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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城区的正乙祠戏楼见到北方昆

曲剧院导演张鹏那天，戏楼小院外墙上的彩

绘刚完工不久。仔细看去，画中戏曲人物的

造型与常见的颇为不同，令人想起明清时期

的戏曲画。

这样的造型，被北方昆曲剧院推出的“观

其复”系列作品在舞台上复原了出来。已经

执导了 5 部戏的张鹏说：“我们尝试一种古典

风格的表现形式，希望带给观众既原汁原味

又符合当代审美的观剧体验。”

复原妆面造型
展现古典气韵

越是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往往越要面对

更多挑战。

2016 年 4 月，昆曲《怜香伴》在正乙祠首

演，这也是“观其复”系列的第一部作品。这

部戏的主演、北方昆曲剧院演员邵天帅当时

“非常忐忑”。

《怜香伴》是清代戏曲家李渔创作的剧

本，“观其复”版希望尽可能贴合原著。“戏曲

妆容在近代变化很大，不同剧种的造型越来

越 相 似 。”张 鹏 想 ，能 不 能 恢 复 昆 曲 曾 经 的

样貌？

他们找到清代掌管宫廷戏曲演出活动的

升平署留存的戏曲人物画册，并邀请专家指

导，再根据现代舞台的特点调整，让造型既符

合人物和行当，又更具美感。

细眉弯弯、妆容清淡，头面多用点翠、珍

珠、烧蓝等传统工艺……定妆照甫一发布，就

引来热议。“有人说我们糟改艺术，但也有许

多观众认为很有古典美、很耐看。”在张鹏看

来，能让更多人关注昆曲、走近昆曲，他们的

努力就没有白费。

2017 年，张鹏又排演了“观其复”版《玉

簪记》，女主角陈妙常的扮相细致复原了清代

《同光十三绝》中名旦朱莲芬的造型。他们将

画作与定妆照同时发布，获得了广泛认可，

“观其复”系列昆曲的造型风格也确定下来。

张鹏表示，最重要的是抓住古典气韵，再结合

角色创作，“我们不是一笔一画临摹，而是希

望观众能感受到昆曲的古雅之美。”

《怜香伴》中的两名女主角互为知音，对主

创来说，从这部戏开始的“观其复”系列，也是

他们寻觅知音的旅程。邵天帅认为，“如果不

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在闭门造

车。”这个系列之所以取名“观其复”，“既是想寻

找昆曲本初的样貌，也是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

力，让昆曲走向复兴，觅得更多知音。”张鹏说。

融合传统现代
降低接受门槛

6 年来，“观其复”系列已经做了 5 部戏，

但有些原则始终不变。“我们尽量以原著的文

学体例作为艺术呈现的模板和标准，并最大

限度复原了古代‘工尺谱’所记录的老式唱

腔。”张鹏以《望江亭中秋切鲙》为例说，剧本

除了删减外都按照关汉卿的原著排演，还复

原了元杂剧一人主唱、余者宾白的表演方式。

在《望江亭中秋切鲙》中，有一段唱段格

外别致。张鹏说，这是实验性复原的“京高

腔”。“京高腔”已失传百年，只留下了几段唱

片。为此，北方昆曲剧院请来多位老艺术家

回忆细节，最终根据“京高腔”行腔规律创作

了一段唱腔。“我们用的大筛、小锣、大铙，最

起码几十年没用过了。”张鹏说，这是一次实

验性复原，也是对这门艺术的致敬。

看“观其复”版《玉簪记》，除了常见几折

戏，还能看到故事的“开头”和“结尾”。

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均看来，

“在尊重戏曲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今天的戏曲

需要更具故事性，比如要有一条主线，要有起

承转合。”这也正是“观其复”系列所做的尝

试。“我会先看一遍剧本，捋出一条主线，再交

给编剧裁剪。”张鹏表示，“观其复”系列尽量

用 100 分钟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对新观众

比较友好，我们不会降低质量，但希望降低观

众接受昆曲的门槛。”

2016 年至今，“观其复”系列作品已演出

近百场，常常一票难求，多部剧目还走出国

门。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认为，“古典与

时尚并不矛盾，只要找到合适的方式，就能够

被年轻人认可和接受。我们要从传统中去粗

取精，将优秀的部分古为今用，在保护的基础

上进行精加工和适度创新。”

丰富表现形式
提供多样体验

“ 太 美 了 ！”……2020 年 6 月 ，一 场 名 为

“云游北昆看网戏”的直播活动吸引了不少观

众。此次直播采用了电影拍摄手法，把《望江

亭中秋切鲙》浓缩到 30 分钟，并穿插演职人

员讲解，与观众互动。

古老与新潮相遇，碰撞出别样火花。100
分钟的直播收获了超 260 万次观看量、近 40
万点赞量。作为北方昆曲剧院拥抱互联网的

首次尝试，杨凤一说：“线上是一个机遇，为演

出开辟了新阵地。”

陈均认为，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昆

曲的发展，“传承经典是核心，更多样的尝试

也值得鼓励。重要的是要提高创造力，不断

提升创作理念和审美。”

“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

在《闲情偶寄》一书中，李渔曾写下这样的思

考。如今，年轻的从业者们正通过多样探索，

唤起更多人对昆曲的热情。

去年 10月，张鹏和团队在安徽会馆举办了

一场体验活动。为了更好还原古代戏楼的观

戏环境，现场不使用音响、电灯、话筒等设备，

完全运用自然光、自然声表演。演出也不设字

幕，而是发放纸质戏文，“让观众沉浸式感受昆

曲之美。”张鹏说。

意境十足的造型照、为每部戏量身定制的

古风主题曲……“观其复”系列总能令人耳目

一新。“昆曲的百花园就像一块大蛋糕，虽然

精美但体量很大，我们想通过小体量、轻巧化

的做法，先让观众品尝可口的小蛋糕，循序渐

进，最终吸引更多人爱上这门艺术。”张鹏说。

杨凤一表示，北方昆曲剧院还将推出更

多精巧版作品，带来差异化体验。“昆曲是古

老的，但绝不能固步自封，要继承传统但不拘

泥于传统。”杨凤一说，高雅艺术要亲近大众，

最重要的是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让更多人能

够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图为“观其复”版《玉簪记》。冯 海摄

推出“观其复”系列作品，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北方昆曲剧院——

古韵新弹觅知音
本报记者 曹雪盟

6年推出 5部作品，演
出常常一票难求，北方昆
曲剧院推出的“观其复”系
列作品坚持传承与创新并
举，将原汁原味又符合当
代审美的昆曲带给观众，
努力让更多人爱上这门古
老又充满活力的艺术。

核心阅读
■护文化遗产

彰时代新义
R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邓剑洋

本报北京 8月 7日电 （记者郑海鸥）2022“北京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对话会”近日在北京中轴线北段地安门外举办，20
多位国内外专家分享了他们在历史城市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的宝贵经验，“万象中轴”北京中轴线数字文化体验展等 5 项

特色展览也一同亮相。

在开幕式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

表示，近期，国家文物局党组已经研究确定，推荐“北京中轴

线”作为我国 2024 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今年恰逢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50 周年，

中国设立历史文化名城制度暨北京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 40 周年，更是北京中轴线申遗的关键之年。本届对话会以

“历史文化名城与世界遗产保护”为主题，开展了精彩的主旨

演讲和圆桌论坛。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对话会举办

本报绍兴 8月 7日电 （记者顾春）以“越剧的盛会，人民

的节日”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越剧艺术节近日在浙江绍兴开

幕。中国越剧艺术节是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政府共同主

办，永久落户浙江的国家级艺术节，每 4 年举办一届。

第五届中国越剧艺术节开幕式以“越向未来”为主题，10
余位越剧梅花奖和文华奖得主联袂献演，展现越剧舞台艺术

发展的新成果。本届艺术节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和邀请了 45
台优秀越剧剧目参加展演，展示近 4 年来中国越剧艺术发展

的新成果。艺术节期间，还将举办第七届“全球越迷嘉年华”、

“绍兴有戏 青春致敬经典”展演。

近年来，浙江加强越剧精品创作，持续出新，推出《红玉》

《幽兰逢春》《苏秦》等一批题材丰富、剧情精彩的越剧新作；紧

扣时代，在题材、人物等方面不断汲取时代元素，推出《钱塘里》

等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戏剧作品；跟紧潮流力求“出圈”，通过影

视剧的跨界改编，推出的越剧《伪装者》吸引更多年轻观众。

第五届中国越剧艺术节开幕

本报呼和浩特 8月 7日电 （记者张枨）日前，由内蒙古艺

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在内蒙古艺术

剧院音乐厅精彩上演。

作为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优秀剧目展演板

块的重点剧目之一，该剧以杂技艺术为载体，融合舞蹈、魔术

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了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生塔娜和高中同

学国强扎根家乡，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故事。

今年以来内蒙古深入推进“两个打造”，聚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围绕国家象征、语言文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当代精神、人文地理等，相继推出了“中华颂”主题

展览、综艺节目《长城长》《馆长·请亮宝》、纪录片《美丽中国》

等一批有思想、有内涵的作品。

杂技剧《我们的美好生活》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