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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炼传统内核衔接当代呈现，以多种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丰富观众的审美体验，再次释放传统的经

典魅力。

作为中国昆剧最为经典且著名的作品，《牡

丹亭》取材于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

融合魏晋志怪小说和唐传奇有关故事写成，一

共五十五出。自明代至今，多有演出版本传世，

特别是近年来，从“青春版”到“大师版”，

几乎成了中国昆剧的代名词。

近日，“2022 上海大剧院版昆曲——重逢

《牡丹亭》”即将献演于上海。该剧由两位“梅

花奖”得主单雯、张军主演，并力邀李鸿良、

奚中路、蓝天等京昆名家加盟。继昆曲《浮生

六记》后，导演马俊丰再度和编剧罗周合作，

他以“听到后心里在放礼花”描述编剧的创新

解读，马俊丰说：“罗周挖出原著中的彩蛋，

而这本就隐藏在汤显祖的笔下。”作为整理改

编，编剧罗周回到原著，在精读文本的基础上，

重新破解《牡丹亭》“密码”。其关键点在于

两个“梦”，一是杜丽娘之梦，见原著《惊梦》；

二是柳梦梅之梦，见原著《言怀》。

基于原著的这番创新创造搬上昆曲舞台，

以杜丽娘“起死回生”为主体，其中原著《言怀》

《玩真》《魂游》《幽媾》《回生》为主，《惊

梦》《寻梦》等名折名曲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融

入，所有新写念白曲文均化用原著。在罗周看

来，第二出《言怀》柳梦梅之梦跨越了七出戏，

在第十出《惊梦》里与杜丽娘之梦合二为一，

汤显祖在此展示了令人惊讶的戏剧结构，涉及

时间线的剪断重组与封闭循环这两个极具现代

性的叙述方式。

对此，导演马俊丰表示，罗周的剧本契合

汤显祖原著题旨：“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

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借用心理学

家马斯洛创造的名字‘高峰体验’，希望这版《牡

丹亭》能集中在一晚三小时内，带给剧场超越

时空、超越过往的满足与体验。”

“我演过很多版《牡丹亭》，像陷入时间

循环，谁梦见了谁，谁是因，谁是果，到底我

在时间里处于什么位置。”张军介绍，传统《牡

丹亭》是柳梦梅进入杜丽娘的梦，而后寻寻觅

觅，有情人终成眷属。在“重逢《牡丹亭》”，

观众无法一眼看穿时间线。“《牡丹亭》该有

的都有，比如唱腔、念白都遵循传统，只是时

空线条出现变化，柳梦梅先说‘我做了一个梦’，

编剧罗周加入一些新唱词，导演马俊丰不断问

我们‘当下剧情是现在时还是过去时’，仿佛《盗

梦空间》里陀螺转到哪里、在第几层，需要细

细琢磨。”张军剧透，这一版《牡丹亭》直到

尾声才出现《惊梦》，“梦”是起点，也是终点。

单雯则表示，自己演了成千上百场《牡丹亭》，

但“这次不一样”。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昆曲《牡丹亭》不仅

在演员阵容上有看点，也拥有实力主创团队。

戏剧制作人林恺，作曲家、文华奖得主孙建安，

金曲奖得主李哲艺编曲，金像奖最佳服装赖宣

吾继昆曲《浮生六记》之后再度携手，舞美设

计刘科栋、灯光设计邢辛多次获得业内大奖。

对于这部即将推出首台打上“大剧院版”

标签的昆曲《牡丹亭》，总经理张笑丁说：“上

海大剧院一向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民族艺

术形式。提炼传统内核衔接当代呈现，以多种

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丰富观众的审美体验，

再次释放传统的经典魅力，这在昆曲《浮生六

记》广受好评中得到印证，也是大剧院创制中

心今年重点打造的‘东方舞台美学’品牌希望

传递给观众的。最新的尝试就从昆曲《牡丹亭》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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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牡丹亭》

重逢《牡丹亭》剧照，单雯饰杜丽娘，张军

饰柳梦梅。

　　近日，上海美术馆将与奉贤区人

民政府签约合作，依托奉贤“落英缤

纷文化中心”打造上海美术馆分馆。

这是拥有66年历史的上海美术馆迁址

中华艺术宫十周年之际，宣布设立的

首个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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