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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表的是北京人艺不同时期的代表作，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茶

馆》《哗变》为代表的“看一次少

一次”；另一类，则是《杜甫》《日

出》与《正红旗下》，属于“演一

次多一次”。

“看一次少一次”首先是因为

剧目创作、制作、导演和表演都堪

称经典。正如濮存昕所说，“第二

代《茶馆》是与观众一起完成的经

典”。对于观众而言，《茶馆》这

样诞生了近七十年的作品仅换了两

代演员，《哗变》的主演也已到了

即将退休的年纪，自然是抱有“看

一次少一次”的珍惜。

而对于演员而言，“演一次多

一次”的几部剧目，意味着增长了

与观众互动的经验；也意味着剧目

本身的“包浆”更醇厚——距离经

典剧目也越来越近。在其中，《杜

甫》是北京人艺近年来创排的历史

剧目，该剧由著名编剧郭启宏创作，

是他继《李白》《天之骄子》《知

己》后又一部聚焦传统文化的历史

题材大戏。以杜甫这一中国文化的

标志性人物为主角，以其在“安史

之乱”后颠沛流离的半生为叙事主

线，诉说着杜甫的坎坷仕途与人生

境遇，也展现了杜甫与李白、高适、

苏涣、严武等历史人物的惺惺相惜，

将杜甫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融入到

舞台情境之中。全剧以古典唯美的

审美意境，诗化的叙事风格和深厚

的文化内涵，收获观众认可。“千

秋诗史杜，独立自苍茫。”作为一

个中国家喻户晓的诗人，《杜甫》

以人物立足，既从现实角度又兼具

浪漫色彩地再现了他的人生境遇与

人物性格，通过写意的舞台呈现、

立体的人物形象、诗意的演出风格，

带广大观众一同重温杜诗名篇，感

受家国情怀，深入探讨一代诗圣的

精神世界，与主创们共同游历一番

别样的“诗之江湖”，让观众在舞

台上去重新认识杜甫，了解他的真

实与伟大，也是人艺一戏一格的风

格体现。

《正红旗下》是老舍先生创作

于 1962 年的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以

《小井胡同》等充满京味儿的戏剧

闻名遐迩的著名编剧李龙云对这部

作品进行了改编与续写，使其成为

一部完整的戏剧剧本。两位文学大

家在这部作品中实现了“神交”，

还原出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北京城。

全剧以老舍先生的自传体形式呈现，

如一幅历史长卷般徐徐展开，娓娓

道来。从“我”的第一视角将老舍

出生前后、清王朝走向没落时的北

京城展现在舞台之上，犹如一面镜

子折射了当时社会的百态万象。其

中蕴含着对人性、家庭、民族等主

题的深入探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

值和思想深度。剧中老北京人的生

活状态以及在乱世中家国情、民族

情的表达，彰显着作者的悲悯情怀

和自我省察，让观众得以穿越时空，

窥探历史的面容，感受时代变迁下

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更让观众看

到老舍先生笔下幽默中的苦涩，嬉

笑中的同情。今年恰逢老舍先生诞

生 125 周年，安排这部演员阵容宏

大的作品作为驻演大轴作品，与老

舍先生的另一部作品《茶馆》头尾

呼应，体现北京人艺致敬经典、续

写未来的舞台传承。正如冯远征所

说的那样：“这是一部北京人艺建

院 70 周年后上演的新戏，代表了人

艺的全新面貌。不仅创作理念要新，

也要有新的气象。这部戏的演员梯

队年龄从 20 岁到 70 岁，充分体现

了人艺的艺术传承。”

“看一次少一次”与“演一次

多一次”诠释了几代北京人艺人打

造经典的态度与创作精神。岁月匆

匆流逝，于是之、朱琳、刁光覃、

蓝天野、林连昆、英若诚、朱旭等

那批老艺术家已杳不复见，而濮存

昕、冯远征、梁冠华、何冰、吴刚

等这批中生代艺术家，如今依旧是

艺术生涯的最佳时期。七十余年来，

北京人艺一直滋养着自己的观众团

队，观众到北京人艺不仅仅是看戏，

更是看人，剧院把观众与演员紧密

地结合在一起。七十余年来，北京

人艺始终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持在

原创剧与经典剧中，走一条平衡发展

的道路，几代北京人艺艺术家们，用

自己的生命与艺术，诠释了何谓中国

话剧的“守正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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