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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一词常被简化为时间维度的
指称，却往往遮蔽了其更为丰富的时代
内涵。近日，中国交响乐团呈现的“国交
声，华夏情”音乐会在上海捷豹音乐厅上
演。整场音乐会的选曲，以几位不同代
际作曲家的作品，生动诠释了“当代”的
多重面向。这些作品跨越不同时代背
景，通过交响叙事的形式，展现了和而不
同的多元之美。
音乐会以施万春《节日序曲》作为开

场曲目，国交迅速进入状态，将作品所蕴
含的欢腾喜庆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作
曲家创造性地在西洋乐队中加入了民族
乐器唢呐，当唢呐高亢明亮的音色与管
弦乐队的浑厚音响相交织耳边，眼前仿
若重现了古代礼乐中“钟鼓乐之”的盛大
画面。将思绪拉回至作曲家创作的时代
背景，这部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经典
之作，既是中华文化中“礼乐精神”的现
代缩影，更是一份饱含深情的庆典献礼。
赵季平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则以

极致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作曲家浑然天成
的旋律感。这部作品最动人的特质在

于，作曲家既没有刻意使用民族乐器，也
未直接引用民间音乐素材，却在听觉上
构建出极具辨识度的中国韵味。听众在
音乐的流淌间感受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情
愫，这份情愫唤起了超越个体差异的、根
植于东方美学传统的情感共鸣。
相较于吕思清版浓郁的中国味、宁

峰版精湛的技术性，当晚小提琴家陈曦
的演绎则更显内敛与冷静。在他的弦
下，这部作品呈现出一种“悲柔”之美。
其音乐表达并不过分外放，而是以克制
的力度变化和如游丝般纤细却富有穿透
力的音色转换展现了“含蓄蕴藉”的艺术
意境。返场作品陈曦演绎了莫五平的小
提琴独奏作品，选择这部作品作为返场
曲目无疑是大胆且具有新意的。一方
面，这部极具难度的作品充分彰显了他
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作曲家莫五平先
锋性的音乐语汇与赵季平的小提琴协奏
曲形成了鲜明对比。两位作曲家截然不
同的个人风格也正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
多元之美的有力展现。
作为本场音乐会的重头戏，大型交

响乐套曲《山河颂》由中国交响乐团团长
李心草总策划，五位青年作曲家杨帆、王
华谙、姜莹、黄凯然、李劭晟联袂创作。集
体创作往往需要将个人风格让位于整体
统一性，但令人惊喜的是《山河颂》的五个
乐章在保持完整音乐构思的同时，每个乐
章都闪耀着作曲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印
象深刻的是奉献篇章中作曲家以一贯的
旋律驾驭能力，让听众感受到山河意象的
壮丽之美。思乡篇章里那段如泣如诉的
大提琴独白，更是体现了作曲家细腻的
艺术巧思。五位作曲家不仅通过自己的
音乐语言完成了对“山河”入乐的多维诠
释，更通过这种集体创作的形式，将时代
交响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在当代延续。
当不同代际作曲家的作品汇集于一

场音乐会，当不同年龄层的听众齐聚在
同一个音乐厅，无论是亲历者还是后来
者，都带着各自错时空的时代印记，在这
一刻完成了一次交响和鸣。这场音乐会
最终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技艺精湛
的“国交声”，更是一代代作曲家薪火相
传的“华夏情”。

一部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史，相当于
半部中国戏剧乃至影视史。如果没有上
海戏剧学院创院艺术家和教育家——熊
佛西、顾毓琇、吴仞之、顾仲彝、黄佐临、
李健吾等等，如今大家看到的电视剧
《繁花》和电影《爱情神话》《好东西》里
的游本昌、徐峥、胡歌、马伊琍、周野芒、
宋佳、杨皓宇、何易等会在哪里……而
德艺双馨的焦晃、娄际成、李家耀、张名
煜、奚美娟、杨绍林等话剧舞台成长起
来的表演艺术家，也许也不会有如今的
成就……
今年是上海戏剧学院成立80周年。

日前，由上戏出品、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资助的大型原创音乐话剧《戏剧不戏剧》
在上戏实验剧院上演。在上戏华山路校
园内，有着佛西楼、毓琇楼、仲彝楼、健吾
楼、仞之楼等；黄佐临作为上海人艺的创

院院长，在如今的
话剧中心门口有
一尊他的雕像。
在上戏舞台上，出
现了熊佛西、顾毓
琇、吴仞之、顾仲
彝、黄佐临、李健
吾以及他们当时
招来的学生——
后来成为著名戏
曲 理 论 史 家 的
陈多、李宗仁特
型 演 员 邵 宏 来
以 及 创 办 了 青
岛 话 剧 团 的 陈
映秋……
剧名《戏剧不

戏剧》的结构看似
像是当下网感十
足的“City不City”；
结合该剧剧情的

主题，实则对应的是《哈姆雷特》的金句
“Tobeornottobe？”（存在还是不存
在？）该剧呈现了一群在排演毕业大戏的
大学生，在学校迎来校庆之际，决定共同
创排原创话剧《戏剧不戏剧》。但是班主
任在给学生排戏的过程中，遇到各种阻
碍。当毕业生在排戏的同时，或遇到了
校外公司签约的机会或收到重磅影视剧
的邀约……如果同意一个人去校外找工
作，那么其他人肯定会仿效——毕业大
戏的前途是“存在还是不存在？”个人的
前途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班主任的教
学使命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戏剧育人
的目标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最终，如果
戏不将戏，戏剧不戏剧呢？一方面，当代
师生面临两难选择，而在他们排的戏里，
熊佛西、顾毓琇等艺术家和教育家，面临
的两难选择，似乎远比当前社会艰难困

苦得多。
1945年12月1日，上海市立实验戏

剧学校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专门培养戏剧表演、导演专业人才的学
校。但是因为学校汇聚了进步文化界人
士，不到一年，就被勒令“裁撤剧校”。艺
术家和教育家展开了浩浩荡荡的护校斗
争，最终包括梅兰芳在内的100多位艺术
家联名上书，才保住了剧校，但再也没有
运营经费。1946年10月更名为上海戏
剧专科学校后，熊佛西出任首任校长。
当时，曾一度考虑过邀请戏剧家田汉担
任校长；田汉推荐了熊佛西。但是，田汉
也为表诚意，这位《义勇军进行曲》的词
作者，为上戏写了校歌。当时，“戏剧不
戏剧”的主题，是要不要办剧校。一方
面，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熊佛西
刚在河北、贵州、四川等地进行戏剧大众
化运动，教农民演戏，回上海后希冀以戏
剧唤醒民众觉悟、点亮大众生活；另一方
面，没有资金来源、凡事必须自筹资金。
那时候的校庆，没有庆祝活动——就是
每人发一片黄连，寓意“同甘共苦”……
因此，师生在排演毕业大戏之时，慢

慢意识到当前的“两难”，如果放在建校
之初的上世纪40年代，是多么地微不足
道……个人利益的追求者，与为社会大
众点亮思想明灯的燃灯者相比，又是多
么卑微渺小。
该剧难得地勇于揭开当下文化界与

娱乐圈之间，价值取向的落差——亦即
精神引领还是物质追求的灵魂拷问。虽
然，可能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的阶段
性目标不同，但是如此勇于直面这个落
差并回归两难之问的文艺作品，在当下
尤其显得真挚而纯粹。毫无疑问，戏剧
教育界自然会坚守精神引领的价值，《戏
剧不戏剧》给出了一个标杆。

——看原创音乐话剧《戏剧不戏剧》
◆ 朱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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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至少是在京
剧的演出史上，“高大全”的
人物形象俯拾皆是——诸如
《长坂坡》的赵云、《锁五龙》
的单雄信、《望江亭》的谭记
儿等等。传统京剧演出，并
不是以人物的塑造为核心，
而是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
的，与现代的小说、话剧都不
同。如果认为京剧现代戏，
包括革命题材的京剧现代戏
也是从传统京剧继承和发展
而来的，那么当然也要遵从
京剧传统的美学精神，即唱
念做打精益求精，以演员的
表演为中心。
对于《智取威虎山》，我

在幼年时就看过电影，后来
多次听、多次看、多次学唱，
童祥苓饰演杨子荣的一唱一
念，一做一打，都在我的心中
深深地扎下了根；同时遗憾
舞台之上，少有后来者能完
美地传承这出剧目——直到
欣赏了上海京剧院优秀演员
蓝天的表演。
蓝天的容貌、身材及扮

相、身段，可谓英姿勃发，完
全符合杨子荣的形象和气
质。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主义手法的文艺创作中，打
入敌后的英雄理应在形态和举止上比较低调，至少不
应引人瞩目，就像《潜伏》里的余则成那样。杨子荣的
原型人物，也是如此。然而戏曲表演出来恐怕不行，京
剧表演出来更加不行。再加上童祥苓的表演形象早已
深入人心，因此现在重演，不适宜像影视剧那样回归人
物的生活原型。
蓝天的表演天赋很高。他的唱念高、亮、脆爽，尤其

是在高音区行腔自如，显得游刃有余。他的做打也是干
净利落，一举一动绝不拖泥带水。就在这出戏里，从唱
到做打，他都在努力地“走近”前贤——尽管个性使然，
在声音、动作、姿态和风格上定有不同之处。
更加重要的是，舞台表演的“走近”与电影表演的

“走近”很不相同。舞台演出对演员的身体素质、连续
能力特别是耐久性与爆发力的统一等等，都比影视表
演的要求更高。
举例而言，像《智取威虎山》这样既演唱高昂又动

作剧烈的舞台表演，对演员气息调整的要求更高、难度
更大。此外还有客观原因——过去舞台面积一般较
小，现在普遍宽大许多，演员运动量增加了，显然会影
响其对气息的控制。看蓝天饰演的杨子荣，前排观众
如果细心的话，可以察觉他在表演中的气息涌动，也能
分辨和感受他在行腔时运用技巧换气、偷气的过程。
这种过程无疑是美妙的，这是真实的京剧舞台表演带
给观众的艺术享受。
虽然如此，我并没有打算将蓝天与童祥苓所饰演

的杨子荣作过多的比较。一代有一代的演员。就一部
优秀剧目而言，后一代演员以全部的努力、以忠实的传
承向前一代演员致敬，以个人之才华和努力代表自己
所处的时代向前辈所处的时代致敬，这是应有的态度
和作为。在非遗的某些种类、某些经典作品上，不折不
扣的“走近”、原汁原味的传承是极为必要的。这与创
新并不相悖。鉴于舞台表演的不可复制性，就算同一
个演员饰演同一个角色，其在不同时空都有细微差异，
更何况是两个时代不同的演员？从这点看，忠实的“走
近”、优秀的传承，已经包含了创新。
蓝天可能没有见过童祥苓巅峰时期的舞台演出，

但肯定观摩了无数次童祥苓在电影胶片上的表演。后
者是完美的，必须学；后者是定格的，很难学。而且从
舞台到胶片，再从胶片到舞台，学而习之，不亦变乎？
由此可见，蓝天不但成功地传承了一部红色经典

剧目，而且弘扬了京剧蕴含的中华美学精神。他从前
辈的老电影中走出来，登上了新时代的京剧舞台。他
的演出表明——“走近”是传承，变化即创新。

时代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