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笛声悠扬，“百戏之祖”绵延六百年。上

海昆剧团以原创新作《浣纱记传奇》，向昆
曲追根溯源，向先贤回望致敬。

400多年前，明嘉靖年间，时局动荡不
安。倭寇侵犯，奸党专权，内忧外患，国难当

头，值此历史时刻，魏良辅、梁辰鱼、张野塘
却以各自的生命与追求，谱写了中国文化

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们将当时的南北昆腔

集于一体创造了如今的昆曲“水磨调”。此
后，梁辰鱼继承魏良辅的成就，对昆腔作进

一步的研究和改革，写下第一部昆腔传奇
剧《浣纱记》。自此，文人学士竞相用昆腔创

作传奇，延宕至今 400余年，留下无数艺术
经典。

以昆曲历史和剧种先贤为题材的新编
历史昆剧《浣纱记传奇》，如同一条时光隧

道，引人走入昆剧发展的过往，重新回望那
些披满历史尘霜的昆曲先贤。毋庸置疑，书

写昆曲艺人波澜壮阔的变革历史，展示昆
曲艺人转化与创造精神，打开、连接昆曲艺

术过去、现在、未来的精神气场和思想通
道，于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昆曲虽然

是一门古老典雅、本体规律具有稳定性、特
色极为鲜明的艺术，但昆曲的创新与变革

从未停止。文艺的生命在于创新。无论题材
内容还是艺术样式，昆曲一直有着自身传

承创造的独特路径。《浣纱记传奇》虽然说
的是中国昆曲史上的风云变幻，其实是在

回望和彰显昆曲艺术的发展节点和具有标

志性意义的历史事件，以一段鲜明的史实

和几个代表性人物的探索与悲欢，标示艺
术的发展规律和创造精神。历史不能忘却，

这是绿叶对根的追寻和深情。数百年间创
造精神的一脉相承，昭示着昆曲人传承出

新、继往开来的基因密码。
本剧让昆曲改革家的形象走出历史深

处，昆曲先贤在苦难中坚守、生生死死逐梦

的思想高度、人格高度与艺术高度，印证了
戏曲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

价值。内容形式的丰富与新颖，让观赏者溯
昆曲之河而上有了依托。伴随着特定年代

市井生活的质感、风情，剧中的曲会、研腔、
伶人、底层乐工，包括舞台检场等，牵连起

宽阔的艺术信息。本剧是诗化抒情、浪漫唯
美的。昆曲的柔美清丽、情怀的壮阔激荡，

在舞台设计、唱腔音乐等富有创意的诗意
延展中，幻化为生动意象。正如剧终印有

《浣纱记传奇》的幕影随着音乐落下时，悠
远、豪迈的鼓乐声中，梁辰鱼、魏良辅与张
野塘走过溪水，越过山

川，携手并肩，踏歌而去。

众多昆剧人前赴后继、连
绵不绝的身影，形成中国

昆曲艺术发展的雄浑意
境，自成一番风韵。作品

在内容题材与艺术样貌
的拓展方面提供了有益

启示。

    《敦煌女儿》是一部有“上海气质”的作品。

这部作品和上海沪剧院即将推出的《董竹君》
一样，体现出沪剧这个上海本土剧种着力打造

地方文化、树立地方形象，以艺术的方式讲述
上海故事的用力所在。从沪剧这个剧种的历史

与发展的角度看，《敦煌女儿》也是一部从素有
“西装旗袍戏”之称的市民戏曲向现代化都市

戏剧过渡的作品，它接续了《雷雨》《邓世昌》

《家》等沪剧现代戏佳作的创作原则，也将为
《董竹君》和其后的作品积累更宝贵的经验。同

时，《敦煌女儿》的主演是上海家喻户晓的沪剧
名家茅善玉，她以形神兼备的上海做派来表现

同是上海女儿的樊锦诗教授，无论是表演者还
是被表现者，都堪称具有最典型的上海气质。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部作品的舞台处理，完全
跳出了传统戏曲现代戏的表现框架，时空穿

插、诗性动感、心理空间、象征意象、时空秩序
等舞台手段的运用和创造都是当下戏曲舞台

上最前沿的舞台手段和处理方式，这种“风气
之先”素来也非海派莫属。

《敦》是一部既是现实题材又是当代故事
的戏曲作品，樊锦诗先生是著名的敦煌学学

者，且仍然健在，所以剧本的虚构空间很小，她
这种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坚持是学者这个职业

特有的品格，但将这样的人生放在舞台上表
现，戏剧性却难免薄弱。

我们在舞台处理上完全看到了创作者对这
两个困难的解决方式，人物经历既然简单，则被

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物心理空间与精神空
间的放大和强调。跌宕起伏情节未必是戏曲表

现所擅长，导演于是将文本变成一场节奏连贯
的诗意展示，让现实情境与心理变幻交叉叠加，

抛弃流水线一样的线条性叙述，在将樊锦诗的

人生表现加以节选从而形成一个又一个情节段
落。这样一来，这个戏就好看了，变困难为好看

的地方，也正是最值得我们关注之处。
《敦》的天幕和舞台后区的设计是一个三

面环绕的盒状结构，顶光照射下的三面盒状的
设计空间首先构成了舞台空间，其实有了人物

心理空间的重要功能。在舞台空间上，三面结
构有时是敦煌洞窟的实物象征，拈花微笑的佛

陀可以直接从天而降，禅定佛陀的微笑与樊锦

诗作为学者那份淡然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重叠
和交错；有时这个三面结构又是现实的屋顶，

是敦煌第一夜难以入眠的陋室，是红光满照下
新婚的洞房，是常书鸿因内心的煎熬和困惑而

走来走去的伤心地，是暮年的樊锦诗回首人生
时的宁静空间。这些象征性的空间转换结合舞

台上两道门框的流动和转换共同制造出时空

穿插，也就形成了宝贵的诗性流动感。但更高
明之处在于，舞台空间除明示故事发生的场域

以外，又具有高度的隐喻性，那就是———樊锦
诗的心理空间。

《敦》心理空间的建构是由舞台后区的三
面体和舞台上两个能够转动的白色门框一起

完成的。地面上的门框转动，天幕上三面体时
而昏暗，时而光明，时而因新婚的喜悦而红光

满映，时而因女主人公在困厄与分离中的迷茫
和坚持而安静低沉。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不是

樊锦诗这个人简单的人生故事，而是她的心。
一个没有多少起伏和传奇的故事未必能吸引

所有的观众，但一颗宁静、坚定、淡然的心灵一
定有动人之处。

正是因为这些手段的运用与这些理念的
贯穿，《敦》解决了表现“真人真事”的现代戏

经常面临的戏剧性薄弱的问题。回到舞台视
觉艺术特色的探讨上来，《敦》几乎是当下将

舞台设计做到了最大化和极致的现代戏作
品。舞美是为演出、为传达文本价值服务的，

但《敦》的舞美和舞台具有了独立性。众所周

知，曾经，上海新式剧场和海派机关布景曾经
带动了传统戏曲与话剧的舞台风貌的现代进

程，尽管真牛真车活马上台一类最后被艺术
与历史无情地淘汰，但求新、求变的海派精神

与上海气质始终被后世所继承。在传统戏曲
经历了太多的危机与讨论之后，当有机会再

次站在现代戏曲的门槛之前，继承与创新的

争论与对立贯穿了当代戏曲的生存与发展，
而其实，创新才是最好的继承。这样的态度和

气度，我们在《敦》所提供的艺术实践中看到
了，在沪剧的剧种建设和发展中看到了，在上

海看到了。

    北平无战事，是和平解放，但并非真的无

事，而是潜流暗涌、激流奔荡。历史常如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然，也像洪水过

后，大部分的沉舟残骸、浮泛沉渣，都会暴露出
社会的积弊、人性的斑斓———北平和平解放是

我们党英明决断、努力周旋的结果，国民党政
权的贪腐糜烂、民心凋零也已注定了其大势已

去；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

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最精彩的戏便隐藏其中。

京剧《北平无战事》改编自刘和平的同名
小说。由于舞台时空的局限和戏曲表现的特

性，它显然已不可能像原著或电视剧那样成为
鸿篇巨制、线索繁多，甚至还不得不删枝去蔓、

删繁就简，通过艰难的选择取舍和吐纳布局，
去构建宜乎京剧唱腔与程式表现的形式。这一

点，其难度可想而知。戏一开场，便是灯光营造
的多演区迭进———谢培东接到组织要求筹款

和救人的双重任务，随之迅速递转到方孟敖的
法庭现场、方家准备捞人的焦虑画面、谢培东

携任务会见徐铁英的智算周旋⋯⋯逼仄压抑、
黑暗笼罩的环境里，多头线索、各色人物迅速

立于舞台，主人公谢培东仿佛行向刀丛觅小
诗，是很出彩的。

当北平和平解放还是一个悬念、一个人民
尚待决断的选择时，军民排墙结阵的紧张情势

通过多演区的时空调度充分展开。京剧《北平
无战事》全方位地迅速建立起了戏剧冲突、人

物关系，犹如阅兵巡阵，一下子把紧张悬念、紧
凑节奏推到了观众面前。这突破了戏曲“一人

一事”的惯常叙事模式，无疑是一次有现代意

义的探索。

在万分险恶的秘密战线，一个筹款服务解
放战争的必然任务，偶然与救人任务纠缠到一

起，便蚂蚁穿穴似的揭开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
腐败与仓皇：一方面，谢培东为救人去拜访徐

铁英，双方试探攻防，直到徐铁英佯访方家发
现被忽悠，走私分成落空，终于原形毕露。整个

过程，一个冷静无畏、智算从容，一个老奸巨

猾、外强中干，人物显得肉紧筋结，很有嚼头。
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权经济柱石、有开明

思想而失望于时局的方步亭，他和他的家庭所
潜伏的亲情冲突、人物暗流和被时局捆绑、岌

岌可危的处境，正具体化地折射出北平古城的
处境。本为局外人的程小云为保护方家、掩护

谢培东和方孟敖而被捕入狱，则进一步诠释了
“人民的选择”的内涵，并使对敌斗争和自我保

护汇流碰撞。在这里，方步亭、程小云和谢培东
三人有一段多时空切换的轮唱，通过方程之

情、程谢之义的交织叠加，不仅赋予程小云的
牺牲更丰富的含义，也给表演提供了一个非常

独特的情境———看似独自抒怀，又像隔空对
话，随之转入方步亭探视的情节，勾连起一段

逶迤久远的温柔。在自由调度时空、提高叙事
效率的过程中，程小云这个角色调配了人物的

行当色彩，一出《霸王别姬》的“戏中戏”，可以
说较好地贯通了全剧的气韵和情感，是比较讨

巧而又感人的。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只要民族得解

放，何须天下尽识君。当人们驻足北平古城、仰
望彩霞满天时，永远不该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

事业做出重大牺牲、重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1987年在北京诞生的中国艺

术节，一路走过云南、甘肃、四川、
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山东，中国

的“文化大码头”———上海终于赢
得了举办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

荣耀。
“文化码头”之誉，由来已久。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上海一直是开

放的、包容的、多元的。中外文艺人
才、团体纷至沓来，在这里展露才

华，乃至生根、开花、结果。江南文
化在此融合了欧美近现代工业文

明，亦古亦今，中西交融，渐渐形成
以“海派文化”著称的上海文化。20

世纪初，上海已成为全国文化中
心，到上世纪 30 年代更至鼎

盛———在教育、出版、文学、艺术诸
多方面体现出无可替代的综合优

势⋯⋯近 40年来，“海派文化”重
整旗鼓，上海再次成为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中心。
入选“改革开放上海首创案

例”的上海国际电影节，1993年创
办之初，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派出

好多观察员，坐在上海影城二楼的
阳台上，拿着小本本，详细记录观

众流量、出票情况，给这个新生的
中国电影节打分。当时中国的电影

市场尚未形成，而 A类电影节要
求创作、市场等一应俱全。翌年，上

海国际电影节被认可为“国际 A

类电影节”，中国电影界与国际同

行的交流由此跃上了一个新的台

阶。当上海成为国际电影的一个
“码头”，异质文化频频刺激本土创

造力的“源头”，一批优秀的中国电
影脱颖而出。

年满 20周岁的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从最初满世界寻求名团来
演出，到后来世界名团争相“上海

首演”：2001年，莫斯科大剧院带
来最新版本的《天鹅湖》，是当年俄

罗斯首演后的亚洲首演；2018年，
受邀请整整 10年的纽约城市芭蕾

舞团姗姗而来，完成中国内地首

秀。上海这个“大码头”，给国际大
咖留下的深刻印象，不仅仅是合作

的同行各方面非常专业；连观众也
见多识广，购票前先要审视节目

单、挑剔首席演员。与此同时，一台
台汲取外来营养的本土精品，也不

断走出国门，登上世界舞台。
即将在上海启幕的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51台中外剧目中，上
海占了 7部，沪剧《敦煌女儿》、话

剧《追梦云天》、儿童剧《那山有片
粉色的云》对应观照现实，反映时

代；京剧《北平无战事》、人偶剧《最
后一头战象》、昆剧《浣纱记传奇》

以及被安排为开幕演出的上海歌
舞团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都

体现出传承发展与守正创新，不光
创表现手法之新，更创出了当代人

文品格之新；“大码头”艺术院团的
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此次盛会另有一大亮点：“文
创”首次被纳入。博物馆借此参与

到中国艺术节中，故宫博物院、中
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家队”集体亮

相。“创意旋风”中，中外同行擦出

种种火花，值得期待。
越开放，“码头”越大，融合的

东西越多，“源头”就越活，创意迭
出，百川汇流终成汪洋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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