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叶锦添设计的薛宝钗服装造型稿之一。
沈昳丽（右） 与胡维露（左）分饰“钗玉”。

（均上海昆剧团供图）叶锦添设计的贾宝玉服装造型稿之一。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红楼”是昆曲人二百多年的舞台梦

上昆推出筹备11年原创新剧《红楼别梦》，重新解读“钗玉”故事

文学世界里阐释演绎不尽、 舞台

上取之不竭的经典《红楼梦》，又将增

添一个全新的昆剧版本。筹备了 11 年

之久，下月 3、4 两日，上海昆剧团将在

上海交响乐团 音 乐 厅 推 出 原 创 作 品

《红楼别梦》，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解

读薛宝钗与贾宝玉的故事。

昆曲是最早改编《红楼
梦》的戏曲剧种

《红楼梦》 这样一部文学巨制，
自其诞生以来， 一直是戏曲舞台表现

的主题 。 各剧 种 累 积 创 作 的 “红 楼

戏” 数以百计， 而上世纪 50 年代末

推出的越剧 《红楼梦》， 更是跨越半

个多世纪的经典。 “红楼戏” 不只是

宝玉与黛玉的爱情故事吸引观众， 其

中各个个性鲜明的配角， 也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 京剧舞台上， 就有荀派名

剧 《红楼二尤》、 童芷苓主演 《王熙凤

大闹宁国府》， 让尤二姐、 尤三姐和王

熙凤这几个人物唱主角。
鲜为人知的是，戏曲中最早与《红楼

梦》结缘的是昆曲。早在公元 1792 年，即
《红楼梦》小说正式出版的第二年，清代

戏曲家仲振奎就根据相关情节创作了昆

曲折子戏《葬花》，此后由他执笔的昆剧

《红楼梦传奇》更是完整上演。遗憾的是，
无论大戏还是折子，都没能传承下来。知
名昆剧艺术家岳美缇告诉记者， 虽然仲

氏的剧本和曲谱流传至今， 可就连俞振

飞等“传字辈”老师也没有演过。
昆曲人却一直怀有 “红楼” 情结。

上世纪 60 年代初， 作为 1949 年后的昆

曲第一代 ， “昆大班 ” 岳美缇 、 华 文

漪、 张洵澎等一批昆曲新苗， 在 “传字

辈” 老师的悉心培育下， 渐成气候。 这

群 “昆大班” 正值十八九岁的女孩子，
她们的青春年华不正对应着 “十二钗”
么？ 娇美的华文漪是黛玉， 机灵的张洵

澎是王熙凤， 而岳美缇这个女小生， 表

现贾宝玉更是再合适不过。 沈传芷、 华

传浩、 朱传茗三位 “传字辈” 老师亲自

指导， 朱传茗执笔唱腔设计， 而俞振飞

则也来指点岳美缇身段动作。 在老师们

的一起努力下， “昆大班” 还没毕业，
就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新创大 戏 昆 剧

《红楼梦》。 其中的不少曲子不仅遵循传

统， 又优美动听， 至今还在曲友中间流

传。 遗憾的是由于剧本遭毁， 加之当年

没能留下录像和完整录音， 此后没能在

舞台上演。

“金玉良缘 ”里有没做完
的文章

“排还是不排， 我们纠结了好久！”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 上海昆剧团团

长谷好好坦言 ， 《红楼别梦 》 酝酿 11
年， 不只是因为前有多部戏曲改编经典

高山仰止， 更是对这个古老剧种与经典

文本创新的忐忑。 她说： “昆曲的原创

很难， 既要符合当下的审美趣味与精神

气质， 同时又要保证传统的唱腔程式

不走样， 在这个过程中， 昆曲人只能

边走边想， 慎之又慎。”
该剧中， “梅花奖” 新晋得主闺

门旦演员沈昳丽、 青年女小生演员胡

维露分饰薛宝钗与贾宝玉。 对沈昳丽

来说， 历来对宝钗的塑造， 大多作为

黛玉的反衬， 这反而让她看到了可以

再诠释的空间。 待嫁时的娇羞、 挚友

离世时的痛苦 、 被 丈 夫 误 解 时 的 激

愤， 都是宝钗不被注意的另一面。 她

与宝玉间的 “金玉良缘” 里有没做完

的文章。 而创新之作也绝不只是年轻

人才的 “试验田”， 昆剧团还请到凭

《卧虎藏龙》 拿下奥斯卡金像奖的叶

锦添担任该剧的服装造型设计。 谷好

好说： “三顾茅庐请他来， 不是作为

亮点来赚眼球， 而是深知他对 《红楼

梦》 有深入的研究， 并充分尊重戏曲

传统； 而且他的作品还不乏时尚元素

点缀其中， 希望这次合作是一次真正

的艺术上的探索。”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范昕

神话在一次次重述中，
接力完成塑造民族的精神造型

青年学者黄德海与毕旭玲做客
“中华创世神话”讲座，指出———

今天神话故事传递给人们的意蕴，
就是神话创作者所给予的原初意义吗？
在刚刚过去的两天里， 两位青年学者黄

德海与毕旭玲分别在 “开天辟地———中

华创世神话” 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

创作研究系列辅导讲座的第四讲、 第五

讲上开讲 。 他们以 《中国古代 神 话 损

益 》 与 《中 国 上 古 神 话 的 组 合 与 解

构———以鲧禹神话为例》 为题， 不约而

同给出了上述问题的否定答案。
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黄德海

指出： “神话是不断生成而趋向于完美

形式的蕴育过程。 中国古代神话经过以

某种善为目的的重述之后， 流淌在人们

的血脉里， 接力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造型。”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毕旭

玲也告诉人们： “因为文化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中国上古神话经历了很长时间

筛选、 组合与解构， 不是短时期一个地

方形成的。 它们反映了很多人共同的愿

望、 价值观。”

“变形”令渺远的神话永葆活力

《诗经》 起初名为 《诗三百》， 不

少篇目的内容与意蕴都与今天人们看到

的不完全一致； 人们熟悉的 《西游记》，
起初来源于大唐玄奘取经的故事， 此后

历经一代代人不断重写、 压缩、 添加，
形成越来越复杂的文本， 诸如孙悟空、
猪八戒等角色都是后人添加的； 前两年

出品的电影 《捉妖记》， 也是一个新的

神话创作过程， 可以被视为钟馗捉妖故

事的变形……在讲座上， 青年学者们以

丰富的实例提醒观众， 包括神话在内的

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很多文本与故事，
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 在他们看来， 神

话的魅力就在于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不

断变形。 正是后世对原始神话的重述甚

至大胆而节制的改写， 让那些看起来渺

远的神话始终保持着不息的活力。
比如古 代 神 话 中 的 盘 古 ， 关 于 他

的故事是如何演绎的 ？ 援引丰 富 的 文

献， 黄德海为 人 们 理 清 头 绪 。 最 早 的

盘 古 是 没 有 具 体 形 象 可 言 的 ， 只 见

“万八千岁， 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

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
于地……” 渐渐地， 盘古的形象清晰起

来，“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

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再进

而， 盘古有了动态， “盘古将身一伸，
天即渐高， 地便坠下。 而天地更有相连

者， 左手执凿， 右手持斧， 或用斧劈，

或以凿开……” 就这样， 盘古的故事越

讲越丰满， 一直讲到了今天。
毕旭玲则与人们分享了鲧禹神话的

“变形记”。 这一系列神话中产生最早的

是鲧神话 ， 它是海洋神话中的 造 地 神

话， 发生的背景正是新旧石器交替时期

的全球性大洪水。 鲧是天神， 偷盗了息

壤， 在一片汪洋之中创造出土地。 禹神

话是后来才有的， 起初禹也是天神， 在

大洪水时期被派至凡间。 在一代代人们

的讲述中 ， 大禹治水的方法发 生 了 改

变， 从与鲧差不多的 “堙” 演变为开凿

水渠的疏导方法。 甚至， 禹神话与鲧神

话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鲧禹成了父子。
今天人们熟悉的鲧禹神话是这样一个完

整的故事： 神话的主角是由天神变成作

为氏族首领的人。 禹之父鲧治水不成而

被杀， 禹承父志， 带领民众战胜洪水，
重建家园 ， 因而被推举为部落 联 盟 首

领， 并最终使原始部落联盟发展为奴隶

制国家。

神话的创造性重写有原则须依

青年学者们强调， 对于神话的创造

性重写， 有一个原则值得特别关注。 那

便是， 新增的意思最好能够放回经典之

中而不显得突兀。 黄德海指出， “本质

上， 神话已经用其跨越千年的生命力，
拒绝了随便的改造和无知的添加， 它要

求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维持自己的基本样

貌。 经过不断重述的神话， 让一群自然

聚居的人， 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

体。” 毕旭玲也提到， 神话在一代代的

生长与演绎中， 有一些精神内核延续了

下 来 ， 那 便 是 我 们 民 族 的 文 化 基 因 。
“比如鲧禹神话中奉献牺牲的精神、 坚

韧不拔的精神， 都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

产与价值认同。”
最近一两年在参与 “开天辟地———

中华创世神话” 文学故事脚本撰写的过

程中， 黄德海有过切身体悟。 比如他在

写女娲的故事时， 着意传递出一种不要

贪图安逸的精神。 在他看来， 女娲之所

以很忙， 又是造人， 又是补天， 又是做

媒 ， 又是制造乐器 ， 其实女娲 是 在 以

“不逸” 给人类做出示范， 诠释人生的

全部意义。 又如他在写到伏羲创八卦的

故事时 ， 添加了 “劳作 ” 与 “灵感 ”，
强调所有灵感是从劳作中 来 的 。 黄 德

海 说 ， “我 们 虽 然 写 的 是 神 话 传 说 ，
但几乎没有一个故事完全脱离 日 常 生

活 。 神话故事虽然千奇百怪 ， 但 仍 然

可以回到当下 ， 给我们各种各 样 的 人

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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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党章缘何在中共二大上诞生
纪念中共二大召开9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专家热烈研讨———

1922 年 7 月 ， 一批心怀远大理想

的革命志士会聚上海， 召开了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个为期 8 天

的会议在党史上承前启后， 诞生了七个

“第一”， 其中， 就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大法———第一部正式的党章。 它的制

定， 不仅和此次大会提出民主革命纲领

的贡献相当， 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

建设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那么， 首部

党章缘何会在中共二大上诞生？ 昨天，
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上海

市静安区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纪念中共二

大召开 95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沪 召 开 ，
这一议题引发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的

热烈研讨。

中共一大纲领为党章奠
定了基础

“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肩负着

重大的责任和相应的任务。” 中共中央

党史研究室专家李蓉指出， 尽管由于筹

备匆忙、 经验有限， 加之会场遭到意外

冲闯， 中共一大仅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两

个文件，没有制订并通过党章，然而，《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其实具有总纲加

章程的性质， 它为中共二大第一部正式

党章的制定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第

一个纲领》的中文原稿至今未见到，目前

留存下来的有俄文、英文两种文本。俄文

译稿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保存下

来的档案；英文译稿则见于 1924 年陈公

博在美国用英文写成的硕士论文 《中国

的共产主义运动论文》 的附录。
从俄文、 英文版本可以看出， 《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共列出了 15 条

内容， 其中第 11 条内容没有， 因此实

际 上 只 有 14 条 。 该 纲 领 第 一 条 宣 布

“本党定名为 ‘中国共产党’”， 第二条

是党的纲领部分， 第三条至十五条则就

组织规范化展开论述， 包括了党的组织

原则、党组织的任务、党的组织发展、党

的组织纪律、党的组织机构、党的纲领具

有的重要地位等。 李蓉认为， 这部分的

内容，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
当然， 将中共一大通过的 《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纲领》 和中共二大通过的党

章进行比较， 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

党在成立后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在党的

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 二大党

章共 6 章 29 条， 分为党员、 组织、 会

议、 纪律、 经费、 附则六个部分， 单就

条文的数量看比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

领》 的 14 条增加和丰富了很多。 而内

容上， 中共二大党章对党员条件和入党

手续， 党的组织机构、 组织制度、 党的

各级组织的建设、 党的纪律等作了具体

而明确的规定。 其中， 关于党的纪律的

有关规定， 几乎都是新的内容， 共有 9
条， 比如， “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

机关之命令” “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

数， 少数绝对服从多数” 等等。

制定党章 ， 来自中国共
产党实践活动的需要

与会专家表示， 党章的制定， 也来

自于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的需要。 中共

一大后， 党的组织和工作迅速发展， 党

员由 50 多人发展到 195 人， 党的地方

组织也有所增加。 因此， 中国共产党迫

切需要制定正式的章程来指导和协调党

内生活， 统一全党行动， 以确保完成党

的任务和纲领。 因此， 中共二大适应党

的建设需要， 正式制定了党章， 在党的

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重大而坚实的一步。
而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吴

海勇通过文本比对分析后发现， 首部党

章还受到了首部团章的启发。 1922 年 5
月 5 日， 在广州东园召开的中国社会主

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标志青

年团正式成立。 大会于 5 月 10 日通过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 成为青年

团首部正式的团章。 而 2 个多月后在上

海召开的中共二大， 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部章程。 吴海勇在研究中发现，
这两个章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 响 的 关

系。 从文字形态而言， 两个历史文本极

为相近 ， 皆无引言 、 结语 ， 由 “第 一

章” 领起以下各章， 章有题名， 章下设

条文若干， 逐章接续排列。 此外还可从

结构、 内容与文字表述三方面得到相应

的证明。 以文字表述为例， 首部党章、
首部团章两相比对， 明显存有一些词句

近似， 理应是前者借鉴了后者。 比如，
党章第一条 “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

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 ， 均得为 本 党 党

员”， 对应团章第一条 “凡……承认本

团纲领及章程， 并愿服务本团者， 皆得

为 本 团 团 员 。 ” 再 如 ， 党 章 第 十 二 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 得召集

全国代表临时会议 ； 有过半数 区 之 请

求， 中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

议”， 与团章第二十七条近乎一致。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邵雍指

出，首部党章为何在中共二大上诞生，原
因涉及很多方面。但历史已经表明，首部

党章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全局性和

稳定性， 其本身就是党在 1922 年战斗

力、凝聚力与创造力的具体体现，它不仅

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留下浓 重 的 一

笔， 也为今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启示

和借鉴。

“家教时刻影响我们的行为举止”
《良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出版

本报讯 （记者许旸）身处逆境如何

磨砺自我？何以分辨小聪明与真智慧？当
一 连 串 家 庭 与人生教育问题接踵而至

时，千百年来中国家训中蕴含的智慧往往

能指点迷津，予人启发。日前，复旦大学历

史系教授韩昇著述的《良训传家———中国

文化的根基与传承》一书，由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将重要家训与历

史人物、典故融为一体，引人深思。
作为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

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该书跳脱出以

个别古代家训为主的说教式或释读式模

式， 而是点面结合、 寓理于情。“就像农

民种田， 播撒下什么种子， 日后便会结

出怎样的果实 。 家教不但是人 生 的 起

点， 而且伴随一生， 时时刻刻影响着我

们的行为举止。” 在作者韩昇看来， 家

训不是用来对外吹嘘和自我标榜的， 它

们多在家族内部传承， 融合了社会行为

准则和家族处世经验， 少有大话虚饰，

语言朴实， 寄望殷殷。
书中提到，比如宋朝史学家司马光所

写《家范》云：“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

知爱而不知教也……爱而不教，使沦于不

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 ”这段

家训就是提醒做父母的人，不要一味溺爱

子女，百依百顺往往会调教出孱弱任性的

人格，养成一身孤傲戾气。 韩昇说， 家训

一般都是长辈尽心把祖上世代积累下来

的真知感悟进行总结归纳， 传授给子孙，
要求他们代代身体力行。

家训短的寥 寥 数 语 ， 长 的 卷 帙 繁

多， 包含许多教人处世的劝诫， 通过讲

透事理，循循善诱，令人由衷向往，身体

力行。古人非常重视家训的编撰，古家谱

往往开卷便有立家格言， 作为一个家族

的宗旨，自立一格；后面则记载了治家原

则， 从家庭的基本礼仪规矩， 到诸如立

志、砥砺、知书、达礼、勤俭、谦和、兴善、
除恶等方方面面，无不尽心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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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芭豪华版《天鹅湖》首赴新疆喀什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受上海市

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邀请， 上

海芭蕾舞团一行百余人首赴新疆喀什，
将于 7 月 24 日和 25 日在喀什噶尔影剧

院为当地观众献演两场豪华版芭蕾舞剧

《天鹅湖》。
此次豪华版 《天鹅湖》 将延续今年

早前澳洲演出的阵容， 由上海芭蕾舞团

首席舞者吴虎生和主要演员戚 冰 雪 主

演 。 为了给新疆观众献上高水准 的 演

出， 吴虎生和戚冰雪在演出前两周就已

开始了集训， 每个动作、 每个眼神都力

求精益求精； 张文君、 帖佳欣、 周嘉雯

等演员也在结束东北巡演赶回上海的次

日就投入了紧张的排练。 上芭的所有演

员和教员都放弃了休息， 在连续的高温

日坚持每天八小时的排练。
豪华版 《天鹅湖》 首演于 2015 年，

是上芭继承发扬古典芭蕾艺术的创新之

作， 不仅在国内得到认可，同时也深受海

外演出商垂青， 先后赴荷兰和澳洲上演

30 余场。 天鹅公主与王子的爱情双人舞、
轻松欢快的四小天鹅、展示古典技术巅峰

的“黑天鹅”双人舞……届时，舞剧的经典

舞段不但将一一呈现在观众眼前，更令人

惊叹的是由 48 只洁白的 “天鹅” 组成的

“天鹅海洋”将移动、变化出或简或繁的优

美队形，每一个定格都震撼人心。
不过， 因为此次演出 “天鹅群” 的

数量由常规版的 16 或 24 只变成了 48
只，灯光、布景与舞台纵深就要做相应调

整，以衬托 48 只“天鹅”的恢弘。 如此一

来，前期的舞美工作便是必不可少。喀什

噶尔影剧院之前很少呈现如此庞大的演

出，剧场设施有限。 为此，上芭在前期进

行了细致的考察。 为解决剧场后台区域

不足， 上芭的舞美团队专门将搭建多个

帐篷供演员们化妆和更换服装， 还自带

所有灯光设备。 此外，由于豪华版《天鹅

湖》8 月即将远赴欧洲，开启 40 场巡演，
演出服装已于 7 月初装箱离沪， 因此为

了本次新疆喀什的演出， 上芭专门另外

制作了全剧全套的服装和布景。“相信凭

借我们的专业和敬业， 新疆喀什的观众

们定能欣赏到天鹅湖畔唯美浪漫的爱情

故事 ， 感受到独具海派魅力的 芭 蕾 之

美。 ”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
48 名舞者组成的 “天鹅海洋” 变幻出或简或繁的优美队形。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熊亮绘本《悟空传》传递独特感悟
本报讯 （记者许旸） 日前上映的电

影 《悟空传》 引发一股怀旧潮， 而新鲜

出炉的绘本 《悟空传》， 也同样投射着

知名插画家熊亮对悟空故事的 独 特 感

悟。 画面里对比强烈的黑与白， 横涂直

抹的水墨书写， 以及与图画呼应的粗粝

毛笔字， 无不透着原始的野性。
“书中的悟空看上去有一张愤怒的

猴脸，但那不是阴郁的表情，更接近充满

孩子气的肆意张扬。”熊亮谈及创作经验

时说。 他期待读者见到“齐天大圣”的另

一重性格，发现东方水墨也能酣畅激烈。
新书 《悟空传》 由果麦文化策划出

版 ， 绘本故事源自吴承恩名著 《西 游

记》。 熊亮甚至直接摘取原著句子作为

画面的文字旁白， 如 “刚揭了帖， 就听

见巨响， 真个是山崩地裂” “那悟空收

了如意棒， 抖擞精神叫声： 我去也！ 只

见， 一路云光， 无影无踪去了”。 在绘

画技法上， 《悟空传》 全部采用黑色线

条， 饱蘸墨水画直线， 甚至没有过渡与

柔软的笔触。 封面被 “悟空” 两个满幅

大 字 占 去 空 间 ， 封 底 是 怒 目 的 猴 脸 。
“设计师给书脊还加上了长长的黑线 ，
翻动书页时会甩来甩去， 就像猴子灵动

轻盈的尾巴。 读者翻阅这本书时， 会感

觉绘本跳动不已， 一直活着。”
为了画出悟空的神韵， 熊亮在猴脸

上重叠了两种面孔 。 “第一种 来 自 孩

子； 第二种来自一些青年。”
在业界看来，熊亮创作的绘本，融汇

了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技法， 并一直在探

索水墨线条与故事文本在创作上互为补

充的可能性， 极具东方气质和个人辨识

度。如《梅雨怪》《小石狮》《年》《二十四节

气》《京剧猫》 等中国风作品多次获得国

内外奖项， 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

出版。“绘本如同纸上戏剧，每一次翻页，
都是思维的一重跳跃和转变 ， 层 层 推

进。”熊亮曾说，石涛的罗汉，萧云从的山

水，都是他临摹的对象，他从中国传统文

学、戏剧和民间艺术里获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