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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六小时全本话剧 《红楼梦》 剧照 荩宝黛共读《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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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里的中国》让传统文化“好风凭借力”
奚美娟

以四季叙事重构宝黛悲情与曹雪芹的苍凉

詹丹

———看六小时全本话剧《红楼梦》

今年七月下旬 ，我应央视 《典籍里
的中国》节目组的邀请 ，参加录制了其
中《徐霞客游记》的拍摄，并在其中扮演
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 这次创作经历，

是真正地让艺术照进了现实。 徐霞客与
母亲的绵绵亲情让我对 “母亲 ”这一角
色产生了更深的理解。 拍摄过程中，“穿
越剧”等崭新的创作形式也激发了我对
传统文化如何通过现代艺术重焕光彩，

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角色照进生活

很多观众或许早已对徐霞客志在
四方、游历天下的故事耳熟能详 ，但对
其母亲的伟大却知之甚少。 这也是我决
定参与演绎这一角色的初衷。 历史上，

徐霞客能够志存高远，与他的母亲对其
产生的深远影响密不可分。

我塑造的这位母亲，并非古代一般
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丈夫去世后，她凭
借精湛的家传织布手艺，独立肩负起抚
育子女的责任，并教导徐霞客要树立远
大的人生理想。 节目中，有一个场景令
我印象很深：母亲对儿时的徐霞客讲述
长江的源头在岷江， 小霞客好奇地问：

母亲怎么会知道的呀？ 母亲告诉他：是
书上写着的。 这一幕意味着在传统文化
的浸润下，徐母不仅知书达理 ，而且用
对大自然的热爱唤起了徐霞客对长江
探源的好奇心与向往，形成了他一生游
历事业的初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节目的剧本
还为徐母这一角色设计了特定的场
景。 故事的讲述线索由徐霞客对“母亲
河” 长江的探源贯穿始终 。 “母亲 ”和
“母亲河 ”互为象征 ，不仅使 “母亲 ”的
含义有了更广的联系和更深的开掘 ，

也由此深化了 《徐霞客游记 》的文化意
义和精神高度。

于我个人而言， 塑造这一形象，也
让我对母亲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母亲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她的
格局决定了孩子人生的起点。 她的举止
言行 ， 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一
生 ， 也为孩子与世界的链接建立着启
蒙。 可以说，这个角色深深地感染了我。

舞台之上，霞客与母亲之间融融血缘的
关系加持了艺术感染力。 荧屏之外，这
一角色也照亮了我的生活，让我产生了
深刻的共鸣。

现代文艺让传统
文化绽放新蕾

节目中，徐霞客探寻长江源头的过程
代表着所有中华儿女的寻根溯源。荧屏之
外，我同样感受到，对于传统文化的习读
与钻研，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寻根溯源。

但博大精深 、底蕴深厚的传统文
化如何才能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
更 “轻巧 ”地走向大众 ？ 这次的演绎
经历给了我些许答案 。 或许诸如 “穿
越剧 ”等别具一格的创作形式 ，就是

对传统文化非常好的
艺术表达 ， 也能让传
统文化这棵 “老树 ”开
出 “新花 ” 。

实际拍摄时 ，我们
的影棚被分为上下两
层拍摄场地 ，支撑着几
个场景同时呈现 。 一个
场景之下 ，徐母在层层
叠叠的布匹中辛勤劳
作 ，少年徐霞客在布匹
中间奔跑穿梭 ，唱着童
谣 。 另一个场景之下 ，

徐霞客风尘仆仆跋涉
在黄山上 ，探索前面未
知的奇观 。 镜头切换到
第三个场景 ，主持人则
召集了专家学者们忙
着做点评 ，现场观众也
入戏颇深地陶醉在演
员的表演中 。

可以说， 在这样一
个摄影棚里， 传统与新
潮相遇，古老与青春携手。 古典与现代
的场景彼此交相辉映、 轮番转换呈现，

也创造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碰撞
共荣的万花筒。

我平时很喜欢与年轻演员在表演
上切磋交流。 这档节目中，徐霞客的扮
演者是演员贾一平。 他很优秀，对人物
性格的把握非常到位，表演情绪饱满又
拿捏得当。 我们以前有过多次合作，所
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在表演中也有着
自然默契，合作得非常愉快。

在这样的交流过程中，我更加坚定

地认为，演员真诚走心的表达 ，也是能
让传统文化通过文化节目迅速触达观
众心灵深处的关键。 我们应该永远秉承
着初心 ， 对表演保有真诚与敬畏的态
度，同时以传统文化为锚 ，注重自己艺
德方面的提升。 我相信，这一定能为艺
术创作、形象塑造 、情感的传递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

同时，文艺创作不能脱离大众。 演
艺生涯几十年，我深刻感受到我们的观
众愈发专业，品位也在不断提升。 现如
今，他们对于文化的需求绝不仅仅只是

休闲娱乐 ， 而是更重视节目的文化底
蕴，期待创作者的真挚情感 ，渴望能与
作品本身达到高度的精神共鸣。 比如，

节目播出后，我观察到网络上有不少围
绕着作品剧情和演员演技的评价 ，“这
才是才华和艺术应有的演绎，让娱乐回
归艺术”“这才是中国的电视节目精品，

传播正能量 ， 传播有深度有内涵的文
化”等等。

眼观这样的大环境 ，可以说 ，我们
传统文化的传播也碰到了优质的土壤。

新颖艺术表达形式 ，让传统文化 “好风

凭借力”，闪耀出全新的生命光泽。

在时间的横流际涯中，典籍本是冷
清寂寞的，甚至显得枯燥乏味。 但是，在
现代科技与现代艺术的演绎下，传统文
化却可以走出深宫殿堂，走向生机勃勃
的民间社会 ，亲近观众 ，并满足他们高
水准的欣赏眼光。 作为创作者，我感到
自豪，同时 ，我也为未来表演艺术与传
统文化继续碰撞交融，擦出新的火花而
充满期待。

（作者为著名演员）

在舞台中央缓缓打开的三面巨大
“白墙”前，红色边框，把贾宝玉、林黛玉、

薛宝钗、王熙凤等人物一个个框进来，白
与红，也延伸到他们的服饰，昭示了基调
和变奏的主题。

这是话剧《红楼梦》六个小时的全本
演出。 剧场外，已是秋天时节，暑气还未
尽退；剧场内，春夏的“风月繁华”和秋冬
的“食尽鸟归”，构成话本四季叙事的基
本框架。

《红楼梦》的四季气象，早在清代二
知道人（蔡家琬 ）的随笔 《红楼梦说梦 》

中，已有明确的揭示，他说：

《红楼梦》有四时气象，前数卷铺叙

王谢门庭，安常处顺，梦中之春也。 省亲

一事，备极奢华，如树之秀而繁阴葱茏可

悦，梦之夏也。 及通灵失玉，两府查抄，如

一夜严霜，万木摧落，秋之为梦，岂不悲

哉！ 贾媪终养，宝玉逃禅，其家之瑟缩愁

惨，直如冻暮光景，是《红楼》之残梦耳。

而当代学者裘新江、 梅新林、 张倩
等，结合了西方原型批评家弗莱《批评的
剖析》中有关叙述程式的四季模式，深入
探讨了《红楼梦》的四季意象结构或者四
季叙事问题。 不过二知道人也好，当代学
者也好，他们在谈及《红楼梦》的四季叙
事时， 基本是从小说本身的时间向量中
来进行情节分割的。 而这种对直线向前

发展的梳理，在话剧中被重构了。

因为四季本质上是轮回的，所以，在
冬天雪地而不是漫天春光里， 以哀乐中
年的贾政而不是年轻的宝玉跪拜为序
幕，开始人生的反思，给这种四季叙事增
加了叙事的也是心灵隐喻的空间性复
沓、回环和对比的意味。

这种回环和隐喻，既归拢了事件，如
金钏投井、如宝玉挨打，也凸显了人物的
心理感觉，让画外音出现的夏天蝉噪声，

变得刺耳欲聋，让人无法忍受，同时也重
置了情节，比如著名的“黛玉葬花”连同
她的葬花吟放在了宝玉挨打之后， 成为
春夏与秋冬话剧上下本的过渡。 虽然在
小说中，“黛玉葬花” 的情节是在宝玉挨
打之前， 但 1940 年代吴天改编的话剧
《红楼梦》和 1960 年代徐进改编的越剧
《红楼梦》，都是把“葬花”置于宝玉挨打
后，特别是越剧《红楼梦》，其对这一情节
的反复渲染，成为整个剧中的情节高潮。

这也曾经引起有些学者不满， 认为在宝
玉和黛玉达成充分理解后， 仍然会有黛
玉误会宝玉发生悲悲戚戚的葬花举动和
葬花词的咏叹， 是曲解了他们的情感发
展历程， 也是把春末而不是夏末的季节
搞错了。 其实，这里的关键是，放在话剧
四季整体结构中来理解，则在强调，一如
自然万物凋零的规律无法改变， 黛玉的

葬花举动和葬花吟， 已经超越了个人恩
怨，是对女性整体不幸命运的悲悯。 而这
种整体意义的悲悯， 又是跟此前舞台上
展现女孩成立诗社谈诗论画的唯美风格
联系在一起的。

从舞台效果看， 笔者最欣赏的是笼
罩在四季整体框架中的黛玉形象处理展
现的四阶段：春天，黛玉进府，见到宝玉
那种春心萌动； 夏天， 因为宝玉挨打事
件， 她的关切和宝玉反过来为她担心而
送她旧手帕安慰她， 让她写下真正的情
诗，并引发了通体燃烧的夏热感；秋天，

她在婚姻的绝望中， 内心的希望和自然
万物一起凋零；冬天，取暖的炭火只能用
来焚烧她的情诗和一颗绝望的心， 随着
她离去， 她把爱意深藏在了雪白的大地
背后。 总体看，这四个环节，编导都发挥
出相当的创意。 比如黛玉进府，是让薛宝
钗进府紧随其后。 在清代仲振奎改编的
昆曲《红楼梦》中，薛宝钗也是和黛玉接
踵而至的，不过在仲振奎的剧中，老祖宗
还特意拉着宝钗去见林黛玉，说是“你们
也见一见，以后总要常在一堆的”，其对
两位女角进府的归并处理， 似乎是为了
减少另起头绪。 但是在话剧中，当通报说
薛宝钗也来时， 贾府中所有的人都出场
去迎接，把黛玉一下子冷落在舞台中央，

这种强烈的对比感， 使得春夏秋冬四个

段落也有了内在肌理不全一致的错综
感。 而在接下来三段落中，无论是黛玉题
诗有宝玉与之直接面对， 让情感激荡得
更灼人，还是咏叹黛玉葬花时，让原本洁
白装束的她套上一袭红色长裾， 缓缓曳
地而过， 或者失魂落魄的黛玉与宝钗披
上红盖头的当面对比， 都把情感烘托得
十分强烈。

当然， 如果四季叙事意味着必然的
轮回，那么开头贾政在雪地里的拜别，倒
应该在结尾时， 由贾宝玉的雪地拜别来
呼应。 现在感觉是，开头很精致，结尾却
有点潦草， 基本通过画外音处理了元妃
去世和贾府被抄。 一恍惚间，演员已经上
台谢幕， 笔者当时都没意识到这已经终
场了。 这样的仓促，似乎跟戛然而止的余
音绕梁，还不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这
本是可以在四季叙事的总框架中得到有
效处理。

四季叙事之所以能够重构《红楼梦》

情节而没有太多违和感， 是因为在一定
程度上， 触及了小说构想大观园的命意
本质， 这是以暂时隔离开的社会礼仪和
制度约束， 让贾府中的大观园获得了相
对理想的自然属性。 这样，舞美、道具和
服饰在极为简约中追求大道至简的风
格，其贴近自然，也就有了理据性。 从这
个意义看，有些细节的处理还尚待斟酌。

比如宝黛共读《西厢记》和湘云醉卧芍药
花下，或坐或卧的，居然都不是野外石头
而是红漆椅子等道具， 这就不是简单的
违背小说情节的问题。 宝黛共读不被正
统认可的《西厢记》，其阅读兴趣是听从
心灵的自然召唤，当戏文中出现“落红成
阵”的词语时，野外的花瓣也正飘落到他
们的身上，这样的和谐感，跟湘云醉酒后
彻底放松自己， 直接躺平在野外的芍药
花下青石板上，有着同样的自洽效果。 在
这里，人工家具的安置，哪怕再简单，也
有着跟自然无法协调的冲突。

只有当王夫人亲自安排抄检大观
园、驱逐晴雯等人时，冲突才从大观园外
部实实在在地延伸进来， 大观园相对理
想的自然世界成了碎落一地的美梦。 不
过在话剧中， 晴雯是被两个粗壮男人而
不是仆妇等架出大观园，还是感觉突兀。

尽管从舞台效果看， 这代表了难以抗拒
的强力，但细细想来，当王夫人代表刻板
的社会礼制和世俗规范率领众人扫荡大
观园时， 他们自身不会违背礼制而让几
个粗壮男仆混杂其间的。

曾经，我们把忠实于原著视为改编
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 ， 比如 1950 年
代，赵清阁改编的话剧 《贾宝玉与林黛
玉》 就是这么自我期许并努力实践的，

这当然值得褒扬 。 但是站在现代人立

场 ，通过艺术改编乃至再创造 ，从而和
原作建立一种对话关系 ， 更具挑战意
义。 这是舞台艺术的需要，也是时代的
需要。 1920 年代，厦大学生陈梦韶等改
编《红楼梦》为十四幕话剧《绛洞花主》，

其中第十幕“反抗”，专门写庄主乌进孝
等约来焦大 、 柳五儿等控诉贾府的罪
恶 ，商议如何反抗他们的剥削 ，鲁迅为
此写的“小引”，就是在为《红楼梦》改写
成这样的社会问题剧进行辩护 ， 认为
《红楼梦》“单是命意， 就因读者的眼光
而有种种”，写成社会剧自无不可。 而当
此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用自然四季来
重构《红楼梦》叙事框架时，大自然的四
季轮回与人的自然感情流淌深深契合，

也成了翻转小说的因子，并启发了编导
力图把人的潜在情感召唤出来。 于是我
们看到，当赵姨娘带着怨恨情绪来送别
远嫁的探春时，探春临别时把憋了很久
的一声“娘”叫出来，让赵姨娘手足无措
而感情失控， 也让观众心头为之一震。

这种对小说的再创造 ， 也许有人会反
对，但焉知不是激发小说进入新时代的
一种活力？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9 月 5 日，《典籍里的中国》之《徐霞客游记》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带领观众在荡气回肠的
“霞客行”中，感受这位千古奇人“朝碧海而暮苍梧”的人生理想，与追根溯源、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节目引发了巨大反响，播出当晚，央视频直播观看人数超 26 万，视频播放量单期增长超 200 万，视
频专辑播放量近 1900 万；各平台总观看量近 500 万，相关视频全平台播放量近 4000 万。 同时，微
博衍生话题 #300 多年前徐霞客旅游有多硬核 # 冲上热搜前三， 单期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累计超
四亿，累计覆盖网络用户近七亿人次。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