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京剧《主角》中的艺术探索
◆ 孙国忠

作为中国传统戏曲中最有代表性

的剧种，京剧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

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近

日，国家京剧院青年团携五台大戏亮

相上海宛平剧院，其中的现代京剧《主

角》作为唯一新编现代戏剧目，备受瞩

目。

现代京剧《主角》从文学（小说）文

本改编而来，登上京剧舞台后，展现了

传统艺术与当代叙事的巧妙融合，通

过现代戏的创作手法力图赋予京剧表

演艺术新生命。这部作品既保留了京

剧的古典韵味，又与时俱进地融入了

当代审美。

与传统戏曲不同，现代戏剧更加

注重表演的真实感和贴近生活的表现

手法。因此，无论是在表演的方式上，

还是在人物的性格塑造及年龄跨度的

处理上，《主角》的艺术演绎都必须做

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现代观众的审

美需求。

排演《主角》时，导演要求演员“卸

甲归田”，摆脱京剧程式化表演的束

缚，更多地贴近现代生活的真实表

达。这意味着演员需要摆脱传统京剧

中固有的表演模式，将观察生活、贴近

现代人物的表现形式融入到表演中

去。这不仅是对演员表演技能的挑

战，也是对他们艺术理念的一次重塑。

当然，完全抛弃京剧的程式化表

演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失去京

剧的这些“立足之本”的艺术元素，京

剧的品格和品质就会受到影响。因

此，如何在保持京剧特色的同时，又能

融入现代戏的表演形式，成为《主角》

这部戏艺术创作的首要挑战。

观此剧能发现，戏中核心角色忆

秦娥的表演既贴近现代人的状态，源

于生活，又不完全照搬现实，而要高于

生活。主演付佳通过多场演出的艺术

实践和创作体悟，逐渐找到了一种表

演上的“平衡”——在现代人物形象的

性格塑造与戏曲韵味有效展示之间

“度”，从而努力形成一种蕴含当代审

美趣致的艺术样态。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讲述

了放羊娃忆秦娥成长为一代戏曲名伶

的故事。从文学文本到京剧舞台表

演，实际上是一种艺术叙事方式的再

创造。剧中人物行当齐全，戏剧情节

发展时间跨度长，戏剧张力强劲。主

演付佳演绎了主人公从二八年华到知

天命之年的心路历程，行当也从最初

的花旦过渡到中年的刀马旦，再到角

色后期形象所需的青衣表演，很有挑

战性。

将文学文本的文学叙事转化成京

剧表演的戏剧性叙事，这在音乐艺术

领域也有尝试，许多歌剧作品都源自

文学文本。作为戏剧形式，歌剧和京

剧都有人物（角色）、情节、音乐和表

演，都需要戏剧性的体现，但由于两者

在戏剧创作理念和表演体系上的区

别，它们的戏剧性呈现方式和作品最

终达到的审美期待均有很大的不同。

就京剧艺术而言，通过“四功五法”来

展示的程式化和虚拟性表演就特别需

要把行当及流派的艺术底蕴渗透到人

物塑造中去。

将一部长达80万字的小说改编为

时长仅为两个半小时的舞台剧，对编、

导、演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主角》最

终以忆秦娥与舅舅胡三元的甥舅关系

为主线，聚焦于11个核心人物的戏剧

叙事，并通过京剧行当的设置赋予他

们独特的舞台表现形式，从而将整场

演出紧密贯通。

剧中，角色的设计不仅考虑到了

京剧行当的丰富性，还在表演形式上

大胆创新。忆秦娥这一角色主要是青

衣的路子，突显了她端庄大气的艺术

形象，舅舅胡三元则通过铜锤花脸的

表现形式，彰显其豪放的个性。其他

角色的刻画也令人印象深刻：忆秦娥

的初恋封潇潇是以唱功为重的老生呈

现，老师胡彩香是老旦，竞争对手楚

嘉禾则以有较多身段表演的花衫来演

绎，单团长更是融合了小花脸和老生

的特点，创造了“杂派老生”的样态，

让整个舞台演出更为丰富多彩。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忆秦娥回忆中的戏剧

场景，具象化了她内心深处的“戏

魂”。

◆ 周云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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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丽珈

话剧《战争与和平》：
只有爱，没有恨

守正与出奇
西游题材作为“世代累积型成书”，

历代以来演绎与改编作品颇多，吴承恩

小说《西游记》堪称集大成者，故事主角

从唐僧转到了孙悟空，齐天大圣以其不

畏强权、敢于斗争的形象著称于世。当

代戏剧领域（以戏曲为主）对西游题材

改编往往中规中矩、恪守传统。上美影

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央视86版电视剧

《西游记》和央视动画片《西游记》，成为

80后与90后百看不厌的经典之作。这

一系列作品都是忠实于《西游记》小说

原著的守正之作。

1995年，电影《大话西游》首开解

构西游题材之先河，以无厘头方式给

“无性人”孙悟空增添了大量爱情戏

份，着眼于爱情与事业的对立，自由与

责任的两难抉择，契合了当代年轻人

的心理，风靡一时、广受追捧。站在当

下视角回望，后来出现的诸如《情癫大

圣》《西游降魔篇》《西游记女儿国》等

电影都把西游题材往爱情片的方向推

进，以斩妖除魔为主线的神魔小说硬

是被拗成了爱情偶像剧。

2000年，网文《悟空传》的问世可

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西游故事被进行

了颠覆性的“魔改”：完成艰苦卓绝的

取经事业之后，成为斗战胜佛、位列仙

班的孙悟空，被天庭抹去了记忆，分裂

出一个“黑悟空”，不服天命、挑战天地

诸神，核心主旨惊世骇俗：“成佛就是

消亡，西天就是寂灭，西游就是一场被

精心安排成自杀的谋杀”。全书以恣

肆狂放的语言表达对宿命的不甘与反

抗，延续并进一步丰富了《大话西游》

的爱情线，透出一股“不自由，毋宁死”

的决绝气质和悲剧美学。

祛魅与求证
电影《大话西游》和网文《悟空

传》引发了之后层出不穷的解构式改

编与重塑。西游故事逐渐成为职场

人的心灵寄托，《世道人心说西游》

《太白金星有点烦》等书籍解读人性、

解读职场、解读世道人心。网络中更

是充斥着各种对西游题材的文本细

读与探微知著，得出不少“细思极恐”

的结论，阴谋论与厚黑学不时闪现其

中。一些作品不仅对西游故事、诸天

神佛进行了祛魅，对取经事业的正义

性与合理性本身也产生了质疑，而大

量奋斗于生活与职场一线而又深陷

于中年危机的中流砥柱常读常新，获

得情感共鸣。

同时，另一个方向的西游题材改

编聚焦于心灵成长与责任担当，对“意

义”的叩问似乎是当代人对自身生存

价值的终极求证。2015年，动画电影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好莱坞经典模

式讲述英雄先完成自我成长，再去拯

救世界的故事。去年的爆款动画《中

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借用西游故

事的大背景，聚焦小人物生存困境，直

击职场“打工人”心灵，引发全网热

议。今年2月首演的话剧《西游》更是

另辟蹊径讲述了不同视角的取经故

事：雷音寺取经前一夜，师徒四人开始

追问取经的意义，回顾各自身世与人

生轨迹，试图完成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唐僧经历十世轮回，坚定了内心“舍身

饲妖”的信念，跳脱因果、不堕轮回。

成熟表达与极限探寻
西游题材经过多年来的演变与更

迭，在表达方面更趋成熟。《黑神话：悟

空》的剧情演绎既脱胎于《西游记》小

说原著，又承续《大话西游》和《悟空

传》等西游题材解构作品的精髓，隐而

不发的暗黑特质留待不同圈层的玩家

与非玩家解读与思考。整个游戏的故

事架构分为《序章》《火照黑云》《风起

黄昏》《夜生白露》《曲度紫鸳》《日落红

尘》《未竟》，分别对应黑熊精、黄风怪、

黄眉、百眼魔君、牛魔王、红孩儿等

boss，网上已经解锁了大部分剧情，各

种短视频合集几乎就是一部电影的雏

形，即使不玩游戏也可以管中窥豹。

故事设定为悟空完成取经任务后

“功成身退”，要回花果山逍遥度日，被

天庭派出的二郎神和其率领的天兵天

将围剿，悟空战死，身体化为六根，被

分给五位boss。游戏主角即玩家扮演

的所谓“天命人”，肩负着重走西游路、

寻得悟空“六根”（眼看喜、耳听怒、鼻

嗅爱、舌尝思、身本忧、意见欲）并复活

悟空的重任。各章节的主线与支线故

事单独看来都算精彩，每个反派都有

丰富的人物小传，每章最后还有彩蛋

动画，对情怀的精准把握成为令玩家

泪目的不二法门：比如《盘中谜》壁画

暗示了菩提老祖对悟空的殷殷师情，

猪八戒与紫蛛儿的爱情悲剧又让多少

人忆及至尊宝与紫霞。但是综观全

篇，故事立意与前后逻辑都有值得商

榷之处，不管结局是“天命人”戴上金

箍成为新的悟空重入轮回，还是摆脱

紧箍束缚、跳出轮回，对当代文化思潮

的展示与大众心理趋势的投射都没能

突破《大话西游》和《悟空传》所圈定的

范畴。当然，我们不应该苛求一款游

戏承担起教化众生的重任，况且3A游

戏与其他文化产品相比，其优势更多

在于强烈的代入感和沉浸感，逼真的

情境建构可以让玩家抒发少年意气、

暂遣现世烦忧，在其中展开极限探寻，

游戏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

《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骥说：

“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而小说原著中孙悟空对唐僧说：“只

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

山。”无论如何，“黑悟空”现象让我们

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界破圈的多

种可能、文学IP转化的成功范例、文

旅融合的广阔前景。念念回首，未来

可期！

胡玫版的《红楼梦之金玉良缘》

上映不过十余天，票房不佳，差评如

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

《西游记》内容幻化出来的国潮网络游

戏《黑神话：悟空》一路狂飙，以及立陶

宛戏剧大师里马斯 · 图米纳斯执导的

话剧《战争与和平》的一票难求。为什

么同样是名著，观众对去影院看一版

新红楼无感。

首先必须承认，这一版的红楼，于

私，看过确实有些失望的，至少是不如

预期。原以为如导演所长，是一出正

剧，结果几个碧蓝的大字“金玉良缘”

打出，看得当即心下一凛，对于这个蓝

色是怎么会出现在红衣少年一人一马

一白茫茫天地中的不得其解，无论从

美学还是立意，这个开场都已预感不

妙。全片也确如许多评论提到的非常

网剧短视频化，诸如黛玉葬了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这样的片段，竟要远去林

芝取景，画面却似廉价特效，全是不惜

一切博流量的态势。片中人物皆是脸

谱化，个个脸上俱是心机，爱情权谋宫

斗家国变故全有了，倘若没有了贾府

贪了林家的钱修大观园这一妄改，几

乎可算是红楼梦的速看版。

翻到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四大

古典名著中，年轻人最不喜读，最不能

读的就是《红楼梦》。不喜不能，自有

个中原由。一是信息时代，短视频泛

滥，碎片化的网络时间根本改变了阅

读形态和习惯。二是如今读者的阅读

目的往往更具功利性，现代读者的快

节奏生活和实用主义倾向，使其易选

择轻松、有趣、能够快速回馈的内容。

而与另一些贴合当下的读物相比，《红

楼梦》更显得过于严肃和复杂。小说

中的古典诗词、对联等需要较高的语

言素养，诸多文化细节需要深厚的历

史知识才能完全理解。书中庞大的角

色阵容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也让人很难

在短时间内掌握和记住所有关键网

络，这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相比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

游记》，《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作品也

相对最少，由此衍生的阅读推广也是最

弱。《西游记》中的神话元素赋予了改编

者自由的创作空间——只要有足够的

想象力和创新力，就可任意打造奇幻与

冒险的场景，然后个性化的叙事争奇斗

艳各表一枝，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魔改

也能得到最高的受众接纳度。《水浒传》

则集中在武侠元素，水泊梁山一百零八

将既有宏大的时代群像，亦有充沛的单

人支线或小团队片段。取材于书的影

视戏曲以及多款游戏，广泛得到成功与

流传。至于《三国演义》，则集合了历史

名场面，策略与权谋，以及三国人物志，

总有一款改编可演绎，书中大大小小的

争战场面，也易于在影视和多媒体中进

行视觉化再现。

反观红楼，最为人熟知的是1987

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剧版本，以

及更早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越剧《红

楼梦》。可以说，是《红楼梦》由此得以

两度全民普及。之后谢铁骊的电影中

规中矩，再之后就是2010年由李少红

执导的新版电视剧，和这一回胡玫版

的电影，就更多是批评了。

原著《红楼梦》以其文学价值，具

有格外的“权威性”，同时，高度受限于

庞冗的红学研究，所有改编似乎都需

讲求严谨考究，事实上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创作的自由发挥，遑论要魔改

了。一方面是由于作品深度、复杂，观

众群体相对较窄，市场接受度低；另一

方面，在改编过程中又重重桎梏，难以

平衡商业价值与艺术表达。两相矛盾

造成了《红楼梦》再创作的难上加难。

就以胡玫版新红楼而言，宝黛钗

传递的青春气息还是有的，形象与对

话在导演的意图中都更追求符合当下

的青春期少男少女。但最大的窘境是

读者断代，会走进影院的并不是导演

欲迎合的年轻一代，或两代，仍旧是如

笔者这般对原著或者87版电视剧有一

定认知基础和情感的观众，对于影片

是怀有固定期望的。大胆设想若此片

先在校园中巡演，或许不至于是一边

倒的评价。其实李少红版的电视剧亦

有现代和时尚方面的创新，尽管结果

不尽如人意。原著党的期望向来是一

把双面刃——当年87版初映存在过两

极分化的评论，倘若彼时自媒体发达，

或许在口诛笔伐中也难以存续一时。

这世间有魔改的西游，有见微见

著的水浒三国，还有一人有一个的哈

姆雷特，但所有人真的只能有同一个

“红楼梦”吗？从这点上说，今天的胡

玫也好，往日的李少红也罢，即使效果

与意愿不符，但都是累积了《红楼梦》

改编的经验，甚至：碎片化又有何不可

呢？而不能获得成功的根源，恰恰可

能在于创作者太过想跳脱框架，都着

力在形式上——简化情节或添加快速

刺激的元素，本来就导致了对原著深

度和广度的削减，更差了诚意。这诚

意却正是越剧《红楼梦》和87版能成为

经典的原因，以及坊间盛传的小戏骨

版红楼，同样是因为诚意才被人看

到。不论怎样，仍希望未来能有不惧

骂声的创作者，多一个人多一个版本

的红楼，就可多一份追梦之心。

“当生活偏离轨道时，我们会觉得

一切都完了，但这只是新的生活，更美

好的生活的开始。”

——话剧《战争与和平》
最近，我在冷气十足的东艺跟随

着24位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优异的

话剧演员去了200多年前的那个寒冷

的国度，体验一种要在雪地里奔跑的

能量，心火热得让我想要跳舞和呐

喊。这是我第一次在看戏的时候明白

小时候常常听到苏联“功勋演员”的含

义——具体是怎样的演技，怎样的鲜

活。温度极寒的地方，都隐藏着极大

的能量、极大的热情、极强的生命力，

还有超越一切苦难的轻盈的灵魂和纯

粹的感情。一种鲜活的现实主义和迷

人的理想主义融合在一起。这就是由

可以称得上“当代俄罗斯戏剧天花板”

的里马斯 · 图米纳斯创作并导演的《战

争与和平》，5小时的三幕话剧，这也是

这部戏第一次在俄罗斯以外的国度演

出。这是我们的幸运，是一种现实里

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该剧视觉的审

美高度、人物的塑造能力、音乐的史诗

恢宏、作品的精神内涵，是一般剧作无

法企及的。

这部话剧的原作是19世纪世界文

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共有559个人

物，托尔斯泰以他特有的叙述力量，

“讲述”了战争、爱情与人性的奥义，反

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事件，包

括奥斯特利茨大战、波罗底诺会战、莫

斯科大火、拿破仑溃退。

图米纳斯只是用了24个演员（包

括托尔斯泰本人），在整整5小时里，几

乎完美地展示了这部磅礴的作品。这

15年里，那些爱着的人。是的，这部剧

只有爱，没有恨。这里面的爱是复杂

的，是深邃的。

“爱可以对抗死亡，爱就是生命，

爱与一切相连，这世上的一切之所以

存在，只因为我的爱。”

——话剧《战争与和平》
这部戏的场景和灯光是极其简单

的，没有繁复的舞美设计，总共就是一

个巨大的背景墙，没有多余的装饰，甚

至背景墙也是一抹色，连国内喜欢的

异形拼贴这些花哨的设计也没有。只

是单纯背景墙前后、左右移动和角度

变换，带出不同的空间划分，背景墙可

以是剧场、床、台阶，略有高低的设计

甚至让你看到复杂的前后景演员细腻

的内心戏。灯光一开始也简单，没有

什么明暗刻意强调的场光加面光，随

着三幕的主题，一点点聚焦在个体上，

从爱情与幸福、个性与成长、战争与正

义三种不同的主题上渲染人物，让个

体在历史的长卷中闪闪发光。

开场的大幕一拉开，你就知道这

将是一部很高级的戏，就好像武林高

手的最高境界，不比刀剑的名贵，摘叶

为镖，举手投足就是高深莫测的武

学。看着演员在巨大的舞台上奔跑、

冲突、嬉闹、独白、对话、扭打、拉扯，你

就会明白，舞台灯光服装这些视觉呈

现的基本要素就是给了导演一个巨大

的“playground”（可以解释为“游乐场”

或“表演场地”），让演员最无拘束，投

入地做自己，最大程度地展示自己、演

绎人物，做到演员与人物的“二合

一”。那些细腻的转场，那些高级的灯

光明暗变化，那些小道具出现的细节，

那些轻薄的纱裙在舞动中起伏的韵

律……看完之后你绝对不会去计较服

装好看吗？道具真实吗？你只会感慨

质感怎么那么美！一切设计都让人更

加出彩，这不就是舞美的真正功力吗？

“为自己而活着，要避免的不幸只

有两件——良心的不安和身体的疾

病。没有这两种不幸，就是幸福。”

——话剧《战争与和平》
一开始娜塔莎、索尼娅、鲍里斯、

尼古拉，这两对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姐

妹和各自的恋人，在舞台上奔跑、嬉

闹，白色的长裙，飘逸的裙摆，浅色的

西装，大片的纱，托举着的钢琴和大提

琴，从舞台的一边拉到另外一边。他

们的笑脸，他们的笑声，是富庶的俄罗

斯沙皇时代下贵族生活的缩影。一切

都是那么美好。

可是当拿破仑的军队逼近时，都

不一样了。病重的博尔孔斯基老公爵

在过世之前对他女儿的那段忏悔简直

绝了。他大段大段的独白，其实都是

很诗意的。不知道那一刻他的女儿玛

丽亚有没有一丝一毫感慨战争，让她

体会到父亲深厚的爱？我们只是看到

老公爵死后的玛丽亚再也不是那个温

婉柔软的女子，她变得和钢铁一样坚

硬。这是真正的女人，好像娜塔莎。

这部戏有年轻的女性、中年的女性、年

老的女性。女人们在说爱，但是爱的

表达方式如此不同。

年少时的爱是追逐，是纯情，是守

贞，是歌声，是小心地亲吻恋人的剑。

到了中年可能是追逐财富、地位、自

由，甚至是在不伦里，妄图表达的那一

点点坚贞。到了老年，是为了儿女的

安稳，为他们的前途去祈求、去命令、

去探索、去抱怨。老年佩龙斯卡娅为

了不给拿破仑留下任何活着的东西，

宁愿烧毁自己的房屋。短短15年的时

间，我们看到的是几代女人的表达，可

能是一个女性的16岁、36岁和66岁。

“幸福的源泉在我们自身，而不在

外界。” ——小说《战争与和平》
关于这部戏的细节可以写很多，

空灵浩渺、绕梁不绝的音乐，安德烈和

娜塔莎的双人舞与爱情，皮埃尔的救

赎等等，每一个都可以延展成一篇小

作文。这些在伟大的戏剧导演里马

斯 · 图米纳斯的艺术观里都那么合情

合理，他的精神世界，他高级的舞台想

象力，他调动优异演员的能力，他对多

维空间和艺术手段的交响乐般的构建

能力才是这部戏的真正灵魂，也是让

百年瓦赫坦戈夫剧院重焕生命的能

力。这样的艺术高度，是其他音乐剧

所无法企及和复制的。一个国家悠远

的历史背景、丰饶的文化底蕴才能奠

基真正跨越不同文明和人群的巨作佳

作。这样的话题也适用于这两天《黑

神话：悟空》的横

空出世。

里马斯 · 图米

纳斯的悼词有一

段 话 这 么 写 道 ：

“给每一个爱他并

继续爱他的人力

量、勇气和善良。”

世间只能有同一个《红楼梦》？
◆ 卜 翌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日前，国产首部3A游戏《黑神话：悟空》红得发紫，带动多个
文化板块一起获得泼天流量与经济效益。“悟空”是我们民族集体
记忆的超级英雄，美猴王形象在国内外都是超级大  ，“西游题
材”在当代一直是文艺作品改编与创新的热门选项，“黑悟空”的
爆火在意料与情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