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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演绎下的“觉”与“思”
吴洁

歌剧诞生

400 年 来 ， 意

大利歌剧一直

成为世界表演

舞台上经久不

衰的艺术样式，

而在这其中， 普契尼无疑成为意大利

歌剧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 今年

是普契尼诞辰 160 周年， 他用作品告

诉我们， 音乐在历史的沉淀下焕发生

机， 歌剧在社会的现实中独具意义，

而艺术在时代的记忆里持续发展。 作

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 ，

《托斯卡》 这部于 20 世纪初首演的作

品， 又如何在 21 世纪上半叶， 用它

最初的样貌， 去唤起属于人类的歌剧

记忆？

柏拉图曾认为： “将舞台的表现

形式与情节的表现形式相隔开来， 以

此呈现出戏剧演员的真实反应。” 序

幕拉开， 原版再现的教堂一隅呈现在

眼前 ， 男主角卡瓦拉西多急速地上

场， 竖立在画板上的圣母图， 这一系

列的舞台提示几乎在开场几分钟内相

互分离着。 原版的开场既遵循着柏拉

图式的戏剧安排， 又充分符合了 《托

斯卡》 的戏剧真谛； 第二幕中， 斯卡

皮亚的开窗动作通过舞台灯光的明暗

对比呈现出来， 这一艺术象征手法给

予剧情更多发展空间。 在此之下， 舞

台上的人物选择了一种 “心理” 进程

的表演方式， 去凸显 《托斯卡》 戏剧

本身的内在张力 。 21 世纪初以来 ，

此部歌剧就已有众多的演绎版本， 无

疑它们皆选择了与最初原版相异的戏

剧表达方式， 但又几乎可以认为， 它

们纯粹的戏剧思考原点来自 “这里”。

这一夜， 原版演绎中的戏剧动作

给予音乐以最充足的发挥空间： 第二

幕戏剧高潮处托斯卡即将刺杀斯卡皮

亚， 此时饰演托斯卡的女高音安吉丽

缇通过身体动作的明示 ， 告诉观

众———悲剧即将来临！ 与此同时乐队

开始庄严肃穆起来， 用尽它们最沉缓

的速度， 步步前进着， 这一处的音乐

留白与隐藏的戏剧动作相合， 使得音

乐体现出其 “不息” 的发展动力； 就

整部歌剧而言， 悲剧性成为贯穿始终

的线索： 无论是对爱情的期许， 还是

对生活的向往， 普契尼的音乐总是带

有一丝悲情， 全剧多处出现教堂的钟

声与 “无息” 的弦乐音色融汇在舞台

中央， 这样的演绎使我想到马勒 《第

九交响曲 》 末乐章的无助 “呻吟 ”，

这是多么的孤独。

第一幕中， 警察官表达出对卡瓦

拉西多的羡慕之意 ， 此时伴随着用

木琴模仿出的教堂钟声 ， 来自西西

里合唱团的仪式颂唱声极具张力但

又虔诚， 仿佛令你置身于教堂， 并从

中得到与戏剧人物不同的感官体验；

作为跟随帕瓦罗蒂首次访华的歌剧

院， 臻于精美的原版戏剧构思带领我

们回到罗马， 最后一幕里仿佛正处圣

天使城堡外， 凝视着戏剧终场里发生

的一切。

法国戏剧家布吕内认为： “戏剧

的结束要为观众留下一个自由的想象

空间 。” 正如歌剧结束一切都静默 ，

这却又使我们循着记忆， 在终结后寻

找着另一种延续： 既有来自音乐戏剧

感官上的愉悦享受， 也有歌剧艺术体

验后的无尽觉思。

（作者为青年乐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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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传统文化仅仅是空壳
传承与发展便无从谈起

专家指出产业化是使传统文化“活起来”的重要途径———

传统文化不是静态的文化化石，

而是动态的观念之流。 在各类思潮喧

嚷并进、 科学技术迭出不穷的现代社

会 ， 传统文化又该如何实现创新传

播， 焕发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近日， 在由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

业研究中心、 中国社科院历史文化研

究室等主办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活起来’ 创新发展论坛” 上， 相关

科研院所专家和文化产业界人士认

为， 文化产业化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活起来” 的重要途径， 在实现文

化与新型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之余，

不能忽略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刻挖掘

与改造。

在文化与产业间架起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史研究室主

任、 研究员孙晓提出， 让中华传统优

秀文化活起来， 核心是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 而产业化 、 市场化是

“活起来 ” 的重要途径 。 “让文化

‘活起来’ 不能光喊口号， 要对传统

文化做系统梳理， 利用文化产业的优

势对传统文化做形象化展示和市场对

接，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循环

互补。” “长期以来， 文化与产业之

间横亘着一条鸿沟 。 ” 孙晓说道 ，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 文化与商业是

泾渭分明的， 但其实传统文化 ‘活起

来’ 需要商业的助推， 我们要做的就

是在文化与商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与一些欧美国家相比， 中国的文

化产业的历史起点低 ， 发展相对滞

后， 这背后有着体制、 技术、 观念方

面的原因。 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

室机关党委副书记、 中国书画家协会

副主席董兆祥认为， 应该重视社会机

构与民间力量在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作用。 他组织相关团队开发

“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 工程， 邀请

了近 200 多位专家学者对传统文化资

源进行了系统梳理， 编制了涵盖中华

五千年文化经典的 “中华历史文化

大观园”， 并借助 VR、 AR、 全息技

术将传统文化数据做可视化呈现 ，

“变文字为形象， 变呆板为鲜活”。

存续和挖掘传统文化的
内核才是根本

从穿越文学到玄幻文学、 宫斗文学

以及由此衍生的热门网络剧 、 网络电

影、 大 IP 影视等， 传统文化的元素在

其中强势出镜， 大有升温之势。 可在红

火的表象之下 ， 也有人指出 ， 一些穿

越、 玄幻文学， 只是袭取历史背景的外

壳 ， 将职场文化变为宫斗戏和官场小

说， 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梳理与细致

挖掘， 若传统文化仅成为商业包装的噱

头与空壳， 传承与发展便无从谈起。

历史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

汉国指出， 传统文化得到活态传承的前

提是批判性梳理：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

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在推进文化产业

开发时抓住重点， 去粗取精。” 北京师

范大学历史影像教研室主任吴琼也认

为， 无论借助何种传播形式， 存续和挖

掘传统文化的内核才是根本， 对传统文

化的潜心研习必不可少。

“我做过大量的历史纪录片。” 吴

琼说道， “后来发现没有深厚的历史研

究， 做出来的片子经不起推敲。 为此，

我从学习编导又跳到研习历史， 专门腾

出时间接受专业历史知识的训练。” 吴

琼认为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密不可

分： “只有真正研究了中华文化的根源

和基因， 不流于肤浅与表面， 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才不至于后劲不足。”

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

教授索晓玲则分析了以传统文化为素

材的一些动漫作品， 指出内容与形式

间应主次分明。 她认为上世纪 80 年

代的国产动画片之所以能取得辉煌，

诞生了诸如 《三个和尚 》 等享誉国

内外的优秀动画片， 关键在于对神话

传说和民间寓言的细致挖掘 ， 在遵

循其精神内核的前提下进行了创造

性改编。

“动画作品的改编首先要尊重传

统故事的本来寓意和涵义， 不能做无

谓的演绎。” 索晓玲说道， “此外也

要注意传播媒介的特殊性， 用符合现

代人审美的视听语言去呈现传统故

事， 避免生硬说教， 这样才能让传统

文化真正走入观众心中。”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专电）

文化

默剧来了！形体动作表达情绪意义

首届“国际默剧展”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筱丽） 首届 “国

际默剧展” 即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 其

间将为观众带来自六个国家的九部作

品， 演出包括了无语言或仅有少量语言

的戏剧、 形体剧、 默剧、 新马戏等。

默剧是舞蹈与戏剧之间的一种表演

艺术， 演出者基本不用文字语言， 只以

自己身体的形体动作， 表现出不同的情

绪、 情节与故事。 在很多现代默剧表演

中， 演出者甚至不用任何道具， 只以动

作让观众感受幻想中的无形道具。 有些

默剧艺术家为令观众注意力集中在其身

体而非面部表情， 会戴上素白的面具演

出。

此次访沪的默剧有许多代表了默剧

的发展潮流， 如 《也许， 也许， 也许》

是 2018 伦敦国际默剧节的 “封面剧

目 ”， 来自加拿大的 《反转地心引力 》

则是爱丁堡边缘艺术节的冠军剧目， 还

有已经在中国巡演超过 100 场的西班牙

面偶悲喜剧 《安德鲁与多莉尼》。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推出的 《我心深

处》 将作为此次默剧展的开幕节目， 首

度在亚洲上演。 作品灵感源于剧作家莫

里斯·梅特林克的剧作 《室内》， 讲述一

家人不知一件悲伤的事已经发生， 报信

人在窗外凝视着屋内的情况不知如何开

口。 该剧最具特色之处在于观众仿佛置

身于外， “偷窥” 室内发生的一切， 室

内的人生活越幸福， 观众越能感到他们

即将迎来的痛苦与生活命运的无常。

默剧历史悠久， 起源可追索至古希

腊时期的剧场演出。 十六世纪， 默剧以

即兴喜剧的方式在意大利掀起热潮。 街

头艺人戴上面具， 以夸张的肢体吸引人

们的注意。 之后， 默剧传入了法国， 默

剧中许多手势符号与小人物开始渐渐地

成形与建立， 并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出

形式。

长久以来， 默剧随着时代的推进不

停地演变、 发展， 经历过无声电影时代

的辉煌时期后曾一度淡出了观众的视

野 ， 但默剧艺术家从未停止对剧种的

探索和创新 。 久负盛名的伦敦国际默

剧节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 凭借 “创

作出别具当代特色的创新默剧 ” 理念

每年能够吸引到不少来自各地的舞台

节目。

《东去西来》：展现音乐与数字媒体新互动

八部创想型音乐作品与八个舞台视觉设计作品相互交织

日前亮相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 “青年艺术创想周” 的 《东去

西来》 展示了 “数字时代” 传统艺术

门类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八部创想型

音乐作品， 以民族音乐为核心， 融合

了西方音乐元素， 并加之以舞蹈、 绘

画 、 装置 、 影像 、 多媒体等多种手

段， 呈现了多元艺术的和谐交汇。

“我们一直在思考， 如何运用数

字技术手段， 拓宽音乐、 舞蹈、 戏剧

等传统艺术的表现空间， 为艺术跨界

融合发展提供方向与例证， 让视觉工

程师能和舞蹈家 、 演奏家一起同台

‘表演 ’。” 《东去西来 》 的策划者 、

上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科带头

人代晓蓉认为， 新时代的舞台需要在

传承中开拓创新， 兼容并蓄， 和谐共

生， 跨界融合将为舞台艺术带来崭新

的生命力。

数字媒体，为传统舞台
提供更为庞大的想象空间

舞蹈家黄豆豆在 《东去西来》 中

演绎了全新作品 《镜·界》， 这是一部

紧密结合弦乐、 舞蹈和影像的跨界作

品。 舞台中央， 特别设计了一个虚实

并置的剧场空间， 借助数字媒体的记

录性， 以及全息影像的即时性和沉浸

感， 加上艺术加工， 黄豆豆在演出现

场与两年前的自己一同起舞， 实象与

幻象之间产生了虚与实、 有与无、 自

我与本我、 现实与梦境的对位关系，

作品的灵感正是来源于 “镜中影像”，

诠释了对于 “我” 的努力探寻。

“与一般舞蹈表演不同的是， 借

助数字媒体， 同样的作品呈现了厚重

的时间质感， 仿佛是创作者在与时间

交流， 与未来对话。” 黄豆豆说， 数

字媒体为传统舞台提供了更为庞大的

想象空间。

“音乐是一种无界的语言， 可以

跨越所有的屏障， 观众将在视觉、 听

觉的新型互动中体验文化交汇从何而起、

向何而去的哲思境界。” 为了使音乐得到

视觉化的呈现， 代晓蓉带领制作团队奔赴

草原、 湖泊、 森林、 古建筑村落以及城市

取景拍摄， 全部影像制作由上音数媒学院

师生完成， 画面纯净超然、 震撼人心， 犹

如徐徐展开壮阔的天地画卷。

东方与西方、多民族音乐元
素的碰撞，让作品“不拘一格”

《东去西来 》 的八部创想型音乐作

品， 以及 “序” “间奏” 和 “尾声”， 创

作者来自中外不同地域、 不同背景， 最终

呈现出 “不拘一格” 的艺术魅力。

知名音乐人张旭儒创作的 《击节 》，

以云南佤族的圣物 “木鼓” 为主要创作对

象。 对佤族人而言， 木鼓是 “通神之器”，

是生命的想象。 创作者还在人声中融入阿

尔泰山地区原住民族所特有的歌唱艺术

“呼麦”， 与质朴粗犷的木鼓声、 多媒体

影像间交相呼应。

新疆音协主席、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

员努斯勒提创作了 《梦回》。 努斯勒提

说， 坐落于丝绸之路上的龟兹是中国与

世界和平交往的象征， 很多人都在研究

它的文化现象 。 此次 ， 他利用竹笛 、

笙、 手鼓、 琵琶、 竖琴、 弦乐等民族器

乐和西方经典器乐 “刻画” 了他心中的

龟兹。 《对话》 极富象征意义， 风格迥

异 、 个性鲜明的女子四重唱与蒙古族

传统乐器马头琴演奏相结合 ， 以无字

歌形式呈现现代音乐与原生态音乐的

交汇。

《景象》 则是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

作品。 英国实验影像艺术家史蒂芬·加

里奥特从东西方不同的视角来看地球的

风景 ， 中外器乐将与影像形成巧妙互

动 ， 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感受 ， 探讨

“我们是谁， 我们该走向何方” 的主题。

舞蹈家黄豆豆在 《东去西来》 中演绎了全新作品 《镜·界》， 这是一部紧密结合

弦乐、 舞蹈和影像的跨界作品。 （上音数字艺术传媒学院供图）

《托斯卡》 剧照。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供图）

默剧是舞蹈与戏剧之间的一种表演艺术，演出者基本不用文字语言，只以形体动作，表现出不同的情绪、情节与故事。

图为默剧《空气动力秀》剧照。 （上海大剧院供图）

荩 “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数

字化园区鸟瞰图。

（华文盛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对

春秋时期 “章华宫” 的数字化呈

现， 观众点击进入可了解该建筑

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