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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沉下心来，打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水准艺术精品，才有可能用伟大而古老的戏曲艺术，

给今天的人们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甚至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地表达中国美学与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

前不久，青春版昆剧《牡丹亭》“再出发”，

回归到“梦开始的地方”——苏州大学存菊堂，

依旧的一票难求，依旧的典雅精致，依旧的朴素

礼堂……不同的是，原班人马依旧的他们，都已

从青葱少年成长为当今昆剧舞台上的中坚力量，

而台下的观众，经过19年的更迭，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青春。今夕何夕，感慨系之，白先勇先生

当年的“青春梦”——通过内地与港台文化精英

共同努力的“昆曲复兴”，为古老伟大且生生不

息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全面复兴，创出一条

行之有效、守正创新的康庄大道。

在我看来，白先勇老师的“昆曲新美学”

观点，首先在立意上，符合昆曲数百年发展、

成熟、兴盛的基本规律，昆曲由诞生到走向“两

百年全民审美痴迷”（余秋雨句），最重要的

原因恰在于高浓度文化的参与与介入，使之成

为诗书画词曲文一脉相承的高雅、精致的文化

精华，成为一种写意、程式、虚拟的艺术精品。

而“昆曲新美学”所为之集合的内地与港台大

量文化精英、艺坛大师参与其中，细心打磨而

成的“青春版”《牡丹亭》，恰恰与当年昆曲

兴盛的条件与原因暗合。

具体到“昆曲新美学”的表达方式，可以总

结为“情与美的青春表达”。情感是沟通古今，

跨越时空、地域与文明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核心，

牢牢抓住对情的表达，就立住了其精神价值与根

本所在。与此同时，用极致的“美”的方式加以

展现，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成为打动人内

心的艺术享受。另外就是“青春”的表达，青春

的演员，年轻的观众，这两支大军是古老昆曲艺

术在新时代传承发展的最重要力量，缺一不可。

近二十年来，“昆曲新美学”每一部作品的问世，

都使得古老的昆曲艺术焕发了新生，学习传承老

一辈艺术精华的年轻人增多了，欣赏喜爱甚至走

上研究学习之路的青年人，特别是高校学子也增

多了。从这一点上来看，“昆曲新美学”一系列

的实践与坚持，功不可没。

而“昆曲新美学”的表达方式——“尊重

传统但不因循传统，运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的思想，则与梅兰芳大师提出的“移步不换形”

异曲同工，英雄所见略同。这一原则既能在最

大程度上保留传统戏曲“戏以人传，口传心授”

的优良传统，又能根据不同剧目、不同行当、

不同演员，深入挖掘角色内心情感与当代观众

的共鸣，找寻古老戏曲程式化表演在当代舞台

上的精致呈现，使之既保留传统精华，又兼顾

守正创新，其中的经验、教训与美学思想，亟

待研究者、从业者乃至各大戏曲院团好好深入

研究、整理与弘扬、实践。

尽管“青春版”《牡丹亭》问世至今已有19年，

演出近四百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昆曲传人与不

计其数的戏曲观众，甚至衍生了“校园版”令人

感动，但窃以为，“昆曲新美学”的艺术思想与

表现方法，包括其文化影响力，至今依旧远远未

得到应有的重视与肯定，在演出市场日趋繁荣多

元的今天，白先勇老师及其“昆曲义工”大团队

历时十余年所打造的“昆曲新美学”概念，其根

本意义恰在于植根传统，立足当下，培根铸魂，

坚定文化自信，这无疑是戏曲艺术领域的一次

“中华文明探源”，只有沉下心来，打磨出具有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高水准艺术精

品，才有可能用伟大而古老的戏曲艺术，给今天

的人们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精神，甚至在国

际舞台上自信地表达中国美学与民族精神的生生

不息。由此而看，“昆曲新美学”的未来，依旧

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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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源之画——超现实主义

与东方”在西岸美术馆举办。展览将溯

源此前未曾被充分讨论过的超现实主义

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借由胡安·米罗、

安德烈·马松、赵无极等诸多超现实主

义和抽象主义画家的作品，着重展现这

一艺术流派的抽象特性，另辟维度审

视超现实主义，引领观众步入一趟追寻

20世纪人类思想文明轨迹的精神之旅。

展览为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

陈合作项目。

本源之画——超现实主义与东方

青春版《牡丹亭》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