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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一辈乡愁的慰藉到年轻艺文爱好者的心头
好，京剧在台湾传承发展的主要方向，经历了由搬演
传统老戏到全新编创的变迁。“台湾的创新风气很早就
有了，30多年前已经在提倡，而且是主流，年轻人特
别喜欢。”台湾知名剧作家、戏曲研究学者、“国光”
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祈告诉记者。

上世纪 80年代，王安祈为台湾“雅音小集”京剧
团写剧本，见证传统京剧与现代剧场的初遇。去年
底，王安祈编创的第 30 部实验京昆新戏在台湾演出，
今年春天还将在上海展演。“剧种类型不是框限，而是
创作的手段。”王安祈将京剧、昆曲、舞台剧等融为一
炉，在每次创作中探索新的可能。

这一代人该有自己的创作

记者：从当代传奇剧场到“国光”剧团的新编
戏，台湾在京剧创新上备受瞩目。为什么戏曲创新能

成为业内共识，这种风气始于什么时候？
王安祈：在两岸分隔初期，台湾的文艺政策是复

兴中华传统文化，京剧团大部分在演老戏。直到上世
纪 80年代，我给“雅音小集”编新戏的时候，还有人
质疑为什么一定要编新的，为什么不只演 《四郎探
母》就好？

现在完全没有这种声音了，反倒是追问明年编什
么新戏，今年为什么只有一部新戏。京剧创新的风
气，在台湾形成有 30 多年了，就觉得一定要编新戏，
要用新方法和剧场观念来排演。

从演出量来讲，还是传统戏比较多，因为现成的
传统戏有那么多。我们创作一部新戏要花好多时间，
所以每年就推出一两部，大概最多三部，但社会关注
度还是集中在新戏上。

记者：有人认为因为台湾在戏曲人才培养上有欠
缺，演员传统功力不够。如果走创新的路子，其实可
以掩盖一些不足。

王安祈：这是事实，我一开始在“国光”剧团觉
得非做新戏不可时，有一层思考也是这样。不过我最
根本的思考是，这一代的人该有自己的创作。21世纪
的人，京剧不能永远演的是清朝那些戏，昆曲不能永
远演的是明朝的《牡丹亭》。

大家知道要有现代散文、现代诗歌，那为什么没
有现代戏曲？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使命和职责。大陆也
一样，两岸都需要有当代的创作。

把戏做成当代精致艺术

记者：“国光”剧团的新编戏有时会融合不同剧
种，乃至加入舞台剧、交响合唱的元素，会不会有热
爱传统戏的观众表示难以接受？

王安祈：我有个朋友是香港的老观众，现在已经
快 80岁了，他看过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 （均为大
陆京剧表演艺术家） 的演出。每年“国光”剧团演新
戏，他和妻子就从香港来台湾看。他说香港演的大都
是传统戏，他们觉得不过瘾，想看到新鲜的现代剧场
的戏，虽然唱得可能没有大陆各地戏曲名家好，但整
体作品很好看。

我带“国光”新戏去香港演出前有点担心，因为
那是大陆的京剧名角常去的地方，香港观众怎么会接
受台湾的京剧团？结果发现他们喜欢我们整个的节
目。我们今天看的节目，拿来比较的不一定是国家京
剧院、上海昆剧团，而可能是香港芭蕾舞团、香港管
弦乐团，是所有的表演艺术节目，现在应该是广泛的
相互吸纳的概念，而不是限于纯粹京或昆的剧种。

记者：您在编创新戏时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
王安祈：我们要把戏做成当代的精致艺术。今天

京剧是什么？虽然是古典形式的，但却是现代剧场的

戏。“国光”剧团新编京剧 《快雪时晴》 到香港去演，
香港观众非常喜欢。他们说没想到传统戏曲能以这样
现代的面貌来呈现，西皮二黄能跟交响乐、合唱团结
合得这么好，舞台上还有水墨投影。

选择什么题材，该用什么方式，比如 《快雪时
晴》 展示了王羲之的书法，当然用水墨投影，这点就
不用去批评。科技要不要加到戏曲里来，不是形式上
的问题，而是出于内在的必要性。

艺术其实是相通的

记者：台湾现在只有温宇航 （原大陆知名小生演
员，后加入“国光”剧团） 出自昆曲科班，京剧演员
演昆剧，也是台湾的戏曲界比较突出的现象。

王安祈：台湾没有昆曲科班，所以京剧演员要跨
行去学昆曲。台湾戏曲学院毕业的年轻人考进“国
光”剧团后，还要接受在职训练。剧团每年会请几批
大陆名家来教，或者把团员送到大陆去学。

“国光”基本上是京剧团，我努力把温宇航找来，
是叫他学京剧的，可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昆曲，所以
希望剧团有些戏能实现京昆融合。我考虑的是作品的
概念，它怎么能更好地呈现，怎样把适合表现的手段
放进去，而不是纠缠于剧种的概念。

大陆的昆曲名家梁谷音的“鬼步”令人称道，大家都
觉得昆曲的“鬼步”是最好的，但其实她是从京剧学的。
剧种间相互学习吸收，艺术本来就可以互通。“国光”剧

团新编戏的票时常售罄，台湾观众可能是出于对广泛艺
文的热爱，没有说只喜欢哪个固定剧种，有好的演出都
会去支持，这批爱好者的数量比较多。

记者：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去年底在台湾演出
《西楼记》，导演是台湾人，他也为“国光”剧团排过
新编昆剧。两岸在导戏的思路上是否有不同？

王安祈：去年“国光”剧团和日本合作的新编实验
昆剧《绣襦梦》，结合了日本的三味线音乐，看来一切极
简，却通过细节处理让整个戏情味深厚，体现了台湾导
演王嘉明的功力。王嘉明本来是台湾现代剧场界的鬼才
顽童，却成了昆曲的知名导演。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
会找王嘉明排戏，他有很多时间都待在南京。

大陆的戏曲导演以内行演员为主，属于圈内人，
他们可以把戏排得很好，不过导演还是更多需要进行
视觉处理和其他调度。大陆有点排斥话剧导演来排戏
曲，台湾这边不会排斥，而是很欢迎现代剧场的导演
加入，从他的视角来呈现戏曲的另一种面貌。

王安祈：传统戏曲 贵在创新
本报记者 张 盼

新华社南昌2月12日电（记者陈毓珊） 江西
省会南昌近日出台《南昌市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若干措施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惠
台40条”），从经济交流合作、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台
湾同胞在南昌学习实习创业就业、台湾同胞在南昌
居住生活四个方面细化，以促进两岸合作交流。

南昌“惠台 40 条”涵盖经济合作交流 20 条、
文化合作交流 4 条、创新创业 7 条、居住生活 9
条。其中，加强驻昌金融机构与台资企业合作，
提供融资服务；支持台湾青年来昌创新创业就
业，提供实习、就业岗位，按规定提供初期创业
基金等；对台籍人才享受南昌市相应人才政策、
台胞子女在昌中考录取加分投档政策，指定医院

为台胞定点医疗机构等，均针对台胞台商关注的
热点、焦点、难点问题给予回应，切实解决在昌
台企台胞的现实期盼。

南昌市提出，降低台资企业物流成本，对年
出口额 500 万美元及以上的自营出口台资工业企
业，给予50%以内、不超过100万元的外销境内路
段运费补贴。为扩大昌台两地民间交流，南昌市
财政局专列了昌台民间交流项目经费100万元。

据统计，南昌市累计注册台资企业637家，日
渐成为台胞在大陆投资发展、创业兴业的聚集地
之一。南昌市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确保每项
措施真正落地见效，让台胞台商及时享受到政策
带来的实惠。“都是中国人，看简体版没有困难，感觉很亲

切。”2 月 12 日开展的第二十七届台北国际书展
上，正在简体馆挑书的台北居民汪先生对记者表
示，他最想买的是传统文化类图书和大陆翻译的
外国图书。

简体图书受欢迎

本届台北国际书展为期 6天，以“十大创新”
“十大主题馆”及超过 500场精彩活动，呈现一场
阅读嘉年华。其中，简体馆内展出来自大陆的 20
多家出版社的4000多种、逾1万册图书。

年逾古稀的汪先生上午一进场就直奔简体
馆，逐本翻看心仪的图书。他说，自己主要挑两
类书，一是大陆翻译的外国书，因为“大陆各种
文字都会翻译，比如瑞典、荷兰图书的中译本都
会有，而台湾一般只翻译英语和日语书”；另一
类是中国传统文化类的书，“这方面大陆的资料
多，人手也多，所以整理得更好，这两类书大陆
有优势。”

汪先生说，他出生于重庆，6 岁随家人来到
台湾，现在对儿时的家乡还有很深的印象。他看
简体版书有很多年了，阅读没有困难，“毕竟都
是中国人”。过去几年，他都来台北书展挑选简
体版书籍。

在简体馆挑选儿童绘本的韩女士对记者表
示，她的工作是用绘本推广儿童阅读，近年大陆
大量翻译外国的儿童绘本，挑选的范围较广。她
平时自己也会读简体书，还买过杨绛先生的书。

两岸读者口味近

简体馆的入口柜台上，摆着《延禧攻略》《如

懿传》 等大陆流行的新书。台湾华品文创公司总
经理王承惠介绍，一般在大陆热销的图书，在台
湾也同样受欢迎，前两年 《琅琊榜》 在台热播，
相关书籍在书展上就卖得很好。这次主要征集了
大陆媒体 2018年评选的好书前来参展，还有大陆
一些知名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北京三联、上海三
联的新书，也深受台湾读者喜爱。

王承惠介绍，台北国际书展简体馆自 2013年
设立至今年已经第七年，简体书在岛内的需求越
来越大，主要是这些年两岸交流频繁，台湾年轻
人也从网络上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大陆资讯，越来
越能接受简体书。他坦言，台湾的出版业近年不
是很景气，而大陆出版的图书种类却越来越多，
一些专业类书籍，台湾受限于市场规模不太会出
版，所以台湾大学老师会直接推荐简体版给学生。

早些年，台湾书籍平均比大陆书籍贵 4 倍左
右，王承惠说，近三五年来，大陆图书的价格一
直在上涨，较低端的仍比台湾同类书便宜一半左
右，但一些装帧较好的，价格已经超过台湾同类
书，“这些年大陆出版业进步很快，我们作为同业
很佩服。”

参与办展的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出口部经
理熊武兴表示，大陆简体书给了台湾民众更多选
择，除了一些网络文学、小说、影视剧本类书籍
是大陆原创之外，还有一些专业图书，台湾不会
去出版。他举例说，此次简体馆展出一套中华书
局的宋版佛经 《思溪藏》，全套共计 138箱，价格
266万元人民币，有台湾买家一次就订了5套。

侠骨柔情忆金庸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书展以“读书正好”为
主题，有 52 个国家和地区的 735 家出版社前来参
展。“十大主题馆”包括书展大赏馆、金庸茶馆、
数位主题馆、青年创意出版区等。

其中，金庸茶馆以浓浓的武侠味吸引了不少
台湾金庸迷。馆内陈列“射雕三部曲”与 《天龙
八部》 等小说的各种版本、40 张放大的小说插
图，还设了一桌“射雕英雄宴”，桌上摆有“好逑
汤”“叫花鸡”“玉笛谁家听落梅”“二十四桥明月
夜”等小说中提到的美食图片。此外，馆内还展
出了金庸小说的原稿，衍生的影视剧、音乐、漫
画、游戏等内容。

台湾读者丁先生指着金庸手写的书稿说，金
庸小说给自己的少年时代构筑了一个梦想的世
界，里面有故事，有侠义，也有中国历史和传统
文化，“这么庞大的小说，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
来的，还有这么多修改痕迹，真是令人感慨！”

（本报台北2月12日电）

压题图片：台湾读者在简体馆翻阅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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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出台“惠台4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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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出台“惠台40条”

“国光”剧团实验京昆剧 《天上人间李后主》
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国光”剧团新编实验昆剧《绣襦梦》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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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雄爱河畔近日举办灯会，图为游人争相与彩灯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高雄灯会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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