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小男曾创造出舞台剧《寇流兰与

杜丽娘》，在2016年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这一年，恰好是莎士比亚与汤

显祖一同逝世400周年纪念。寇流兰是

莎剧人物，杜丽娘是汤翁代表作《牡丹

亭》女主，由茅威涛一人分饰两角。该剧

融合了两位戏剧大师笔下的人物，共同

探讨“生命价值”——“寇流兰将军为民

族而受死，似乎命题很大；杜丽娘就是为

爱而活，似乎命题很小，其实，是大将军

与小姑娘的生命价值打了个平手。”

这出戏还在莎士比亚故居的花园

里上演了。这个花园里，有着莎翁与汤

翁面对面似乎在交谈的两尊塑像。英

国普通民众并不太知道这个穿古装的

中国人是谁，英国戏剧人也只是模糊地

知道这尊塑像是“中国戏剧家”，但在看

了《寇流兰与杜丽娘》后他们纷纷表示：

“我们现在懂得，为何要在这里塑一尊

汤显祖的像了。”这不仅仅是大将军与

小姑娘生命价值的碰撞，也是中英戏剧

乃至东西文化的一次碰撞：“每个人的

生命价值是一样宏大的。”汤显祖的命

题就这么简单：一个人的理想、青春、价

值、精神等等在哪里？柳梦梅的生命奔

赴哪里？石道姑这样有生理缺陷的人，

也体验到了美好的人性……每个人都

奔向自己想要的圆满人生。

“旧中见新，新中有根”是郭小男提

出的名作改编的思路。他认为，中国观

众的理解力超强，一定要在舞台空间上

做得美轮美奂，但是“心中一定要有根，

昆曲一定是——忠于流派、忠于传承、

忠于原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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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让英国人也了解为何在莎
士比亚故居塑汤显祖像”

◆

朱

光

今天，在文化广场开放的2小时彩

排的名额已被戏迷秒空；一个月后，由

郭小男导演、上昆演绎的55折全本《牡

丹亭》即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导演

郭小男说，“在《红楼梦》里我们看到

的，是宝黛的爱情故事，但其实它是一

部宏大的哲学著作。《牡丹亭》也一样，

有些观众会认为它是杜丽娘和柳梦梅

的爱情故事，实际上它更是一部明代

社会哲学及艺术美学的鸿篇巨制。”

“我们不缺华丽的舞台，但缺少对

牡丹亭精神全貌的诠释和呈现。我们

习惯了短视频的便捷，可能已经忘了

“一字数转”的昆曲之雅和慢生活滋

味。不妨花上一天的时间，去感受先

贤留下的文化瑰宝，体验一次明代美

学的生活方式。”

4 “排55折全本，我干了一件我
该干的事”

后记

1 “55折《牡丹亭》，是昆剧人的毕生表达”

昆剧是“百戏之祖”。《牡丹亭》

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且可以比肩的

剧作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中最具有

代表性的一“梦”。始终以大戏剧观

执导戏剧、戏曲等各类舞台剧的导

演郭小男，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是一

名昆剧人：“55折全本《牡丹亭》，是

昆剧人的毕生表达。”

1999年，导演郭小男与当时仍健

在的著名编剧王仁杰携手，创排了35

折《牡丹亭》。现任上昆团长的谷好

好笑称自己当年是“龙套头头”，一忽

儿演花神，一忽儿演女兵——当时，

他们心里就埋下了有朝一日演出55

折全本《牡丹亭》的愿望。

“55折，才能把汤显祖的精神表

达完整”，郭小男摊开他在《牡丹亭》

全书上做的密密匝匝的笔记，红色

的、黄色的荧光笔涂出了不同段落，

N次贴纸上工整地写着“信息量超

大：1、2、3……”，有些语句还被他重

新调整了顺序，才能顺成剧本所需

的流程，整个过程花了整整三个月：

“不把这本书啃碎了，心里没底”。

排演55折全本，两三年前就被排上

议事日程。但好友王仁杰不在了，

还有20折没动，郭小男就地一个字

一个字研究，有些是案头文学，舞台

上立不起来，有的是难懂的文言文，

要细细推敲：“《红楼梦》是哲学；《牡

丹亭》更是哲学——如今我们无法

感受到明代理学对当时的人性影响

到什么程度，全本表达了个体的及

其所处社会的波澜壮阔。”

对待55折全本的态度应该是：

“严谨、严肃、敬畏、完整”。在我们

这个时代，上海一直打开大门接纳

多元文化，“我们不能只看到别人的

文化，别人能看到我们吗？《牡丹

亭》，就是我们。”

2“为爱而死然后复生，会被亲人、社会接受吗？”

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爱情主题的

切割、取舍、选择，有其渊源。但时至

今日，我们要完整体现优秀传统文化

的全貌。全本里，有战争、宗法、礼

教、道统、精神、理想、情感……但目

前已经上演过的版本，就连对柳梦梅

的思想，都没有全面的解释。

“这个时代，我们才有机会做全

本，而全本才能让人知道《牡丹亭》、

汤显祖其实是有很多承载的”——杜

丽娘因为爱而生，因为爱而死，可我

们谁都没多问一句，当死而复生，从

鬼回到人的杜丽娘，会被亲人接受

吗？会被理学接受吗？杜丽娘的父

亲杜宝，都不接受——哪怕连皇帝都

接受了，她父亲还是不认同。杜宝是

道统捍卫者，他依然觉得女儿是鬼。

简言之，这是理学与人性的较量。

柳梦梅是凡夫俗子，要在完成古

代男人的价值体系——走科考仕途

成为状元的同时还背负了杜丽娘这

条人命。但他最后完成了心学、情

感、生命、科考等各种难题……这些

都被以前上演的版本删减了。汤显

祖说的不仅仅是情感故事，而是后面

这些人性的磨难与抗争。

要让现代人一口气拿出3个晚上

看戏，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多人能以自

拍的方式，把自己嵌入传统文化的封

面，“浅读”一下，已是接近美好了。

郭小男建议：“干脆一天演完，让

我们一起过一次明代生活——释放一

次以《牡丹亭》为载体的明代美学，体

察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页。”这是慢节奏

的昆曲，对短平快生活的全新赋能，让

心灵能慢慢感受传统文化的精髓。大

部分人看戏是看热闹，欢聚一场，各自

散去。而去看55折《牡丹亭》，是带着

开阔的自信，回眸传统文化，是上海观

众近年来的一大幸事。让我们平心静

气地用昆剧，表现一次儒雅，表现上海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明代美学，尽在《牡丹亭》”，穿着

牛仔衣的郭小男沉吟道。

郭小男为55折全本《牡丹亭》规划

的舞台，有一个四面转台，有的像古戏

台、有的是空的空间，可能会转七八十

次，但调性和风格一定与以往昆曲的表

现方式完全不同。一定要让观众意外，

一个“意外”还不够，要“意外的意外，再

意外”才会觉得“好看”。

大家通达地看完这55折，可以看清

每一个人物为何这么选择——前有元

杂剧，而汤显祖在明代写了一个发生在

宋代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精神现象的

出现。元杂剧特别批判现实主义，如

《窦娥冤》《赵氏孤儿》，而到了明代，忽

然闲笔一支写了这么一个人性化的故

事，特别体现出中国人精神的上升：“今

天拿出这样的作品，是能与世界对话

的。真的有了作品才有自信，真的有了

自信才能输出。”郭小男认为，他复原的

55折，“并非是当代的重新认识，而是当

年人家就是这么写的。”

全国上下杜丽娘还真不好选，上昆

倒是有。此番，扮演杜丽娘的罗晨雪、扮

演柳梦梅的女小生胡维露下了苦功。胡

维露是岳美缇嫡传，还得到了蔡正仁的

辅导。上昆青年演员都特别有演好“55

折”的热望——一个演员，能拿下《牡丹

亭》全本，是“不枉此生、不枉昆曲”。

郭导认为：“《牡丹亭》的根在于

——今天恰恰是或缺的，亦即人的自觉

寻找，这种生命意义的奔赴，今天是散

装的。哪有一个男孩、女孩能完成这样

的生命壮举。”

《闹学》里有一个情节，调皮的杜丽

娘拿出“文房四宝”里的纸，是“薛涛

纸”。薛涛是名妓，老师生气了，让她

“赶紧把薛涛纸换成蔡伦纸”……这个

情节，此次恢复了。郭小男感慨：“汤显

祖，是用了多少侧面来描写杜丽娘个性

的方方面面啊！”

55折之所以演全，就是要恢复对名

著的溯源、考古，郭小男平静地表示：

“我就是干了一件我该干的事，把价值

提炼出来。为了此事，我特别自律，到

点睡觉、到点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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