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www.xinminweekly.com.cn

曲传习所的重要性——那些“传字辈”的

老前辈们，把“正统正规、清雅风韵”传

给现在的昆曲大师汪世瑜、 张继青、蔡正

仁、岳美缇、梁谷音等艺术家，然后由他

们传给“小兰花班”的年轻演员，后者再

传给校园版《牡丹亭》的学生们。对此，

白先勇坦言：“一路一脉相传下来最要紧。

这部片的主题，在于传承这门快要没落的

艺术，有高成就价值的美学，如何传下来、

让它复活，就像牡丹还魂，把它的魂还回

来。这个戏曲就讲传承，手把手传下来，

我们这片子最重要就是讲世代传承。”

由于素材非常多，加上邓勇星与白先

勇长达 4 个多小时的访谈，邓勇星坦言，剪辑过程中难以抉择内

容，“不知什么该割舍，因为听起来都很重要”。不过，考虑到

观众可以接受的片长时间，只能从庞杂的素材里选取精髓。而拍

摄过程最大的挑战，是邓勇星要放下曾经拍广告或 MV 的惯性，

学习自我克制，以免影响昆曲简约、抽象和写意的美感。如同纪

录片里正在学习昆曲的北大学生所言：“表演要给 3 分，藏 7 分。”

邓勇星也如此告诫自己。

最终呈现的影片在表现手法上，邓勇星以昆曲的美学基础

为架构，将整部片视为一部完整的昆曲，影片中各个段落就像

昆曲的折子戏，彼此之间以《牡丹亭》剧作中脍炙人口的词句

衔接，有时对应上一场景发生的事，有时作为下一场景的引言

或结论。抒情、诗意的节奏，让白先勇觉得“非常有昆味”，

对此邓勇星表示，《牡丹亭》的文字穿插在画面里，仿佛作者

汤显祖也围绕在全片若即若离的气氛之下，观众可以感受到他

的存在，通过今昔对比间的契合与呼应，把《牡丹亭》问世至

今 400 多年的这段历史，“用一种更立体的方式去看待”。

有意思的是，作为电影的“第一主角”，白先勇不但亲自

参与了全片的拍摄，更在长达七八个月的后期剪辑过程中，一

次次亲身参与，并提出极为具体的修改意见。让邓勇星最意外

的是，白先勇最在意的并不是关于自己的镜头，而是片尾一串

长长的感谢名单，“他非常在意，因为不想辜负任何一位出过

哪怕只有一分力的人，少了谁都不行 。”反复修改的结果，名

单直到去年底才拍板定案。

熟悉白先勇的人都知道，有着“白将军”外号的他平时看

似儒雅和善，但做起事来，绝对是雷厉风行，力求尽善尽美。

从青春版《牡丹亭》的构思立项，到组织专家打磨剧本，再到

多次登门，邀请汪世瑜、张继青两位早已退出舞台多年的艺术

家亲自担任艺术指导，乃至一件衣服的花纹、颜色，一段曲子

的编排，演员举手投足的眼神、动作准确与否……事无巨细，

一一过问，最终也确保了青春版《牡丹亭》拥有高超艺术水准

与巨大文化影响力。

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

“我的职业是作家，文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其实我只

要在家好好写作就好了，何必去做这些繁琐之事呢？关键还

是因为对昆曲的爱，因为这件事情，值得我去做。”白先勇

曾这样对笔者说过自己的心里话。的确，制作一部优秀的戏

曲艺术作品，需要一个极为庞大的制作团队，不光是艺术上

的问题，更有经费、演出、交际、票房、宣传等诸多杂事。

对于始终独善其身、一派谦谦君子之风的白先勇而言，这些

“与人打交道”的事，并不是他所擅长的，但为了昆曲，他

却心甘情愿地去做了。

他在影片中笑称自己上辈子可能是戏班班主，这辈子做的

也是带着戏班到处“走江湖”。其实，这句玩笑话的背后是饱

含着人情冷暖的。据笔者所知，尽管有着华文文学大家身份，

影响巨大，但事实上，白先勇也不是所到之处，都被捧在手心

里的。在一些场合，即使被人打击、受到冷落，白先勇也不会

口出恶言，永远是温煦定坐，无改颜色。这份涵养与素质，真

可谓荣辱不惊，永远保持着君子之风。他的助手郑幸燕告诉过

笔者两件往事：当初推动青春版《牡丹亭》时，实在是需要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