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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将福建梨园戏改编成话剧——

“莫里哀”遇上“董生与李氏”
本报记者 郑 娜

4月，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泉州古城吹来法兰西的浪漫之
风。为当地人所喜爱、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梨园戏，近日被来自
法国的戏剧团队改编，以“法式话剧”的形式登上梨园舞台。

中国传统戏曲改编外国戏剧题材已十分多见，但反过来却
比较罕见。当古装换成洋服、闽南方言变成法语、南曲变成法
文歌、压脚鼓变成尤克里里（一种拨弦乐器），梨园戏与莫里哀
风格戏剧产生的化学反应、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无不让观者拍
手称赞、大呼过瘾。

佛经里面说佛陀有三十二
相 、 八 十 随 形 好 ，《董 生 与 李
氏》 的美也是一笔无法写尽春
秋。自1993年首演以来，它的剧
本、作曲、舞美、主演获奖无
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缨。”它不仅一下子成了梨园戏
的魁首，甚至连“新编戏”这三
个字若干年来附着的贬义，都有
荡涤一下的意思。

《董生与李氏》 改编自尤凤
伟的短篇小说 《乌鸦》，讲的是
富户彭员外临终前，请董生负责
监视李氏，不许她移情再嫁，董
生却逐渐与李氏发生私情。整场
戏只有五幕，演员仅有八个，主
角不过两人，道具简单到甚至台
前连一张椅子也没有，桌子只在
屏风后，舞美干净，主配角的服
装也简约精致。最巧妙的是，梨
园戏把它的台子设计成有大约十
度的倾斜角，所有演员出来，都

感觉是扑面而来——有那种生活
气息的逼近。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戏！若
按京戏的行当划分，除了李氏和
两个书童以外，剩下的五人全是
丑。虽然如此，又各有风貌。董
生“亦庄亦谐”，彭员外“又丑
又 谐 ”， 小 鬼 甲 乙 是 “ 谐 而 又
谐”，而婆子梅香“怪而又谐”。
人间趣味正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
的创造中。妆容里，梅香令人最
为印象深刻。她的面容如提线木
偶，行走也像傀儡戏一般，提着
灯笼，小脚一寸一寸挪上台来。
那种木偶般的提拉感，就让全剧
走出了古意。

旦角曾静萍扮演的李氏，她
的美在京剧行当里似无法归类。
她那么活生生，开朗又美艳，虽
然是对董生有意，却演得贞洁。
李氏像是山泉，看得见底，听得
见叮咚，可是不闹。她又像是闽

南人眼里的妈祖娘娘，身上有仙
气，却因为是渔家女儿出身，而
更有浓浓的世情。龚万里演的董
生，风生水起，在第三幕 《登墙
夜窥》 中，他三次垫石攀墙，既
有程式，又无程式，能化程式为
生活，若干年来我没在台上看到
过如此好的做派。

他和李氏配在一起，如怪石
配清泉，悬崖得乱云。龚万里演
冬烘先生的迂直可爱，即使在偷
听时，听到李氏在吟“东邻多病
萧娘，西邻清瘦刘郎”，他也不
忘点头说：“嗯，是元人小令。”
当第四幕董生闯入李氏房中后，
董生窘迫、害羞、萌动、惭愧，
龚先生演来也层次井然。更不可
思议的是，我没见过一个戏曲演
员可以只用“轻声词”就能演戏
的，他却可以。在一幕遥看李氏
的戏中，他连着用“嘘、嗯、嗳
……”，没有一个实字，却把情

绪转折得令众人惊动、天下了
然，真是神乎其技。

可以说，身段繁重的两小
时，龚万里的步伐、语气、表
情、眼神，直如王羲之 《兰亭集
序》 写“之”字，有错落之美，
十四个“之”不许一个见重样。

梨园戏的唱与京戏不同，京
戏里总有一两段酣畅淋漓的主要
唱段。梨园戏没有。它是揉成生
活，没有特别咏叹。又如京戏在主
角演唱时，其他角色都不动，体现
一种电影版的定格和特写，使人
神醉。梨园戏却是主角在唱，配角
也各行其是，却不冲突，它是剧场
的全视角，像现代舞。

这一出《董生与李氏》，作为
地方戏，用闽南语演出了人间世
情，两个主角一美一谐，是美女和
狮子的组合，也是真正的角儿的
艺术。看它如在夏夜吹凉风，可识
生活真美，又陶然而忘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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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担心接受不了中国戏
曲，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
演员演技精湛，他们在舞台上
所有肢体语言都非常出色……
曾静萍的手像是轻盈的飞鸟，
她把心内那个思念情郎的女子
放飞了。如果想理解这个剧种
的表达力，你必须去看去听，

《大闷》（《陈三五娘》中著名
的一出，记者注） 所表达的哀
怨 不 输 普 契 尼 和 贝 里 尼 的 作
品。观看梨园戏演出是一种不
可遏制的快感，这个剧种的音
乐、唱腔、剧本和演员的肢体
表现结合得天衣无缝。

——法国《世界报》评论
福建泉州梨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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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碗儿时的蛋炒饭，儿子寻找母亲 15年；为报
救命之恩，一位重度烧伤患者千里寻找救治医生 ；为
圆当年承诺，年过花甲的老兵替素未谋面的战友寻找
母亲……

近日，以寻人为主要内容的央视公益节目 《等着
我》 再度回归荧屏，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寻找亲
人和朋友。

真实的悲欢离合

自2014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推出后，《等着我》成
为数百档综艺节目中绝对的黑马。

节目开播以来，观众看到了被遗弃却依然坚强乐
观的白化病女孩，看到洪灾中救人不留名的恩人被找
到，看到拐卖孩子的人贩落入法网，看到离家出走近5
年的女儿出现时父母热切的眼神，看到了年过90的老
人寻找入党介绍人，看到了不同历史时期之下中国人
最真实感人的悲欢离合。

这些故事，全部来源于真实生活，给人带来强烈
的情感冲击。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我多想找到你，轻
捧你的脸。我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我拥
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流泪之前，保管你的泪。”

太多离奇的、苦难的、超出任何一个编剧想象力
的真实人生，就这么在节目中娓娓道来。在这些故事
中，所有感人至深的情节和细节，编剧和导演都无法
安排，也无须安排，因为那些历经岁月被心灵发酵的
情绪，那些在记忆中已磨砺了千百万次的细节，在特
定的氛围之下，自然会完美地展现出来。

真诚平实的表达

让 《等着我》 独树一帜的除了节目内容，还有真
诚而亲切的表达方式。

首先，在求助者讲述及寻找的整个过程中，看不
到刻意的煽情，也看不到其他一些综艺节目的大明
星、大投入的配置，还原寻人的过程全貌成为播出过
程中的重要环节。其次，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设定是

“蒙在鼓里”的状态，所以，主持人的各种状态都是真
实的，所有的情感都是在现场由内而发的，而不是事
先设计好的。

应该说，这对于主持人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带
着一颗平常心到节目中来的倪萍，卸下华丽耀眼的衣
服，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地出场了。重返主持舞台的
她，在节目中成为一位温暖低调的倾听者。很多美好
的感人故事，在她不急不缓的促膝长谈下得以流畅地
表现。而事实证明，无论什么时候，真诚、善良、平
实的表达都是观众需要的。

帮助人，传递爱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在被别人期望当
中，特别是那些离散家庭，等待他们的其实就是亲人
或者像我们这些不是亲人的人能够帮到他们。”倪萍
说，《等着我》是一个需求节目，也是一个精神上给予
安抚的节目。

正如节目制片人杨新刚所说，《等着我》实际上是
一种“心灵公益”。每一个看过节目的观众都会发现，
这是一档“让你哭着笑”的节目，曾经有网友在网上
留言：“看《等着我》真是哭到不行，可是又想看，看
到这么多分离那么多年的家庭可以重聚，就是哭出十
包纸巾也值了。”

一句玩笑式的评论却让人看到这个节目的意义所
在，那就是通过普通人的故事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直
接将问题摆到观众面前，用一个个饱含真情的实例带
给观众以反思，从而将充满爱和正能量的正确价值观
传递开来。

据了解，《等着我》聚合了政府、明星、专家、志
愿者以及全媒体的力量，已搭建起全方位的权威全媒
体公益寻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1万人发布
了寻人信息，每天至少能帮助一位求助者。

《等着我》再度回归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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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过90的老人张道干，在节目中寻找他的
入党介绍人。他解放前入党，但因抗战中资料被
烧毁，新中国成立后没人能证明他是党员。他又
特别固执，坚持自己不能二次入党。在节目里他
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终于恢复了党籍。

国家大剧院第八届“五月音乐节”发布会近日在
北京举行。5月1日至21日，以“盛赞！巴洛克”为主
题的“五月音乐节”，将通过20场各具特色、内容丰富
的室内乐音乐会，为观众全景展现巴洛克音乐的独特
魅力。此外，音乐家们将深入学校、街道社区、博物
馆等地进行23场公益演出。

发布会当天，管风琴演奏家沈凡秀、钢琴演奏家
盛原共同出席，向观众介绍了管风琴、羽管键琴等最
具巴洛克时代气息的乐器，展现演奏方式及作品，为
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新颖的“巴洛克音乐公开课”。

（文 冰）

“五月音乐节”奏响“巴洛克”

▲法国版《董生与李氏》之一

▲法国版《董生与李氏》之二

▲法国版《董生与李氏》之三

▼▼

《《
董
生
与
李
氏

董
生
与
李
氏
》》
是
梨
园

是
梨
园

戏
的
精
品
剧
目

戏
的
精
品
剧
目
，，
经
典
版
由
龚
万

经
典
版
由
龚
万

里
和
曾
静
萍
所
扮
演

里
和
曾
静
萍
所
扮
演
。。

（本文图片来源：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本文图片来源：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

有趣的改变

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文辞
清雅、曲乐优美、唱腔独特、表演细腻，
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流传
于福建、广东、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各
国华侨居住地。

2014 年，梨园戏第一次赴法演出。在
法国巴黎 MC93 剧场，因为太受观众欢
迎，演员返场次数多达十次以上。演出结
束后，法国几大报刊《世界报》《快报》等
都详细介绍了赴法巡演的剧目 《董生与李
氏》，评论不吝溢美之词。

《董生与李氏》 是梨园戏的精品剧目，
取材自现代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乌鸦》，讲
的是老书生与寡妇之间的爱情故事。法语
剧名 《La Veuve et le Lettré》，直译即寡
妇和文人。该剧曾在 2003—2004 年国家舞
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中获得专家评委满
分，被誉为“几乎无可挑剔”的“罕见之
作”。

MC93剧场总导演帕特里克·索梅尔回
忆，自己第一次观看梨园戏 《董生与李
氏》时，就大为震撼：“演员的表演无与伦
比，剧本出类拔萃，当时我就有了重新演
绎的想法。”

此番改编的 《董生与李氏》 有 3 个版
本，分别由法国导演大卫·勒斯阔、让·勒
内乐·木安和帕特里克·索梅尔执导，法国
演员出演。改编后的故事框架没有太多变
化，但是戏却完全是不一样的戏了。

导演大卫·勒斯阔的版本，比较像当代
话剧，身着古装的法国版“李氏”登场，
梨园唱腔变成了法文歌，董生诙谐幽默，

虽然语言不通，仍引得观众爆笑连连；导
演让·勒内乐的版本比较像传统话剧，独白
很多，“董生与李氏”被带到现代，穿着西
服、长裙、高跟鞋，演绎出一场优雅的法
式浪漫爱情；导演帕特里克·索梅尔则让

“李氏”成了画家，“董生”看着像侦探又
像贼，大胆而富有想象力，有点法国电影
的感觉。

艺术的互通

为了最佳演出效果，泉州梨园剧院当
晚只出售了100张门票，100个观众在现场
感受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

市民童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平时闲
暇喜欢看梨园戏。与许多年轻人印象中的
不同，梨园戏近几年出了不少新编剧目，
比如《董生与李氏》和《节妇吟》，剧情紧
凑，没有老式的拖沓，年轻人也看得津津
有味。在他看来，法国版 《董生与李氏》
和 《节妇吟》 虽然带有鲜明的法国特色，
但内核却是共通的，即便听不懂却仍然可
以看得懂。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一对孤男寡女的对子戏，没有大乐

队，没有布景，没有华丽的舞台和服装，
即使换成外国演员，也照样可以演绎人生
的精彩。

“梨园有很多当代戏，这是我喜欢它的
一个地方。《董生与李氏》 和 《节妇吟》，
都跟当代社会或者说人类有相当大关系，
他们具有广泛的戏剧艺术魅力。” 帕特里
克·索梅尔说。在他看来，这两个作品中的

“女性”“爱情”“死亡”不仅是艺术永恒的
主题，也是人类情感的共鸣点，所以尽管

历史、文化、语言和戏剧程式不同，也不
会对法国演员产生障碍。

反而，通过近距离接触，法国导演和
演员对梨园戏有了更深的理解。“古老梨园
戏的选段对演员不是一种约束，而是给予
更多的自由。”帕特里克·索梅尔认为，梨
园戏在情绪和欲望的部分表现方式上超过
了法国戏剧。

对此，《董生与李氏》的编剧王仁杰表
示，法国话剧有莫里哀传统，手法跟中国
戏曲完全不一样，很难进行比较。不过虽
然价值观和艺术表现手法不大一样，但是
两种不同的文化能借此得以交流，效果很
好。

更多的交流

“艺术表达有很宽的路，外国人来演我
们这么古老的一个剧，而且在舞台表达上
这么的自如，这说明人的艺术感觉是共通
的，没有国界。”国家一级演员、福建梨园
戏实验剧团团长曾静萍说。在她看来，梨
园戏的改编新颖而又独特，超乎自己的想
象，这正是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和包容开
放之处。

据了解，法国演员们到泉州后，学习了
梨园戏的表演方式。举手到目眉，分手到肚
脐，拱手到下颏……经过中国艺术家的示
范，法国演员在唱念做打中，领略着中国戏
曲细腻充沛的情感和独特的表演方式，并逐
渐体会到中法戏剧艺术的相通之处。

几天的相伴和交流下来，中法两国演
员逐渐从隔阂走向默契。当导演将中国版

“董生”与法国版“李氏”组合在一起即兴
表演，两位演员之前并没有任何准备，语
言也不相通，但竟然摸索着表演了下去。
最后，当“董生”想要去脱“李氏”鞋子
的时候，来自法国的“李氏”却出其不意
地将“董生”搂在了怀里，这种法式浪漫
让导演为之惊喜不已。

“中法两国的艺术很远却又很近，只要
有好剧本、好导演和好演员，同一题材，
不管是中国艺术家还是法国艺术家演绎，
都会非常精彩。”从北京赶到泉州观看演出
的法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参赞罗文哲
表示。

“国外有不少优秀的戏剧曾被中国导演
改编演绎，但外国导演改编中国戏剧还十
分有限。”曾静萍说。多年来，她一直想把
梨园戏带到全球，如今这个愿望正在一点
点实现。“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东西做好，
带到全球的可能性才存在。”她说。

▲法国版《节妇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