。舞台极简，使

用全黑天幕、暖色大白光，除了一条加了红桌围的长凳

外别无余物，在灯光舞美音响只提供了最基础硬件的

“贫困”舞台上，观众完全聚焦于演员，这是最考表演

的。在“过桥入窑”一折中，秀才外出借米，小姐有一大

段整理寒窑的表演：抱石、被压手、再抱、垒灶、出窑、折

竹枝、被刺手、再折、回窑、扫窑顶、灰尘迷眼、扫窑、放门

帘等等，期间夹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姐劳作时的稚拙

与劝自己接受现实的心理建设。“煮糜”一折中小姐表演

煮粥，搬石头、搭石灶、涮锅、洗米、舀粥等一系列虚拟表

演一气呵成，极具真实感与美感，剧中还有比比皆是的

经典表演片段，如“行路”“过桥”“入窑”等。源于生活的

动作，经过提炼加工，在一代代梨园戏艺人智慧的观照

下，得以美化、舞台化、程式化，成为可以传递的剧种艺

术。在空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程式、科步

与身体语言，让虚拟表演完全具备真实性。

沪剧《雷雨》则是另一种典型。沪剧是较年轻的滩簧

系统剧种，音乐使用俗曲小调等，1927年以后演出文明

戏和时事剧，保留剧目有《日出》《罗汉钱》等，演出的年代

戏有《啼笑姻缘》《秋海棠》等，充满沪上风情的沪剧擅演

现实题材，表演偏向生活化。早在1938年还是申曲阶段

的沪剧就搬演过《雷雨》。《雷雨》改编早、影响广，剧中的

周家富贵时尚，西装、旗袍、网球、汽水，医生请的是“德国

的克大夫”，气息与沪剧艺术特质贴合，因此即便是话剧

改编，还使用了西洋乐器伴奏，在名著与茅善玉等表演艺

术家的共同加持下，演出极至严谨，极至精细，小小细节

烛见人物幽微情感与内心冲突，哪怕是茅善玉手中的一

柄团扇，也带着傲、恨、惊、怒诸般丰富细腻的戏剧表情，

是一次难得的艺术饷宴。设想一下，假如《雷雨》与《吕蒙

正》互换，梨园戏的丰富科步完全用不上，而面对长达一

个多小时的“过桥入窑”与“煮糜”，沪剧能用的身段程式

招数也捉襟见肘，对沪剧与梨园戏都是灾难。

如果说沪剧《雷雨》、梨园戏《吕蒙正》都太有个性，

不具普泛性，那么《打金枝》应该属于南北通吃的剧目。

依据普查数据，《打金枝》被豫剧、晋剧、秦腔、越剧、粤

剧、祁剧、越调、曲剧、淮剧、评剧、河北梆子等11个剧种

866个演出团体列为保留剧目，传播区域广，接受度高，

被称为“打不完的金枝”。作为晋剧的代表性剧目，《打

金枝》传承百余年，70年来丁果仙、王爱爱等几代晋剧

艺术大师对之进行剧种化、精细化打磨，它的舞台呈现

浑然天成，珠圆玉润，晋中方言字调与音乐旋律高度协

调，多个经典唱段不但家喻户晓，观众甚至开口能唱。

晋剧属于梆子腔系剧种，是蒲州梆子艺人北上，融合蒲

州梆子与晋中民间秧歌、小调而生成的地方剧种，音乐

结构属于板腔体，适合历史题材，也适合民间生活题

材。《打金枝》中的角色身份虽然是帝后王侯，讲的却是

家常的孝老敬亲伦理与夫妇相处之道，表演与演唱都充

满了浓郁的晋中地方风情，充满了山西老陈醋的酸脆过

瘾感。

不同个性的剧种涵养着不同类型的剧目，一些剧目

与剧种共同生长，之于剧种就像贴标签一样的存在，提

到剧目便能想到剧种，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之于越

剧、《桃李梅》之于吉剧等等。这些剧目在创排、打磨、演

出的过程中不仅使剧种个性益愈鲜明，还借助一次次重

排传帮带，培养了人才梯队。一些折子戏《断桥》《小二

姐做梦》等被不同剧种搬演，相同剧目展现不同风貌，呈

现的是各自剧种的不同优长。在剧种艺术盛开盛放的

舞台上，故事已经不重要，比拼的是表演，与案头之曲不

同，场上之曲原本就该是以表演为中心的艺术。

一些古老剧种已经成熟定型，一些年轻剧种还有较

大的生长空间，不同剧种有不同个性，无数实践都证明，

充分呈现剧种个性的剧目叫好叫座，而大量应时的新编

剧目昙花一现，拿了奖之后刀枪入库，演不下去、留不下

来。原因有多种,更主要在于一些主创只盯着孤立的剧

目，看不到作为剧目支撑的剧种，谈不上尊重剧种个性，

更谈不上从剧种艺术汲取养分。怎样让剧种滋养新编

戏，让新戏像传统戏一样，成为剧种声腔音乐与表演艺

术的载体，或者还只是具备培植为保留剧目的可能性，

这是剧目生产首要考虑的问题。早在许多剧团以“推陈

出新”为艺术生产口号时，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提出

“返本开新”，《朱文》《朱买臣》《刘文龙》等“宋元旧篇”以

残本的方式再现于世。在这种创作思路指导下，梨园戏

《节妇吟》《董生与李氏》等虽然是新戏，也拿了不少奖，

却依旧在梨园戏的轨范里自如腾挪，属于“返本”之后开

出“新花”。沪剧则延续着剧种传统命脉，生产出《挑山

女人》等贴合沪剧特质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晋剧有

《傅山进京》《麦穗儿黄了》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至

2015年8月《傅山进京》的演出场次超600场，这些都属

于找对本子的范例。

剧目生产兹事体大，不可率性而为，不可盲目跟风，

几十年来不难见到一些院团病急乱投医，生产出的剧目

与剧种特质契合度低，甚至相抵牾，浪费大量人力物力，

还伤了剧团元气，失去剧种复健的能力与时机。哪怕是

百戏盛典，也有个别剧目遗弃自家珍宝，借鉴他人的表

演、音乐及配器，致使原本个性清晰的剧种面目模糊。

剧目的生产过程，是剧种艺术实现的过程，也是传承的

过程，选择能充分展现剧种艺术的剧本，可以更好地传

承技艺，培养队伍，对于剧种尤其是古老剧种来说更是

如此。在剧目生产中，比起漏夜赶科场，生产主体更应

该停下来向内省思，建立剧种自信，以剧种艺术为标的，

进行精准定位，量体裁衣，扬长避短，选择能够总结、提

升并张扬本剧种个性的剧本，进而将剧种传统艺术特质

与当代审美品格最大可能地共融一体。

现代赣剧《红星恋歌》是根据江西老区一个

真实的故事创作的。上个世纪 30年代,江西苏

区的年轻姑娘雨花,鼓励自己的恋人大星参加

红军,新婚的第二天，大星便告别故土乡亲，跟

随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一去就再也没有回

来。雨花揣着丈夫留下的红星，信守着自己对

丈夫的承诺，无论生离死别，始终坚贞不改，从

红颜到白发，历尽悲欢，艰苦备尝，就像一棵不

老的苍松，深深扎根在养育自己的红土地上，用

毕生心血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生命赞歌。该

剧的感人之处，就在于主人公几十年生死不变

的坚守；然而其创作的难点，也正是她生死不变

的坚守。

仅仅成婚一天便生离死别的夫妻，作为妻

子，从此终其一生，对于生活原型，我们无可厚

非。但作为一部从生活中提炼而成的艺术品，

难免会带来歧义，人们会认为作品在宣扬从一

而终的封建贞操观。生活原型的感人之处恰恰

是艺术创作的忌讳之处，这就使这个题材的创

作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境中，稍有不慎，就会使

作品走入歧途。是让作品胎死腹中还是寻求新

的突破？题材的巨大诱惑使我选择了后者,而

要寻求突破，必须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对生活

原型进行心灵的探究和精神的提升。

首先要找准的核心问题，是女主人公终其

一生坚守的是什么？期盼的是什么？这是全剧

的灵魂，也是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在风雨如

磐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成了

汇集民族优秀儿女的摇篮。一批批热血青年参

加红军，为拯救民族危亡和谋求人民幸福而抛

头颅洒热血，他们的凛然大义深深感召着苦难

深重的国人，更激励着革命苏区的群众。红军

与老百姓，鱼水情深，年经的雨花耳闻目睹，心

灵深处充溢着对红军的热爱，认定红军是天底

下最好的人，红军为之奋斗前仆后继所追求的

社会将是最美好的社会，她发誓“嫁人要嫁红军

汉，赤心永向红五星”，从而树立终身不变的信

念，为此她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

骨肉亲人乃至于自己的一切。从这个视角切

入，雨花坚守和期盼的就不仅是作为生命个体

的丈夫，而是执著地坚守自己的信念，用生命的

足迹去追求美好社会和幸福生活，并耗尽一生

期盼它的到来。这样一来，雨花坚守和期待的

内涵就扩展了，意义也有了新的升华，作品所赞

美的就不再是旧的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守节，而

是一种恒久的人性之美和不灭的信念之光。

在这种立意的烛照下，剧中雨花的周围，除了慷慨捐躯的丈夫

之外，我还设置了英勇喋血的小号兵、舍子成仁的老班长、忍辱负

重的春牛、舍身抗洪的星儿、秀外慧中的秀妹和亲和能干的国庆等

众多人物，他们共同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具有象征

意义的红五星作为全剧的中心道具贯穿始终，照应着重大关目，也

激荡着人物心灵。对于雨花，红星是红军的象征，是丈夫的化身，

是情感的寄托，更是理想信仰的支撑。于是有了赞红星、想红星、

泣红星、换红星、磨红星、藏红星、盼红星、问红星、抓红星、祭红星、

赠红星等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行动和情节，红星的灵魂光彩，充分显

现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风标，《红星恋歌》的剧名也因此应

运而生。

全剧从开幕到结束，时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革命战争

时期、解放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重要年代，雨花从青春少

女到花发满头，见证了革命道路的曲折和艰辛。她50多年的人生

经历，记录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风云，她在历尽沧桑之后，终

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她一辈子梦寐以求的美好日子终于来

到了面前。在全剧结尾时，在纪念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的村口，

雨花面对乡亲们动情地说：“乡亲们！我要说的话只有一句，那就

是红军说话算数，共产党说话算数，我们要世世代代跟着共产党奔

好日子！”这正是全剧的点睛之处，雨花和她周围的人以切身感受

表达了对长征精神深切的感念和对改革开放的热情讴歌。

雨花是一个坚韧的女人，但毕竟是有灵性的血肉之躯，五六十

年守寡独居的生活有着难以言状的酸楚，回避这一点就是回避事

实。所以当剧情发展到她茹苦含辛养大的养子，继承父志参军入

伍，牺牲在抗洪斗争中之后，面对和自己一样又成了光荣烈属的儿

媳，我安排了一段雨花发自肺腑的劝儿媳改嫁的唱段。这里雨花

在心灵的挣扎中发出了女性冲破传统道德束缚，追求自身解放的

强音，表明雨花并非封建贞操观的卫道士，于是人们也期待着雨花

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向前迈出一步。

结果如何呢？一个山花遍地、晚霞满天的傍晚，在 50年前红

军出发长征的村头，雨花和春牛这两位饱经沧桑患难与共的老人

携带红星谷酒，告慰烈士在天之灵，借着几分酒兴，春牛欲向雨花

袒露心胸，道出几十年刻骨铭心的眷恋之情，希望两人能合到一

起，结成贴心贴己的伴。雨花面对此情此景，心潮激荡，热泪盈眶，

但却再一次把春牛要说出口的话堵了回去，两位老人最终没有走

到一起。

一个承诺，一生坚守，一份信念，是对今天不忘初心这个时代

主题的艺术表达。两代人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我们这个物质日

益丰富、心灵却有所荒芜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唯其牺牲，而显其

强健；唯其伤痛，而显其壮丽；唯其质朴，而显其深沉；唯其坚韧，而

显其隽永。从而更凸显党的伟大、红军的伟大和人民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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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

由上海戏剧学院创排，孙惠柱

编剧、导演的以民国最高学府之一、

国立中央大学流传的轶闻为灵感创

作的讽刺幽默喜剧《宴席》，近日在

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完成了在京

首轮演出。在由北京剧协与上戏演

艺中心共同主办的该剧专家研讨会

上，戏剧界专家肯定了这部具有狂

欢、幻想式剧作的品质追求，认为是

一部于滑稽幽默的风格化表演中融

入中国传统戏曲元素的、具有实验

意味的小剧场演出。

专家认为，《宴席》以巧妙的方式

切入了以大学教授为代表的民国知

识分子自尊与自卑、矛盾与挣扎的精

神世界以及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

实，通过对典型环境里典型形象的塑

造，在对历史问题的诘问中引发了观

众对当下诸多相关话题的关注与思

索，在讽刺、欢闹的幽默背后，显露出

创作者以舞台艺术探研社会症候与

复杂人性的人文精神。专家也谈到，

作为一部具有鲜明个性、内蕴丰富的

历史题材小剧场喜剧，该剧在舞台节

奏的控制、人物设置的内在逻辑以及

风格化表演的极致化与细节把握等

方面还可进一步调整、打磨，以望未

来能在鲜活灵动的舞台表现之外，带

来更具艺术感染与思想深度的戏剧

表达。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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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剧目生产中，比起漏夜赶科场，生产主体更应该停下来向内省思，建立剧种自信，以剧种艺术为标的，进行精

准定位，量体裁衣，扬长避短，选择能够总结、提升并张扬本剧种个性的剧本，进而将剧种传统艺术特质与当代审美

品格最大可能地共融一体。

幽远沉寂的京西最大明清风格古村

落，将于5月24日迎来北京远郊最具当

代元素的斋堂古村落百戏节。在门头沟

斋堂镇古村落的山间田野、庙宇戏台和

古宅院落，10多台国内戏剧、工作坊、文

学活动和京西传统戏曲将集中举办和上

演，以“戏剧，回到生长的地方”为主题，构

成当代审美和中国田园跨界互文的新对

话语境。

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是京西出塞

古道的必经通道，保存了北京地区最大的

山地四合院建筑群，出土过一万年前新石

器时代东胡林人遗迹，富含丰厚深广的戏

剧传统积淀，近年因《投名状》《最爱》等电

影拍摄于此地，灵水举人村等被人们重新

认识。据介绍，古村落百戏节将以深厚的

民族民间艺术为底蕴，开掘具有探索性和

创新意义的当代剧场，强调艺术家巧妙利

用错落多变的自然空间元素，打破剧场成

规，重新定制形式和内涵的映照关系，让

古老文化基因和当代艺术理念从碰撞并

置中激发活力。

届时，古村落百戏节将邀请关注当

下城乡社会生活的优秀艺术团体参与。

其中，开幕演出为易立明执导的山地古

宅版《等待戈多》。此外，导演林荫宇将

再次执导尤奈斯库名作《上课》，侯莹舞

蹈剧场为灵水举人广场创作的“古风

霛”和为龙王庙定制的“穿越”，央华戏

剧的万方新戏《你还弹吉他吗》等演出

和活动也备受期待。

（剧 闻）

北京斋堂古村落百戏节五月拉开大幕

由四川人民艺术剧团创作的话剧《苏东坡》于
4月 19日和20日在成都锦城艺术宫上演。该剧
由姚远编剧，查丽芳导演，追溯了北宋政治家、思
想家、文学家苏东坡44岁到64岁逝世期间跌宕
起伏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自由
精神和平民情怀的苏东坡形象。“苏东坡不是一位
可望而不可及的圣贤，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之中，
有血有肉，有着与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在查丽芳眼中，苏东坡感情丰富，心地善良，为人
真挚诚恳。“他从政40年，为官16地，主政八州，始
终不放弃对国家、百姓的责任。他大起大落的人
生经历，直接导致了他的大智大慧，大彻大悟。他
无论从政绩、诗文、情感上来说都是中国文人的典
范和代表。”2018年3月该剧曾受邀赴京参加国家
大剧院“全国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展演”。（川 艺）

沪剧《雷雨》

梨园戏《吕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