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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漫步

王安奎、刘祯主编的《昆曲口述

史》（以下简称《口述史》）于2023年

12月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艺术学重点项目

成果，《口述史》共6卷10册，即北京·

河北卷2册、上海卷1册、江苏卷3册、

浙江卷1册、湖南·四川·重庆卷1册

和研究者·曲家卷2册。课题组通过摄

影、录音、拍照等形式，采访了144位

与昆曲相关的受访者（包括演员、编导

音、教师、学者、曲家和院团管理者

等），写入《口述史》的有141位，其口

述资料总字数超过300万字。全书围

绕昆曲相关人士的艺术成长、事业发

展、艺术感悟、对昆曲现状及未来的思

考等方面展开，生动展现了百年来昆

曲艺术的发展历程。

有别于以往的昆曲单人口述史，

这套《口述史》是迄今为止最为集成的

昆曲口述史料，受访者不仅来自江苏

省昆剧院、上海昆剧院、苏州昆剧团、

北方昆曲院的南昆、北昆等“正昆”院

团，还来自永嘉昆曲、武义昆曲等“草

昆”剧团，并兼顾国内影响较大的曲社

及“川昆”“湘昆”等昆曲裔派院团；除

了活跃在演出一线的昆曲实践者，还

有一批在学界影响较大的昆曲研究

者。多元化采访使《口述史》呈现出多

维的学术价值。

首先，《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关

于昆曲观念的新认知。其中具有重要

理论价值的学术问题主要有：一、昆曲

生态问题。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谈及昆

曲在过去大半个世纪的生存状态与危

机，草昆在正昆审美准则与民间受众

审美取向间寻求平衡的艰难历程给读

者的印象尤为深刻，而《中国昆剧大辞

典》主编吴新雷谈及的江南道场演唱

昆曲《游园惊梦》的现象，则向学界展

示了昆曲民间生态的另类侧面。二、

草昆特征问题。过去一般从语言、声

腔方面来理解草昆的特征。《口述史》

则通过对浙江、湖南、四川等地草昆从

业者的采访，展示了草昆尚未进入学

界视野的某些特征，如永嘉昆曲刘文

华、林天文，武义草昆老艺人何苏生和

湘昆罗艳、唐湘音等人强调，草昆剧目

题材多接近平民生活，舞台形式多为

本戏、大戏和武戏，情节追求首尾完

整；草昆声腔节奏比正昆快，其按谱填

词背离了正昆依字行腔的原则；草昆

表演比正昆粗狂，做打动作较多，在

《醉打山门》中增加“十八罗汉”之类的

高难度杂技表演司空见惯。三、昆曲

行当叠加问题。戏曲按照行当组织人

物与情节，是为所谓的戏曲脚色制。

“上昆”计镇华结合自己塑造曹操形象

的舞台实践，指出行当在运用中需要

细化，因为有的剧中人物需要通过演

员使用多行当叠加的表演方法来准确

展示性格，这是单一行当表演所无法

实现的。四、昆曲改革发展问题。受

访者无论偏于保守，还是坚持革新，大

都强调要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寻求支

点。参与演出陈士争版《牡丹亭》的上

昆张军明确表达了昆曲改革的主张，

这反映了众多昆曲实践者的心声，具

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表演体系差异

问题。受访者基于表演心得，对戏曲

写意表演与话剧、电影写实表演的体

系差异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如有着在昆曲、影视剧间丰富的跨界

演出经验的计镇华指出，行当化的戏

曲表演要比话剧容易，话剧要比电影

更容易，因为越是本色的写实表演越

难，体现了昆曲演出者对于戏曲表演

理论的新观念。

其次，《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昆

曲传承的新思考。第一，《口述史》显

示昆曲业界基于昆曲折子戏愈演愈少

的趋势而产生的对昆曲传承的急迫

感。吴新雷指出，“传”字辈基本能演

折子戏约700个，解放初约400个，进

入20世纪80年代只剩约200个。对

此，正昆和草昆的受访者也都有对所

演剧目数量愈来愈少的表述。第二，

对于出现如此严峻问题的原因，《口述

史》有深刻的讨论。上昆蔡正仁、永嘉

昆曲林媚媚认为，当代昆曲传承的第

一大问题是缺少传承中的传授人。蔡

正仁进一步犀利地分析道，他长期担

任上昆团长，感受最深的是在国家“非

遗”传承的管理上缺少目标管理与监

督机制，很多时候传承人制度流于形

式。第三，《口述史》受访者对昆曲如

何传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朱復建议

要建构充满活力的昆曲生态，防止昆

曲人才损失；蔡正仁建议国家艺术基

金应拨专项经费用于传承，同时增加

验收环节，可每两年或在举办昆曲艺

术节时搞传承验收演出；欧阳启名根

据朱家溍从故宫戏本中攒戏的经验，

建议传承昆曲可采用依据故宫本子排

新戏之法，并发挥曲社在昆曲传承中

的作用；王安奎认为，昆曲折子戏多为

后人所创，若想把古典昆曲恢复在现

代舞台上，没有创造则不行。第四，对

于如何通过戏曲教育实现昆曲传承，

《口述史》受访者的建议更为具体，撮

其要者，有吕传洪、朱继云、包世芙、计

镇华、石小梅等主张将分行教育与各

行兼学相结合，大行启蒙与小行传承

相结合；计镇华、石小梅、李鸿良、汪小

丹等主张从全面培养表演基本功、学

习兴趣和良好习惯的角度为演员科学

选择开蒙戏，申明遵循先学上板曲牌、

后学散板引曲，先清唱、后上笛，用嗓

先放后收，生行不宜用穷生戏开蒙等

原则。如此务实的建议来自于对昆曲

历史与生态的实际考量，对昆曲的科

学传承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再次，《口述史》为我们提供了昆

曲研究的新视角。上述关于昆曲观念

的新认识、昆曲传播的新思考，为昆曲

研究带来了新思维。此外，《口述史》

还为昆曲的研究选题、研究方法提供

了新的视角。受访者源于他们对昆曲

艺术本体和昆曲历史生态的独特认知

而提出了诸多的昆曲研究课题，如王

安奎提出重视对老一代昆曲艺术家口

述资料的研究和对昆曲表演体系的研

究；洛地提出昆曲演员个人技巧与行

当综合平衡关系的研究；朱復强调对

戏校历史及其教材的研究，对宫廷戏

与民间戏关系的研究，对现有昆曲艺

术家和昆曲表演成就的整理；欧阳启

名提出对南昆与北昆表演差异的研

究；张瑞云提及对张紫东的研究以及

张紫东对昆曲折子戏资料贡献研究的

重要性；林天文提出对永嘉昆曲声腔

与海盐腔关系、永嘉昆曲与正昆声腔

关系、金华昆曲与永嘉昆曲关系、昆曲

流传路线、永嘉昆曲不演《游园惊梦》

而只演《花判》等问题的研究；丛兆桓、

刘天华、雷子文、许咏明、包世芙、何苏

生等人强调加强昆曲与其他剧种关系

的研究；胡奇之提出昆曲与徽剧、京

剧、婺剧之间循环关系的研究；汪小丹

指出曲社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应予以研

究等。这些课题无疑都体现了明确的

问题意识导向，应该引起戏曲研究界

的高度重视。

口述史料的可靠性，是口述史料

整理者与利用口述史料研究者所特别

关注的。回忆性口述内容常会出现前

后重复、不同受访者口述内容交叉重

叠、受访者自我表述矛盾或受访者之

间表述矛盾等现象。这套《口述史》没

有明显的上述问题。相反，其中不同

受访者的口述材料可相互印证，如欧

阳启名与朱復对张元和、张充和与欧

阳启名三人合演《游园惊梦》的表述是

可以互证的。而若将《口述史》进一步

与聂付生、方佳等著《浙江婺剧口述

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涉

及金华草昆曲牌结构的内容相比较，

亦可证明《口述史》相关内容的可信。

作为一部活态的昆曲史，《口述

史》为学界提供了全方位的昆曲史料，

其学术价值将在今后的昆曲传承与昆

曲研究中长久地发挥作用。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昆曲口述史》，王安奎、刘祯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

20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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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版本与跨语种：90岁的《雷雨》正青春
□谷 晗 海 慧

1934年7月，曹禺先生的话

剧处女作《雷雨》横空出世。今年5

月，在《雷雨》剧本发表90周年、

北京人艺首次上演《雷雨》70周年

之际，北京人艺以《雷雨》为主题

举办“人艺之友日”活动，致敬这

部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走向成熟

的经典作品。活动包含“戏剧互

动”“展演展播”“展览分享”“文创

市集”四大板块。其中，来自不同

单位的《雷雨》系列展演无疑是重

头戏。上海市宝山沪剧团的上海

方言版话剧《雷雨》、山东省话剧

院全本版话剧《雷雨》和南开大学

外文戏剧版《雷雨》演出片段，以

不同艺术形式尝试着对经典的演

绎与创新，展现出《雷雨》源源不

绝的生命力。这几台演出让我们

看到：作为常演常新的经典，90岁

的《雷雨》正青春。

不断重演的经典

“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

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正如卡尔维诺

为经典所下的定义，《雷雨》诞生90年来，在每一个时

代都以“正在重演”的时态确证着自己的经典性。无论

作为中国旅行剧团最具市场号召力的“救命戏”，还是

作为北京人艺的“看家戏”，抑或作为不同编创者以自

己的方式去理解和改编的作品，《雷雨》一直为不同时

代的观众提供着无尽阐释和想象的可能。

戏剧评论界和研究界中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说不尽的曹禺，演不完的《雷雨》。”《雷雨》之所以“演

不完”，首先是因为它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上构建出了多

义主题。这些“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

滚”的人物，构成了几组推动叙事的三角关系。剧中，以

周朴园为中心，他和侍萍的过往构成了“始乱终弃”主

题，他和蘩漪的现状生发出“专制与反抗”主题；以周萍

为中心，他和蘩漪的关系是人伦主题，他和四凤的关系

是爱情主题；如果以蘩漪为中心，能阐释出“人的觉醒

与解放”主题；以侍萍为中心，又能看到“被侮辱与被损

害的”女性主义主题；以四凤或周冲为中心，则是“美的

毁灭”的主题……当然，这些都是由一个人物出发获得

的主题举要，事实上每个人物身上都能继续阐发出多

重主题。可以说，这部作品的解读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

偏重，阶级的、情欲的、残酷的、挣扎的、“有情皆孽，无

人不冤”的，等等。正是这种“多重”，让《雷雨》的意义经

90年而未被穷尽。

其次，8个人物和未出场的“第九条好汉”的设计，

既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这一个”形象，又为编导、读者

和观众留下了“第九条好汉”之谜。尤其蘩漪这个最具雷

雨性格的女性，她的果敢阴鸷、决绝热烈，那种孤注一

掷、破釜沉舟的破坏性，将生活在周家的窒息感和绝望

感推向了极致。这个美狄亚式形象在东方女性形象图谱

中极为鲜见，既有性格意义又有文学史价值。

再次，精巧的戏剧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张力。看

《雷雨》，哪怕你极为熟悉剧情和台词，依然会被它牢牢

抓紧。因为剧情一环扣

一环，巨大的悬念、巧妙

的铺垫，仿佛翻滚的岩

浆在冲向最终的出口，

精心的蓄势让大悲剧的

爆发不可避免。曹禺曾

经自我批评，说《雷雨》

的结构太像戏了，但正是

悬念和巧合形成了《雷

雨》紧凑、紧张的戏剧节

奏，那“第九条好汉”——

神秘的命运的力量也正

是依靠这充满戏剧性

的结构得以彰显。也恰

恰因为此，《雷雨》才有

格外吸引人的剧场效

果，从而长演不衰。

意想不到的创新

说起《雷雨》，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人艺版话剧。

因为北京人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演出《雷雨》的院

团，曹禺本人又是北京人艺的首任院长。经过70年的

传承，北京人艺版《雷雨》已经培养了五代演员，并且已

经成为时代经典和教科书级范本。近年来，虽然北京人

艺也在《雷雨》的表演风格上有所创新，尤其第五代版

本，“90后”演员在紧张的剧情中营造了一种轻松感，

但整体上，无论导演的舞台调度还是演员的一招一式

和归音吐字，都还传承着北京人艺的艺术传统。

此次展演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上海方言版话

剧《雷雨》。在北京人艺的剧院为观众以上海方言加

配字幕的形式演出《雷雨》，无论对于编创者、表演者

还是接受者，都有相当的挑战性。不过，事实证明这

些担忧多余了。该版《雷雨》凭借自己的创新获得了

成功。

戏一开场，8个人物在舞台上前后排开，一束束顶

光将他们依次照亮。这个别开生面的开场仿佛电影镜

头下的演员特写，又是一种变通的戏曲式亮相。结尾

时，8位演员又重复了这一设计，既突显了8个人物缺

一不可，又形成首尾呼应的圆形叙事结构。没有从周公

馆客厅入戏的第一组视觉形象，显然给观众带来了别

样的新鲜感。而后，随着剧情展开，上海方言的优势逐

渐彰显。因为电视剧《繁花》的热播，观众们对“钞票”

“细钿”等方言语汇和略“嗲”的上海腔已不陌生，而且

显然也很喜欢以语言为载体的介于“隔”与“不隔”之间

的地域文化。尤其上海方言发音吐字的多韵多调，让剧

中所有人物都有一种有控制的分寸感，舞台上的剑拔

弩张便适度收敛了锋芒。且不说本就隐忍的侍萍和温

柔的四凤，就是冷峻的周朴园和硬气的鲁大海，也都让

人感到一种内在的温和。尤其蘩漪，轻言软语的婉转中

包裹了“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方言词汇、方音语

调所别具的韵味软化了她的凌厉，让她忧郁中透出优

雅、哀怨中隐含妩媚，增加了观众理解她同情她的可

能。上海话的声韵特色让《雷雨》激烈的矛盾和地火似

的情感全部隐着、含着、收着、等着，蓄势待发中产生了

以柔克刚、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想想，这个起源于无

锡的故事，或许本来就应该是这个腔调。

也许每个编创者面对经典时都渴望留下自己解读

的痕迹。山东省话剧院的全本版《雷雨》也尝试创新。

为了贴近曹禺先生“拉开欣赏的距离”的本意，创作者

不但将以往限于演出时长、很难获得舞台表现的序幕

和尾声搬上了舞台，而且增加了随进随出、解说剧情的

当代导演这个角色。这一方面压缩了《雷雨》的演出时

间——演出非但没有因为增加序幕和尾声变得更长，

反而比四幕版更短，在两小时内完成了；另一方面进一

步实现了间离，不断破除观众沉浸于剧情中的幻觉真

实。所谓“全本版”，就是因为没有斩头去尾删去序幕

和尾声。但是，作品删去了第三幕发生在花巷10号鲁

贵家里的故事，也省略了开场时鲁贵点明四凤跟大少

爷、大少爷跟太太关系的诸多伏笔。很多重要剧情都

是通过当代导演的“前情”回顾完成的。于是，那些本

该在舞台上展开的剧情是被“说出来”，而不是“演出

来”的。导演的这种处理，一定是想实现曹禺把观众

“请到上帝的座”的意图，希望“拉开欣赏的距离”后，观

众能产生对剧中人乃至人类本身的悲悯。不过，这样

的处理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剧结构的紧凑和摄人

心魄的内在紧张。

“世界的曹禺，世界的《雷雨》”

方言版、全本版的创新探索为《雷雨》带来了新面

貌。多语种演出则是这次展演的另一个新意。5月18

日，人艺小剧场开始了别开生面的《雷雨》演出。南开大

学外语学院的师生用英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日语、

西班牙语、俄语等6种语言连演6场《雷雨》片段。有意

义的是，曹禺就是从南开走出来的。是南开中学学生剧

团的演剧经历让他走上了戏剧之路。南开大学也是曹

禺的母校，虽然他后来转学到清华大学，但南开与曹禺

的密切关系、校园戏剧对曹禺艺术成长的价值历来是

曹禺研究不可忽视的领域。因此，当南开版六语种《雷

雨》片段集锦走上舞台，就具有了跨语种传播和校园戏

剧薪火相传的双重意义。较之于多年来中文版《雷雨》

走出国界的传播路径，南开大学的六语种演出无疑提

供了《雷雨》海外传播的另一种思路和未来发展可能。

成立于1974年的南开大学外文剧社，曾于1986年、

1988年分赴美国、日本等国家进行汇报演出和文化交

流。曹禺本人曾观看外文剧社英文版《雷雨》演出并给

予高度赞扬。可想而知，对于学生演剧和文本翻译，曹

禺是怀着热切的鼓励与期待的。

作为艺术教育和文化交流的种子，南开大学在《雷

雨》发表90周年之际奉献的六语种演出，是《雷雨》创

演的新的生长点。它让我们想到曹禺曾给北京师范大

学北国剧社的题词——“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青

春的创造可能赋予《雷雨》新的青春。自1935年《雷雨》

在日本首演，近90年的时间里，除了上文提到的英文

版《雷雨》，以及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韩国等国家以

自己母语排演过《雷雨》，《雷雨》的海外传播更多以华

人华语演出为主，观众也以华人为主体。南开大学的多

语种演出，迈开了富于启示性的一步，对于中国文化艺

术的海外传播具有特殊意义，扩大了“世界的曹禺，世

界的《雷雨》”的影响。

2024年初夏，在北京人艺提供的艺术平台上，充

满创新元素的《雷雨》展演实现了艺术传承与文化传播

的双重价值。不过，整体看，这次展演的规模还比较有

限，无论从参与的团体数量、剧种类型还是场次安排来

看，对观众来说还不够解渴。我们知道，除了影视剧的

改编，作为舞台艺术的《雷雨》已被改编成京剧、沪剧、

粤剧、黄梅戏、歌剧、舞剧、赣剧、甬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如果这些《雷雨》都能集中登台展演，而不仅仅依赖影

像放映，观众将能欣赏到更为多姿多态的《雷雨》。另

外，此次展演中的某些创新实验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也需要进一步的艺术打磨。同时，预告中的天津人艺版

《雷雨》没有同期演出，包括北京人艺版《雷雨》没有同

台演出，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如果能够在北京人艺这

个“《雷雨》之家”邀请更多院团、更多剧种、更多版本的

《雷雨》演出，《雷雨》的艺术魅力必将获得更为全面的

展现。

（作者谷晗系燕京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师，海慧系

原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

国家大剧院第105部制作剧目、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经典喜剧《一

仆二主》日前在京与观众见面。全剧围绕一个机灵又糊涂的仆人图法蒂

诺和其同时答应服务的两位主人展开，经历各种啼笑皆非的连环误会和

将错就错之后，故事最终迎来了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此次全新创排的

版本由王剑男执导，董汶亮、杨淇、郭烁杰等领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

演出。主创团队表示，希望能在保留原作时代风貌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

视角的转译，让这部经典作品焕发出更加轻快时尚、能与当下产生共鸣

的舞台表达。 （王觅/文 国家大剧院/图）

本报讯 6月19日至23日，由中国文

联、中国曲协、浙江省文联、杭州市临平区

人民政府主办，浙江省曲协、中共杭州市临

平区委宣传部、杭州市临平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承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曲艺牡丹

奖全国曲艺大赛（临平赛区）在杭州举办。

本届牡丹奖前期共收到中国曲协32

家团体会员、中直文艺院团、中国曲协相关

艺委会、中国曲协香港会员分会、振华声粤

艺会以及部分省级文化馆等单位报送的参

评作品465个，涵盖122个南北曲种。大

赛共设立4个分赛区，即浙江临平赛区、浙

江西湖赛区、山西长治赛区和安徽合肥赛

区。临平赛区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46个参

赛节目，参加人员600余人。经过两天四

场的角逐与评奖委员会评审，共有11个节

目、15位演员在本次分赛区比赛中脱颖而

出。其中，3部作品获文学奖提名，8部作

品获节目奖提名，7位演员获表演奖提名，

8位演员获新人奖提名。

活动期间，举办了第十三届中国曲艺

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汇报演出暨中国曲艺

牡丹奖艺术团“送欢笑”走进临平专场演

出。中国曲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黄群，中

国曲协副主席、临平分赛区评委会主任范

军，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先

中等出席活动。专场演出由中国曲协副主

席翁仁康和鞠萍主持。众多曲艺名家新秀

与本次分赛区获提名奖的演员为观众带来

了曲苑集锦《“浙”里曲艺也疯狂》，以及小

品、相声、独角戏、苏州弹词、河南坠子、绍

兴莲花落和粤曲等丰富多彩、充满创意与

活力的曲艺节目。整场演出在《我的祖国》

的优美旋律中落下帷幕。

（路斐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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