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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典名著中，《牡丹亭》 对我影响很深，我
又给它演了一出‘还魂记’，排了青春版《牡丹亭》。”台
湾知名作家白先勇从教职上提前退休，将一腔心血转投
在昆曲上，2004年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开启300余场连
演不衰的传奇，2009 年推动“昆曲传承计划”在北京大
学落地并向港台推广。

如今年过八十的他，在与记者谈起自己“昆曲义
工”的经历时，时常抚掌笑叹，欣然总结苏州昆剧院青
春版《牡丹亭》：“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他近来
更津津乐道的还是校园传承版《牡丹亭》。

“2005年青春版《牡丹亭》首次进北大演出，当时北
京的大学生大约95%以上从未接触过昆曲。而今他们居然
能够组团演出，而且是两个钟头全本《牡丹亭》，这就是
我们十几年来‘昆曲进校园’的成果。”白先勇说。

十余载，从观众变成演员

记者：校园传承版 《牡丹亭》 4月10日在北大首演，
从前的观众变成了演员，您如何看待这种身份转变？

白先勇：昆曲的观众也能成为昆曲的演出者，从传
播到传承，再到更进一步的传播，形成了昆曲教育的良
性循环。校园版 《牡丹亭》 和青春版 《牡丹亭》 就是面
向当代青年的，从他们的审美出发，为 《牡丹亭》 注入
新鲜的生命。

昆曲是口传身授的代表，手把手地教下来。要把大
师的功夫，传到学生身上。校园版 《牡丹亭》 演出让我
很感动，苏昆的演员在大师那里学过，现在又教出来台
上的这些学生。（校园版《牡丹亭》剧组曾移师苏州，由
苏昆演员手把手指导。） 这个传承的意义是重大的。

记者：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昆曲）传承基地刚
在北大挂牌，“昆曲传承计划”在北大开展长达10年，后来
还设立了“北京大学昆曲传承与研究中心”。您觉得这种研
究和传承，能在多大程度上向社会大众辐射和延伸？

白先勇：当时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是要培养一批
年轻的演员接班。我们用年轻的演员去吸引年轻观众，
最重要的目标人群就是大学生，这十来年巡演去过差不
多 30 所高校。昆曲不光要进校园演出，还要在校园扎
根，所以我就选了北大，从这里开始辐射出去。

校园版《牡丹亭》的演员（24人）和演奏员（14人）来自
北京16所高校和1所中学，都是学生，说明这十几年来，我
们在北大的影响辐射出去了。主角杜丽娘和柳梦梅分别由
好几个同学演，都能够（把角色）撑起来。我希望把他们带
到香港和台湾。香港也有大专学生演《牡丹亭》，刚刚台湾
大学还演了《牡丹亭》，如果三地都合起来演，那才更有意
思。这边和港台的大学生串演《牡丹亭》，那好玩了。

青春版，生命力依然旺盛

记者：青春版《牡丹亭》在两岸引发热潮，以
至于现在有人提到昆曲第一反应就是它，但似乎
除了这部戏也不知道更多，或者把它视作最高水
准的昆曲演出，只冲着这个去看，不大关注别的。
只知道青春版扮演者沈丰英和俞玖林，不知道前
辈大师张继青和蔡正仁等。对此您怎么看？

白先勇：这个说好也好，说坏也坏。因为
学生第一次接触，第一印象他认定了这个就是
昆曲，别的他都不管了。而且大师的演出，内
行来看的话，会觉得大师功夫了不得，留意他
们的一举一动、唱腔、咬字。一般观众就不管
这个了，他就要看着好看，能够吸引他的。

记者：有人说是冲着您去看青春版《牡丹亭》的。
白先勇：所以有些人说，（青春版 《牡丹

亭》 大热） 那是你白先勇宣传出来的。开始的
时候的确有人好奇，怎么写小说的弄昆曲去
了，我的读者会来看一看。但这是三天的大
戏，九个钟头。如果戏本身不好，观众捧场捧

一天，第二天就跑了。观众是真的被这个戏本身吸引，
看了以后觉得不错。虽然有时候常常是冲着我来，但看
进去就被吸住了！

记者：您制作的三部青春版的戏 《牡丹亭》《玉簪
记》《白罗衫》，有人说越到后来在社会上的影响越小，
您怎么看这种评价？

白先勇：这些戏很受欢迎。青春版 《牡丹亭》 生命
力还很强，到处在邀他们演，马上5月他们 （苏昆） 要演
10场。现在不是说高雅艺术要走出去吗，政府应该继续
把他们送到全世界去。之前他们去国外演出，都很受欢
迎。这些戏的演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他们都师出名
门，像《玉簪记》是岳美缇和华文漪教的，《白罗衫》是
岳美缇教的，《义侠记》（白先勇最新制作） 是梁谷音教
的，都是大师传下来的。

新编戏，不好随便动筋骨

记者：您将来是否也会考虑把昆曲清唱，演剧之外
传统的另外一支，同样做策划推广，面向大众进行展示

传播？
白先勇：我办过几次大师清唱，把蔡正仁、华文漪他

们请来唱，很受欢迎。台湾曲社的活动，50年来从没停过。
每个月几次，风雨无阻，曲友聚在一起弹弹唱唱，那种精神
很感人。台湾之所以有昆曲（存续），能训练一大批昆曲观
众，是因为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有昆曲社，清唱
的那种传统，一直保留下来。

记者：您所制作的戏，主要是传统戏的新制，但现
在也有全由今人创作的新编戏。您怎么看那些大开大阖
的创新？

白先勇：昆曲有600年的历史，它有一套非常成熟而
且严谨的美学，那些程式化的东西，不好随随便便动了
筋骨。如果这个东西弄拧了，它就不是昆曲。

昆曲都是诗，不是平常的白话，你要编的话，除非
你的古文和诗词底蕴，跟汤显祖一样，那你编出来才
像。你编个大白话的本子，那就不对了，所以新编戏很
难保留下来。可能演了两年，就无声无息了，可见观众
是最后的评审。观众不看，戏就没有生命力。

附：校园传承版《牡丹亭》演员心曲
张云起（杜丽娘扮演者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

生，多年学习昆曲闺门旦和京剧表演）：在演对手戏的时
候，当你疏离了人物，柳梦梅、春香下场来会提醒你，
有时候他们的情绪涌出来也会感染你，是一个互相推动

的过程。
在这种“浸没”中，慢慢才能进入对人物的“同情

之理解”，进入整段表演那个真正“人同此心”的东西，
把自己放在角色里，试着把它传递给观众。

席中海 （柳梦梅扮演者之一，北京大学心理与认
知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北大京昆社骨干）：演出校园
版 《牡丹亭》 最大的体会是，昆曲是越学越难，越学
越美。

以前学习昆曲时像狗熊掰棒子，学完这个赶紧来下
一个，以为自己都会了，其实不是。去年 10月开始学校
园版 《牡丹亭》，基本身段和唱念都掌握了，再往下学，
想表现出昆曲的味道和感觉时，就感觉越来越难了。

左图：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海报。
（图片来自网络）

上图：校园传承版《牡丹亭·惊梦》剧照。
（许培鸿摄）

粤语金曲曾经是华语圈的流行标配，但
随着近些年来唱片业的衰落，香港唱片销量
大不如前。不过，随着高价发烧碟在市场上
掀起一股“暖流”，香港唱片业又恢复活力。

唱片不会变古董

歌曲数码化的潮流，让网上听歌越来越方
便，乐迷很少再掏腰包去买实体专辑。上一次
香港唱片销量达到“双白金”标准（即销量达
6万张），已经要追溯到2008年了。如今，香港
的知名歌手方大同、农夫乐队等都陆续宣布不
再推出实体专辑。有业内人士担心，实体唱片
会变成古董，仅供鉴赏。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近些年香港唱片
业市场又开始“回温”，而销量“功臣”是曾
经一度被认为属于小众消费的发烧碟。

发烧碟是指为迎合音响器材发烧友的需
求而灌录的唱片，追求优质音响效果。起
初，发烧碟只是用来试高级音响喇叭，但因
为录制格式保真度高，在高级音响中播放可
以听到音乐的不同层次，绝对是听觉上的一
种享受。而且，大部分发烧碟都是翻唱旧
歌，令人回味之余，也会让人体会一种旧酒
新瓶的新鲜感。发烧碟和同样追求质量的黑
胶唱片一起，现在成为实体唱片市场的主流。

两极化消费带来机遇

发烧碟虽然音效质量高，但由于成本高、
售价高，之前一直属于小众消费。如今随着科
技的发展，乐迷逐渐走向两极化，年轻一代爱
玩手机、爱上网，他们喜欢在手机音乐软件里
根据流行榜、新歌榜去选听歌曲，追求歌曲的

数 量 、流 行
度 ，听 歌 的
便宜快捷。

而 年 纪
较成熟的消
费者追求品
位享受，他
们乐意花钱
购买贵重的
音 响 器 材 ，
对新歌也没
那 么 追 崇 ，
有一部分人
甚至只爱听
旧歌，不愿
意 接 触 新
歌。发烧碟
则正是为他

们而设的产物。虽然发烧碟专辑成本高、售
价高，但追求音效的乐迷都愿意花钱捧场去
购买实体专辑。

不少公司和歌手发现此商机，都推出发
烧碟专辑，希望在市场中分一杯羹，发烧碟
逐渐普及化。香港老歌手刘美君、钟镇涛、
黎瑞恩、苏永康等都陆续推出发烧碟，而且
每一张销量都有不错的成绩，从以前只有数
百张销量，到现在平均有1500张销量，实属
非常理想。

内地市场大有潜力

环球唱片营业总监李国扬表示，香港实
体唱片市场2000年开始发展发烧碟，至今发
烧碟的比例已经占据市场一半，发展非常
快。而相比较，台湾才刚起步，内地也还在
发展中，所以绝对是大有潜力。

香港音乐媒体人帕克同样认为，流行音
乐因为录制质量不够精良，实体专辑逐渐被
淘汰，但唱片市场在音响发烧友中，仍有生
存空间。他说：“现在很多歌星开始推出高音
质的唱片，以迎合发烧友的需求。我认为如
果在这个层面制作好的音乐和高级音质，市
场仍会存在。”

关键是，发烧碟不是谁人都能录，保真
度高的音响效果会令歌手唱功的瑕疵表露无
遗，因此有实力、有嗓音的歌手才能保有这
市场，而这样的人通常是老歌手，这也为香
港实力歌手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路。

还有业内人士建议，唱片可以纪念品的
样式出售，制作精美一点，售价相对高一
些，既能勾起消费者的美好记忆，也能拉抬
市场行情。

图为乐迷播放唱片。 （资料图片）

为顺应网络时代发展，具有逾百年
历史的台湾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 （下
称“台湾中华邮政”），近日于台北金
南邮局启用首家数字邮局。

数字邮局设有“24 小时自助服务
区”，提供ATM、补折机及“i邮箱”服
务；另设“数字金融服务区”，由智能
机器人驻点，提供业务导览与互动服
务，并配置互动电视造型墙、电脑及
iPad 等，供民众在线取号、预填表单、
开户等预约服务。

台湾中华邮政是此间最主要的邮政

机构。近年来为顺应社会新需求，积极
推动业务转型，于 2017 年提出“智能物
流”“数字金融”和“长照服务”三大经
营目标。此外，该公司还将持续开发数字
金融业务，预计今年第二季度推出“台湾
Pay”转账购物服务，以方便客户支付，提
供“虚实整合”服务。

据报道，在全台拥有1300家支局的
台湾中华邮政，每年寄送信函约 25 亿
件。但随着电子邮件兴起，寄送信件量
每年下滑 4%到 4.5%。不过邮政物流因
电子商务兴起，邮政小包加快捷包裹一
年约6000万件，其中78%来自大陆。

台湾中华邮政16日表示，未来将持
续打造数字邮局，预计明年底前扩点至
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等地。
该公司还计划发展“无人邮局”，以全
面迈向数字化。 （钟 欣）

白先勇：

校园版《牡丹亭》实践了我的理想
本报记者 张 盼

发烧碟打开市场

香港唱片业又见活力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扫描二维码，阅读人民
日报中央厨房“日月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小剧场话剧 《丁西林喜剧三则》 近日在台北
登场，吸引众多戏剧爱好者。据悉，这是“2018北京文化周”活动的
一场“大戏”。图为北京人艺演员表演喜剧短剧《一只马蜂》。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