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锦鲤洛阳绿牡丹本非天然既有
———谈我对小剧场戏曲的小认识

沈昳丽

用昆曲的（一桌 ）二椅演尤奈斯库

的《椅子》，是一个貌似悬远而其实直接

的对应，因为共通的“假定性”。 我们想

尝试———没有昆曲不能演的戏。 就像在

尤奈斯库、贝克特们的笔下没有人类荒

谬妄诞的处境是不能被描摹与搬演的。
那么，“小剧场戏曲”是什么呢？

我只知道它不是什么。在我心目中，
它首先不是大戏的缩小版， 也不是独幕

剧或某个折子戏， 尤其不是中国戏曲现

成的一桌二椅式的敷演。 诚然，中国戏曲

早在明厅堂中、在园林间、在古戏台的见

方氍毹上的表演貌似已是天然的小剧场

演出，但这样的一桌二椅，只是“小的剧

场”的演出，它并不是现当代意义的小剧

场戏剧。 小剧场戏曲不应只是物理空间

的缩小， 小剧场更应该关照人类心灵空

间的开掘与释放。 相对于汉赋，唐人的五

言绝句就是“小剧场”！ 小剧场是针尖上

的七层宝塔，是壶中乾坤，是须弥山纳于

芥子，心间方寸是最小也是最大的剧场！
而昆剧天赋异禀，天生具备阐发心曲、显
现心象的优势基因，所以，我坚信经典昆

剧与现代小剧场虽然貌似不搭界， 实则

暗合冥契。 只是，通道、关窍、那一层薄薄

的窗户纸在哪里？
长安的锦鲤和洛阳的绿牡丹本非

天然既有。 我心目中的小剧场戏曲，又

并不专属于哪一个特定的戏曲剧种。
从 15 年前的昆曲实验小剧场 《伤

逝》到去年的清唱剧《浣莎纪 》、再到今

年的昆曲版《椅子》，我们一直在路上 。
或许我们暂时还不能指认将抵达哪里，
可在这一路的跌跌撞撞中我们至少会

越来越明晰自己不要什么。 用中国戏曲

的方法应该是可以发展现代戏剧的，西

方的戏剧家们一直在实验探究，我们自

己有什么理由不乐于尝试呢？ 反过来，
参与当代实验剧场，借助一点一滴的新

鲜变化和异次元体会，也是对自身传统

本质的重新认知，打开“自我 ”，为了不

断更新，升级后的回归。 （作者系上海
昆剧团演员、 《椅子》 主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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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小剧场？《伤逝》？
———小剧场豫剧《伤逝》观后

郭晨子

豫剧能演《伤逝》？ 还用小剧场的方

式？ 在 2017 年第三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

上看到豫剧《伤逝》之前，不免担心和疑

虑， 喧闹的梆子声腔是否适合小剧场演

剧环境？ 豫剧剧种是否适合《伤逝》这一

题材？ 演出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 没想

到，豫剧的确用小剧场演绎了《伤逝》！
剧中， 涓生的扮演者同时是一名跳

出角色的讲述者， 全剧由他的讲述开始，
讲述《伤逝》小说的时代背景，鲇鱼须、小
东西、房东太太等人物也在他的讲述中登

场。 讲述用普通话，语言节奏像话剧；涓
生的角色扮演用豫剧道白， 处理得更生

活化，易于区分又便于转换。 舞台右侧，
自始至终有一桌麻将，鲇鱼须、小东西、
房东太太和背对观众的面目不明的局长

公子在打牌消遣， 他们都直接与涓生或

子君交流， 哗哗的洗牌声反衬着涓生和

子君的情感历程。 他们既像无处不在的

窥伺的眼睛， 又是消失不了的嘈杂背景

声，构成了涓生和子君的社会环境，形成

了一种摆脱描摹复制现实的舞台处理。
豫剧通常给人的印象一如它的别

名 “靠 山 吼 ”，是 铿 锵 的 、奔 放 的 、粗 犷

的，是直抒胸臆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杨

兰春先生与河南省豫剧三团尝试现代

戏排演时， 曾受到专家和戏迷的批评，
说他们唱得像歌、不像戏 ，哪里料到后

来不少唱段传唱开来，老百姓非但接受

了，而且喜欢。 《伤逝》中不少唱更像歌

了，其出现的位置和在结构中的作用甚

至更像歌剧了。 比如，编剧给了子君一

段刻画她形象的伴唱，以小说中描写的

子君的高跟鞋声为主导动机 ， 铺排出

“高跟鞋，橐橐橐”的一段唱。 其唱词和

节奏青春活泼，子君未出场时由这段女

声合唱铺垫， 子君死后这段唱再度响

起，这段唱成了子君的音乐形象。
或许，分身为讲述者的涓生和 “麻

将四友”如同西方戏剧中的歌队和歌队

长，对剧中人、剧中事、剧中情的评价还

可以再加强；而涓生的情感冷却 、子君

在懊恼悔恨之外的自省、二人渐生的隔

膜与绝望，也都可以再深入。 但从编剧

到导演、作曲和表演，《伤逝》都突破了

豫剧传统和传统豫剧。 它没有急切的政

绩诉求，却悄然变革着豫剧的风格。
《伤逝》赋予了豫剧另一种追求和

面貌，也难免引起争议。 吕效平教授曾

言，“如果现代戏曲在现代中国和现代

世界剧坛仍有一席，它只能以超越当下

剧种的新文体表现现代世界观所选择

的故事与人物。 ”郭小男导演也明确指

出，剧场已经由“剧种时代”过渡到 “审

美时代”，剧种并不意味一切，并不是直

接决定观众走进剧场的理由。
尽可以有传统戏做剧种的代表，也

尽可以制定更多的政策切实保护传统

戏，但多做一些尝试有什么不好呢？ 于

豫剧，希望《伤逝》不是唯一的一次小剧

场尝试；于更多的剧种，希望有更多的

小剧场实验；即便，有剧种淡化的风险，
也创造新的前景。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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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戏曲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提供新舞台

郦国义

小剧场戏曲，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

宝———戏曲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呈现了一

片新天地和新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 2 月首次

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

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海推出小

剧场戏曲汇演三年，正是戏曲界的同仁

们、尤其是青年编剧人才努力践行这一

“双创”思想理念的三年！三届汇演的许

多剧目，尤其是今年的好几台戏，有一

个显著的亮点，就是改编了不少中外文

学和戏剧经典，例如《伤逝》《草芥》《椅

子》等。剧目主创者的理念很明显，希望

借助戏曲艺术，继承中外优秀文化的成

果，同时更期望借助经典名著的思想艺

术魅力， 推动戏曲艺术自身的革新，从
而扩大戏曲受众， 让她重新焕发青春。
三年的实践证明，无论是扩大经典的影

响，还是争取年轻的戏曲受众，这都是

一条成功的探索之路。
对名著的改编，不同主创团队的理

念和出发点各有不同。 如何尊重原著，
尊重戏曲艺术的规律，尊重剧种自身的

特点，这是应该共同遵循的。 既然是小

剧场戏曲，也就应该充分尊重它的实验

性、先锋性，允许青年编剧大胆探索、大
胆创新，然后通过文艺批评，不断完善、
不断成熟。

小剧场戏曲汇演， 让我们从这个

“小舞台” 看到了很多优秀剧目的萌芽

和雏形。小剧场戏曲原本可能没有这样

的功能。 可三年来的不少剧目，包括今

年的一些戏，如彩调《空村》，本身未必

是小剧场剧目，但它展示了发展成为精

品力作的潜力和前景。《空村》的题材给

人很大的触动： 我们在提倡建设新农

村，但是在有的地区出现“空村”，这是

很值得关注的人文话题，事关社会的科

学和谐发展。这故事不仅触及了村落的

人居空村现象，还反映了传统文化面临

的“空村”断层。同时，它又具哲理性：农
民都搬到新城去住了， 生活是改善了，
可是却又发现，最好的空气和最绿色的

食品往往还是在农村，怎么保护和发展

这片绿色的土地，这也具有相当深刻的

话题性。 这部戏如果好好打磨，有希望

提升成为一部戏曲力作。
通过“小剧场”，能够看到“大时代”

的变化，能够看到戏剧跟随时代前进的

步伐。这是小剧场戏曲汇演给我们提供

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和视角。这对戏曲发

展，又是一种贡献。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 上海

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十字路口，小剧场？还是戏曲？
———第三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观后

郑荣健

这几年， 小剧场戏曲在持续升温，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刚刚闭幕的上

海小剧场戏曲节，用半个月时间展演九

台剧目，涉及京剧、昆曲、越剧、淮剧、豫
剧、彩调、梨园戏七个剧种，如今已办三

届。 北京当代小剧场戏曲节也已办四

届，每年推出 15 台左右的作品。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 京沪两地

其实就已有小剧场戏曲的相关实践，如
京剧《秦琼遇渊》（1993 年）、昆剧《偶人

记》（1996 年）等。2000 年以后，小剧场戏

曲逐渐在全国开花。 比如，京剧《马前泼

水》（2000 年）、昆剧《伤逝》（2003 年）、越
剧 《镜像红楼 》（2006 年 ）、川剧 《情叹 》
（2006 年）、京剧《红拂》（2006 年）、京剧

《还魂三叠》（2010 年）等。 它的概念本来

自话剧，包括实验性质、先锋色彩及舞台

样式，无不让人想起“小剧场话剧”的种

种；它的源头可能要久远得多，远至戏曲

雏形时的即兴表演、歌舞短剧如《东海黄

公》、《踏摇娘》等，稍近如传统的折子戏，
虽不具备现代小剧场的全部内涵， 观演

关系却是相似的。
2014 年和 2015 年，京沪先后举办

北京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和上海小

剧场戏曲节，为年轻的创演人才提供机

会和平台，助力探索与实践，大大推动

了小剧场戏曲的创演繁荣。以上海小剧

场戏曲节为例，其首届就获得全国九个

省区市共 32 部作品报名， 第二届演出

12 台剧目则涵盖了京剧、昆曲 、越剧 、
川剧、粤剧、楚剧、梨园戏、河北梆子等

众多剧种，显示出“小剧场戏曲”无论是

观念探索、 舞台样式还是创演机制等，
都备受青睐。

人们对“小剧场戏曲”概念的探讨

已经很多。 比较多的话题，一是落在它

的实验性质、先锋色彩上。在本届上海小

剧场戏曲节中，像昆剧《椅子》移植尤奈

斯库的同名剧作， 探讨人的孤独； 越剧

《洞君娶妻》承载一个理想与现实的现代

人性悖论话题。 二是关注舞台样式的创

新。如京剧《草芥》把化妆置于台上，运用

多媒体，用服装虚拟人物进行表演；北京

上演的《蝴蝶效应》进行黄梅戏、歌仔戏

的跨界混搭。大体而言，跨界、拼贴、多媒

体及叙述的跳进跳出等， 几乎成了小剧

场戏曲的标签。 这些探索和实践当然有

它的价值和意义，包括“小剧场”形成的

新观演关系、新创演机制等，无不给人以

启发，但当观念的、技术的因素和手段

被悉数用过，陌生化带来的新奇感渐渐

淡去，问题也就逐渐浮出了水面。
问题是什么呢？ 是过于强调“小剧

场”而忽视“戏曲”的诉求表达。 经过多

年发展， 小剧场戏曲已是面貌繁多，十
分活跃，但有目共睹的现实恐怕也难以

回避，比如样式雷同。 内容承载和样式

实验固然时有创新，但基于戏曲本体发

展的定位和追求，创作者似还缺乏清晰

有力的表达和引领，理论评论也还归纳

得不够。小剧场戏曲，它可能是试验田，
是新道场， 是年轻人的机会和平台，但
它绝不仅仅如此，也必然跟小剧场话剧

有所区别。除了具备“小剧场”的一般属

性外，面对和解决当前戏曲所面临的问

题，更是它的使命所在。
小剧场戏曲的兴起，最初总是跟戏

曲自身的处境、面临的课题以及戏曲人

希望藉此解决问题的自觉密切相关。上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台湾的郭小庄、吴兴

国、王安祈等人推动的“小剧场戏曲运

动”，就是如此。 泛而化之，就是探索戏

曲如何表现现代生活、 塑造现代人物、
表达现代观念。 基于当前戏曲现状，某
些带有展示、 普及色彩的样式内容，像
京 剧 《三 岔 口 2017》和 《草 芥 》里 的 做

打，京剧《惜 .娇》里的跷功，越剧《洞君

娶妻》里的流派唱腔等,都在情理之中；
而触及到戏曲陷入困境的某些可能的

本体根源， 比如程式化的思维和表演、
戏曲声腔规律等，尤其值得注意。比如，
昆曲很讲究节拍韵律，且歌舞总是俯仰

生姿、左右掩映。昆剧《椅子》打破套曲、
跨越行当，不无生活化的趋向。 在破而

后立的过程中，它与昆曲的韵律、节拍

的关系，就有一种度量尺度、发现问题

的样本意义。 再如豫剧《伤逝》，其唱腔

的剧种味道淡一些， 但对于探讨汉语、
方言的四声发音及润腔价值，特别是中

国传统音乐体系的传承转化及再认识，
无疑很有价值。彩调《空村》反映当代现

实生活，化用传统表现手法，又很生活

化。 它们不是小剧场戏曲的全部，却是

十分重要的内涵。
或许，小剧场戏曲已来到了一个十

字路口，观念、题材和舞台样式的现代

或已难以催生增长点，反而是戏曲本体

的现代转化课题持续存在、 亟待破解，
有可能成为新的、更核心的驱动力。 戏

曲如何兼顾程式化与生活化、如何在方

言流失的环境中找到声腔艺术的传承

规律？ 类似的课题，都需要小剧场戏曲

更加有力的回应，也是相关艺术节定位

坐标、明确目标、表达追求的应有之义。
从问题而来， 而不仅仅套用观念和形

式，才是戏剧变革的主因。 “小剧场”已
经有了，“小剧场戏曲” 更具变革性、爆
发力的突破，当然让人期待。

（作者系青年文艺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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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传统精髓与当代理念
呼出小剧场戏曲新鲜气韵

———第三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专家研讨会侧记

为期半个月的第三届上海小剧场

戏曲节近日落下帷幕。 来自五个地区的

九部作品参与今年展演， 涉及京剧、昆

曲、越剧、淮剧、豫剧、彩调、梨园戏七个

剧种。
舞台上不仅有京昆大剧种探索古老

程式与西方文本、先锋戏剧的碰撞；还有

湖北楚剧、 广西彩调等扎根农村基层的

地方小剧种亮相，与都市观众见面。
集中演出过后，有关小剧场戏曲的

创作与发展也引发业界的广泛讨论。 日

前， 本报与上海戏曲艺术中心联合主办

“小中有戏，东方有韵”第三届上海小剧场

戏曲节专家研讨会，围绕小剧场戏曲创作

意义、现状与未来探索方向展开讨论。

为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
化、 创新性发展提供实践交
流平台

传统戏曲迎来大好时光的今天，传

统的镜框式舞台已不能满足创作与欣

赏的需要。 一些青年主创把西方戏剧中

“小剧场”的观演空间对接传统戏曲，由

此碰撞出一系列艺术观念与舞台呈现

上的火花。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戏曲剧种及

其从业者参与到这一探索中来。 在与会

专家看来，小剧场戏曲通过注入当代思

想内涵、 借用最新技术手段与舞台样

式，实现了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 而小剧场戏曲节，成为创造

与创新的孵化器，为这些摸着石头过河

的主创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和交流平台。

据悉，本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在前期共

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39 个申报剧目 ，
涉及 15 个剧种。

而最终遴选出的作品涵盖神话、现

实题材、中外经典改编等多种题材。 上

海戏曲艺术中心副总裁、上海戏剧家协

会秘书长沈伟民认为，研讨会主题 “小

中有戏，东方有韵”正体现着戏曲节的

宗旨：“‘小中有戏’，是说小剧场有限的

空间同样可以呈现出戏曲丰富的意味；
而‘东方有韵’，则是希望参演作品尽管

是透过西方小剧场的形式呈现，但同样

展现出东方的审美追求，探索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

和美学价值。 ”
“以戏曲节的平台关注小剧场戏

曲，引导剧团补充了创作短板 ，帮助戏

曲艺术本体开掘自己，更大胆地创新探

索， 也让当下观众更多地了解戏曲、欣

赏戏曲。 ”上海京昆艺术咨询委员会主

任马博敏认为，时代在发展 ，戏曲紧跟

时代要做好继承与创新的大文章，小剧

场起到了大舞台无法替代的作用。

集中展现当下青年主创
对传统戏曲创新探索的自觉
意识

参演本届小剧场戏曲节的多个剧

组主创也参与了此次研讨，通过他们的

介绍会发现，当下戏曲创作者都有在小

剧场语境下进行探索与创新的自觉。
现代戏一直是河南豫剧院三团创

作的主要方向，不过对于小剧场的探索

还很少。 《伤逝》主演盛红林感慨，作品

初创于 2008 年， 是河南的第一部小剧

场戏曲作品， 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

部。 而他们探索小剧场戏曲的初衷，是

想把年轻人拉进剧场。 他说：“在河南，
传统戏曲有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不过

更多的还是在基层、在农村。 我们尝试

寻找一种青年观众能接受、感兴趣的题

材，来吸引他们走进剧场。 ”而据制作人

胡杰介绍，京剧《谁共白头吟》在创排之

初就尝试“把现实和虚幻结合 ，历史和

当今结合，以及京剧艺术和现代艺术相

结合的形式进行展现。 ”《椅子》编剧俞

霞婷则对“什么是小剧场戏曲 ”有了更

深入的思考：“小剧场的创造精神的核

心即是‘实验剧场’的自由探索。 无论在

形式创构还是在思想内涵上，我们都应

注入更多创新的基因，以及博大的思想

和超俗的诗性。 ”
和他们的作品一样，此次展演不少

剧目的初衷都是希望突破自己，这是非

常可喜的现象。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戴平

说：“小剧场戏曲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戏

曲人，尤其是年轻戏曲人的一种努力，那
就是希望突破戏曲原有的约束和局限，
寻求古老传统的中国戏曲表现形态，如

何跟现代思想、当代审美表达对接。 这种

探索和尝试，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传

承发展戏曲事业是有所贡献的。 ”

把闪光点放大 ， 完整体
现艺术观念与审美追求

在小剧场戏曲的创作中，主创都以

传统艺术的当代探索为己任。 落实到具

体呈现， 都有各自值得肯定的闪光点。
在题材改编方面：京剧《草芥》把欧·亨

利的《警察与赞美诗》置于中国北宋年

间，尝试西方小说的本土化；越剧《潇潇

春雨》 用唯美诗意的唱腔演绎费穆的

《小城之春》， 尝试经典电影的舞台化。
在唱腔程式的突破上：越剧《洞君娶妻》
中王柔桑巧妙地在范派唱腔与尹派唱

腔间切换，以此呼应角色忠厚老实与风

流潇洒的两个形象，探索以两种流派唱

腔变化凸显角色的转化；昆剧《椅子》中

闺门旦演员沈昳丽主要以老旦形象出

现，探索演员跨行当演出。 在舞台呈现

上：京剧《谁共白头吟》借用穿越的叙事

结构，让女主角心里的男主角与现实的

男主角同时并置在舞台上，拓展虚实结

合的手段；豫剧《伤逝》把麻将桌搬上舞

台，烘托时代环境对男女主角生活与精

神的挤压。
不过，原文化局戏剧处处长李守成

也提出，主创在进行小剧场艺术的先锋

性和实验性的摸索时，是不是最终能够

通过作品体现出来，体现了多少 ，各个

剧目有所不同。 他希望主创在探索和实

验的步伐上，不妨迈得更大一些，“这可

以培养新人编剧、导演和演员在创造中

发现传统戏曲无限的可能性”。
如何把更新的艺术观念与追求更

完整完全地体现出来？ 剧作家、上海戏

曲艺术中心艺术委员会主任李莉就提

到， 青年导演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准备，
思考如何将传统的戏曲形体表演结合

到新的故事表现中 。 “恨不得把所有

程式拿进来展示 ” 而忽略深挖观众的

接受度不可取 。 她希望主创在传统的

继承上融会贯通 、 发扬光大 ， 更要给

文 学 内 涵 的 发 展 、 文 学 品 类 的 提 升 、
文学哲理的思辨提供可以尝试探索的

广大空间。

■本报记者 黄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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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 《谁共白头吟》 剧照。 祖忠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