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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京剧院传承版 《曹操与杨修》 日前在北京长
安大戏院上演。本次演出是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举办
的“东方之韵·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经典剧目晋京展演”
剧目之一，同时也入围了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北京
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的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
的优秀剧目。

新编历史京剧 《曹操与杨修》 创排于 1988年，取
材于 《三国演义》 的第72回。该剧通过曹操与杨修两
者的性格冲突来体现作品的深层意蕴，讲述三国时期
识才用人的曹操与天赋异禀的杨修之间，因政见和个
性而引发的历史悲剧。原版由京剧四大名旦尚小云之
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饰演曹操，言派艺术
第三代传人、著名京剧老生言兴朋饰演杨修。该剧被
誉为京剧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自创排以来，连演
不衰，获奖无数。

2014 年，传承版 《曹操与杨修》 正式建祖，由尚
长荣任艺术指导，原班大师口传心授，杨东虎、陈圣
杰等一批优秀青年演员接过接力棒，完成剧中主要角
色的扮演。此次是传承版 《曹操与杨修》 首次在北京
展演。 （郑 娜）

尊重原著，强调沪剧特色

在“尊重原著、忠于原作”的基础上，沪剧 《雷
雨》以周家、鲁家两个家庭、8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为
主线，演绎了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园，受新思想
影响的单纯少年周冲，被冷漠的家庭逼疯、被爱情伤
得体无完肤的女人繁漪，对过去所作所为充满了罪恶
感、企图逃离的周萍，还有意外归来的侍萍，单纯地
爱与被爱的四凤，受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
管家鲁贵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曹禺在自序中说，《雷雨》 所显示的，并不是因
果，并不是报应，而是他所觉得的大地间的“残忍”，
他是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的人物争执与现实主
义。为了凸显人性、人情和人文精神，2013 年上海沪
剧院重新修改排演 《雷雨》 时，着眼于贴近时代、贴
近现实、贴近观众，强化了戏剧性与音乐性、抒情性
与思想性、可看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

剧中完整保留了 1959 年版中“盘凤”“花园会”
“吃药”“撕支票”和“四凤独叹”等大家耳熟能详的
唱段。在第 5 场的高潮，当真相大白，悲剧命运不可
避免地发生时，特别安排了沪剧舞台上很少见的五
重唱。这段极具音乐性的演唱为该剧起到了画龙点
睛的作用，更强化了戏剧冲突。结尾时那风雨交加
的雷电更是惊心动魄，将整个戏推向了高潮，剧中
人物无论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
在雷雨之夜爆发，将人类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

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展现在观众面前，引发当代人
新的思索与回味。

四代同台，演绎经典传承

经典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能够一演再演，越演越
活，经久不息，而且无论以哪种表演形式、哪位人
物、哪个角度切入，都能把故事说得有滋有味。

沪剧 《雷雨》 是以繁漪为主要视角的。繁漪是新
旧交替时代极有特色、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把握演
绎的难度非常高。当年沪剧名家丁是娥把这个人物演
绎得生动真挚，曾有“活繁漪”之称。2013 年，因为
成功演绎繁漪这个角色，现任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
第二次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二度梅），她以自己独到
的理解和出色的表演，将繁漪的情感变化揭示得层次
分明，塑造了另一个崭新的繁漪形象。

除了茅善玉外，此次在 《雷雨》 中扮演鲁妈的
陈瑜、扮演周朴园的王明达、扮演鲁大海的钱思剑
和扮演鲁贵的凌月刚等都是沪剧舞台上具有相当功
力的演员。据了解，此次 《雷雨》 汇聚了沪剧院老
中青四代优秀演员，陈瑜、王明达是老前辈，茅善
玉、钱思剑、凌月刚等是中坚力量，扮演周萍的朱
俭是青年一代，而扮演四凤和周冲的“90 后”演员
洪豆豆、金世杰则是成长起来的最年轻一代。上海
沪剧院有一个传统，只要是传承的戏，每一代演员
都会演。比如年轻时陈瑜就演过繁漪，王明达演过
鲁贵，茅善玉演过四凤，一代代年轻演员接过角色

的接力棒，把包括 《雷雨》在内的经典剧目一代一代
传了下来。

走进高校，吸引更多青年

近年来，上海沪剧院很重视将戏曲推广进校园，
去年他们走进上海 20多所大学，有讲座，有交流和互
动，并通过“大学生公益票”的形式，引领学生走进
剧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去年 10 月，上海沪剧院首次与北京大学百周年
纪念讲堂合作，将歌颂优秀民族精神的原创沪剧

《邓世昌》 带到了北大校园，吴侬软语的“上海声音”
和扎实有力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来自北大、清华、北
航、首都师范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学子。作为与北京大
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三年合作计划”的第二部大戏，沪
剧《雷雨》是沪剧的代表作之一，更是受到广大青年
学子的关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开票后，学
生票在短时间内一抢而空。不仅如此，北大学子还
自发组织了观剧团，在演出结束后与主创人员进行
零距离交流。

茅善玉坦言，不是每个学校都有标准化剧场。有
人劝她，到学校去演出，简单演演就行了，可是她觉
得不行。在她看来，去学校演出是播撒种子的，种子
质量很重要。如果种子不好，明年就没有收成了。种
子一定要好，要遴选名剧、名家，保证声光电质量。
学生们第一次看，留下美好记忆，下次还会买票看，
才能真正达到吸引年轻人的目的。

纪录电影的返潮，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另
一种期待，也不断丰富了
电影的类型和题材。但
是，纵观近年来的纪录电
影，“纪录”痕迹过于浓

重，甚而造成既不是“真实”又不像电影的尴尬境况。
要想把纪录电影拍成电影，而不是纯粹的纪录片，尚需
回到电影的本质上来。

刚刚上映的《七十七天》足够“新鲜”，让人眼前一
亮。尽管不能尽善尽美，但拙中见朴、拙朴为美。影片
与 《冈波仁齐》 有着相同的意象，也明显具有生态纪录
电影的类型化特征。而令人欣喜的是，其独特的创作价
值和艺术魅力却“超然物外”地表达了出来。这种价值
和魅力，集中体现在对意义世界的探索和对复合类型创
作的尝试方面。与其说这是一部探险电影，不如说是一
次艺术创作的探索实践。

影片所有镜头捕捉的画面，穷尽了羌塘无人区的自
然之美、生灵之美、生态之美，甚至连荒原意象都呈现出
美的脉动。无人区的奇、险……狼、熊等一切生态，应是

“人”探访这个图像世界的对象和理由，也理所当然地构成
了一个意义世界的原型。但在整体技术表现方式上，影片
则把画面铺展得开阔宏大，“人”在其中的分量仅仅被显影
为一个“点”，即便是对人物局部和动作、神态的特写，并
在迅速切换中，形成与大画面大场景的强烈比照。

这种比照和反差，在一组组温暖的镜头中，被消融
成了富有温度的画面。凶险、惊悚、刺激的镜头几乎没
有，就连那些狼特别是小狼都显得尤为可爱，还有那场
龙卷风，竟演化成了一道艺术风景，主人公如坐木马一
般随之优雅旋转，随即落入海中，浸染成水墨画卷，尽
现人与自然和谐之美。如此种种的不可能和不合逻辑，
一经艺术化处理，就显示出了唯美的意境，也关照了创
作的题旨。说到底，探险也好，旅行也罢，都是寻求
美、实现审美价值的过程。《七十七天》的视觉美感为植
入其中的故事情节和情感戏份以及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发
挥了奠基作用，已然完成了对意义世界的原始构造。

如果说“无人”是无人区的特征，那么“人”的介
入势必打破这种存在的常态。人的介入，赋予了影片所
要表达和探寻的意义世界的核心——精神和价值。不速

之客也即主人公的“闯入”，从人的视角和思维，界定了
影片已经不只是把图像世界还原给观众，而是引导观众
随着主人公的步履和行迹反思一系列“是什么”“为什
么”“意味着什么”的哲学命题。比如关于为什么要穿越
无人区，男主人公用一句话回答：“活了半辈子，总要做
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想做，就是喜欢，这何尝不
是对意义世界的另一种阐释和表达。

影片中，挑战和抗争，是“人”探索意义世界的基
本途径。这种挑战和抗争，不光界定于体力、理想信
念、意志力方面，还有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男主人公
更多的是挑战生存极限，女主人公则与命运进行强烈的
抗争；这种挑战和抗争，自始至终都控制在力所能及的
范围内，没让自不量力的行为和“征服”的野心乘虚登
场，非常节制地表达了“人”之所以敬畏自然、敬畏万
物、敬畏生命的深层情感，竟连脆弱、无助也透射出一
种强大的真诚、乐观和温暖。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如此，就不难理解影片何以把所
有的凶险都给予美化、何以把“人”的个体英雄气概都
渐渐弱化，也因此，就不能轻易从常识和科学层面给它
一个简单的评价。

爱情是艺术创作永恒的主题。把女主人公拉扯进
来，有意设计一场“艳遇”，一方面让“疑似爱情”为故事情
节增添生动元素，另一方面让人性的光芒反射于“精神之
恋”。无爱则不美。高位瘫痪的女主人公在片尾幻觉般站
了起来，微笑着伸出了迎接的手臂，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
是对男主人公的安抚，也不是对观众的慰藉，而应是影片
探寻新的艺术路径的变相交待——用“爱”穿越“人”自身
的“无人区”——让“爱”丰富意义世界的内涵。男女主人
公无疑是融入美景的另一“美”的代言，而其代言的

“美”，已非传统意义上的指征。从中找不到英勇无畏、
聪慧伶俐、专业精到的性格特征，看不见高富帅、白富
美的人物形象，反能于平淡无奇中见诸思想性，于朴实
无华中表达真感情。

不难看出，影片在“纪录”和“电影”的权衡上略
有所失度，对“电影”艺术的表达和对作品意义的探究
着墨过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技术层面上的不精细、不
成熟。不过，在电影创作已至“高位徘徊”的当下，这
部影片能够别出心裁探索新的创作类型，寻求新的艺术
突破，不失为一次成功的价值引领。

“袖”出优美中国舞

传承版《曹操与杨修》在京上演

四代演员同演《雷雨》

沪剧经典代代传
□ 本报记者 郑 娜

四代演员同演《雷雨》

沪剧经典代代传
□ 本报记者 郑 娜

水袖舞起源于汉朝，盛兴于唐朝，是中
国舞的代表。水袖如同人身体呼吸的一种
延伸，通过身体的一扬一顿，一抛一洒，宛
如行云流水般尽情舞动，“袖”出优美的舞
蹈，同时也使舞台效果更加具有美感。

水袖通常有 1.2 米，1.5 米，2 米和 3
米等不同长度，很多人认为水袖越长越柔
美，越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其实不然。
2米以上的水袖通常是跳神仙的，表现一
种仙气十足的气质和恢宏大气的场面；
1.2、1.5米长度的短水袖通常是跳世间凡
人，即跳生活中的人物。水袖短好掌控，
舞姿更加丰富多变。长水袖在舞蹈过程中
做收袖动作时，通常要把水袖先抖顺再收
袖，容易影响演员刻画人物时的情绪，而
短水袖不需要整理，舞蹈演员可以全身心
投入到舞蹈中，更好更准确地表现人物的
思想感情，也更能体现汉唐古典舞柔美宛
约，婀娜多姿的特点。 （许彦青）

中国戏剧大师曹禺的处女作
《雷雨》，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戏剧
真正成熟的标志。自1934年剧本发
表后，《雷雨》频频被改编成各类剧
种。1938年，申曲艺人施春轩以幕
表戏的形式演出过《雷雨》，从此，
在以“西装旗袍戏”闻名的沪剧舞
台上，《雷雨》的改编演出就没有停
止过。沪剧名家丁是娥、解洪元、

王盘声、杨飞飞、石筱英、邵滨
孙、袁滨忠等都曾成功演绎该剧，
为今天沪剧《雷雨》的演出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近日，沪剧 《雷雨》
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与北京大学百
年纪念讲堂再度上演，这是7年来该
剧第3次亮相京城舞台，四代演员同
台飙戏的场面，向观众呈现了经典
传承的艺术魅力。

▲《七十七天》剧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
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社
会 主 义 文 艺 是 人 民 的 文
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推出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 ， 倡 导 讲 品 位 、 讲 格
调、讲责任，抵制低俗、
庸俗、媚俗。应该说，文
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已
经解决了，但是我们还有
必要探讨一下由“谁”来
评判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
问题。评判带有一定的主
观性，不同的人、使用不
同的标准评判，结果就不
同。在我看来，文艺为谁
服务，谁就是文艺的“评
判家”。

我 们 都 知 道 路 遥 的
《平凡的世界》 不仅获得
过茅盾文学奖，还被誉为

“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
珠 ”。 可 我 们 不 知 道 的
是，《平凡的世界》 曾被
两家大出版社退稿。真正
改变 《平凡的世界》 命运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听众。1988 年 3 月 27 日，

《平凡的世界》 开始在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作品一下子征
服了亿万听众，一些评论家也开始重新反
思自己的判断。1991 年，这部作品获得了
第三届茅盾文学奖。某种程度上，《平凡的
世界》 是听众评出来的名著。《狼图腾》 也
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毋庸置疑，评论家的观点多数情况下有
专业造诣和深广视野。之所以有的评论家
的观点受到质疑，是因为他们中的个别人
由 于 人 情 、 利 益 或 者 思 维 套 路 等 各 种 原
因，有时不免游离在“客观公正评论”之
外。和评论家类似，作家或艺术家也并不
是所有情况下都能做到为人民创作，并不
是每个文艺工作者都能自觉抵制低俗、庸
俗、媚俗。这就有可能导致一些评价或者
一些作品发生偏离。比如最近上映的电影

《战狼 2》 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票房高达 56
亿多元，但评论界给予的关注度我认为是
不够的，而一些评论家大力称赞的作品，
观众认可度却不一定高。票房固然不是衡
量影片质量的唯一砝码，《战狼 2》 也有瑕
疵，但公开公正的批评仍是必要的、重要
的，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对于推
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
的精品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

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定要听他
们的声音，特别是创作者，要了解广大受众
的喜好，才能创作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作
品。广大受众需要也在时刻对文艺作品进行
自己的评判。毕竟，广大受众对文艺最有发
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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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话剧诞生 110 周年·戏剧
东城 10 周年——全国话剧优秀新剧目展
演季”即将拉开帷幕。

本届展演季剧目由中国话剧协会联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北京市文化局在
全国话剧院团中华北、华东、东北、华
中、西北、西南六个片区选出的优秀新剧
目，最后确定 18 部参加展演，且均为首
次在北京亮相。开幕大戏是辽宁人民艺术
剧院的 《干字碑》，将于 12月 5日在首都
剧场上演，以王阳明传奇一生为背景的

《此心光明》；讲述传奇画作辗转流离的
《〈富春山居图〉 传奇》；积极落实“精
准扶贫”的 《十八洞》；反腐题材话剧

《韩文公》；反映当代城市人生活现状的
《雨夜》 和山区民众走出大山开创新生活
的 《铁杆庄稼》 等 18 部新剧将陆续在北
京喜剧院、首都剧场、国家话剧院大剧
场、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风尚剧场、国
话先锋剧场上演。此外，展演季还将推出
戏剧东城建设10周年工作成果展示。

据悉，“全国话剧优秀新剧目展演季
“将作为戏剧东城战略的核心项目之一长
期运营，落户东城，今后每年举办一次。

（任姗姗 范雅楠）

全国话剧优秀新剧将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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