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老程式转译经典，小剧场还需多“预习”
今年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上，一批改编作品集中上演

越来越多的青年戏曲主创， 在小

剧场的探索中 选 择 经 典 文 本 进 行 改

编。 仅在本届小剧场戏曲节中， 就有

京剧 《草芥 》、 昆剧 《椅子 》、 越 剧

《潇潇春雨》、 豫剧 《伤逝》 等多部改

编自经典小说、 电影、 话剧的作品。
他们有的将西 方 故 事 移 植 到 中 国 古

代， 有的则通过戏曲特有的身段唱腔

来拓展文本中思想情感的表达， 呈现

多样化地改编探索方向。
站在经典的 “肩膀” 上， 令戏曲

创新的基础更厚重。 不过， 在二度创

作过程中， 改编作品能否与文学底本

的人文深度相匹配， 还取决于青年主

创是否有对文本的扎实研究， 以及恰

如其分的程式运用。
作为戏曲当代化探索的先行者，

如何用戏曲语言转译经典， 是小剧场

戏曲如何做好 “预习”， 是摆在青年

创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西方经典给戏曲程式表
演打开新的“呼吸”空间

对于致力于探索与创新的小剧场

戏曲来说， 经典母本给了青年主创可

供实验和改写的对象， 因而成为青年

戏曲人普遍关注的选题。 在过往的小

剧场戏曲舞台上， 仅以莎士比亚 《麦
克白》 中麦克白夫人为视角， 就有川

剧 《马克白夫人》 和昆剧 《夫的人》
等作品。

值得肯定的是， 相比于过去一度

出现的 “话剧+唱” 等问题， 如今的

作品都有一定的戏曲主体意识， 在改

编经典小说、 电影时， 都自觉并有意识

地给戏曲表演留下充分空间。 戏曲的表

演体系不再成为负累， 而是成为独特而

有效表现的手段。
京剧 《草芥》 将欧·亨利的 《警察

与赞美诗》 移植到北宋年间， 原著中的

流浪汉成了落魄的秀才， 以小生应工；
警察则成了衙门的捕头， 以丑角应工。
戏曲行当所天然具备的戏剧色彩， 与原

著诙谐幽默的风格相契合。 而同样用东

方语言诠释西方经典的， 还有即将上演

的昆剧 《椅子》 ———改编自尤涅斯库的

同名戏剧 。 这是上海昆 剧 团 青 年 主 创

参加日本利贺戏剧 节 时 创 作 的 。 这 个

由 戏 剧 节 创 始 人 铃 木 忠 志 出 的 “ 考

题”， 却让昆曲人在解题中咂摸出 “可

行性” ———剧中老夫妇的喋喋不休， 恰

恰给了戏曲美学里的 “写意” 以驰骋发

挥的空间。 有专家指出， 用戏曲程式去

试图转译西方文本时， 必然带来交融与

碰撞 ， 也为表演本身打开了新 的 “呼

吸” 空间。 这种交融、 碰撞恰恰凸显了

小剧场语境最有价值的实验性、 创新性

和探索性。

好的表演应当与文本唇
齿相依、 互相成就

不 过 ， 在 为 戏 曲 程 式 表 演 留 出

“呼吸” 空间的同时， 文本的原有深

度似乎被挤压了。
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郭晨子以改

编自 《小 城 之 春 》 的 越 剧 《潇 潇 春

雨》 为例。 她说： “《小城之春》 导

演费穆有着很深的戏曲情结， 电影本

身很多镜头具有戏曲的写意、 诗化之

美， 这也使得很多人认为， 由戏曲人

改编这部电影经典再适合不过。 可当

戏曲演员用大段优美动听的唱腔满足

传统戏曲观众的审美需求时， 影片原

本那种欲说还休的微妙情感被 ‘拨云

见雾’ 地直白呈现， 原本值得体味的

东西似乎被唱满了。”
好的表演应当与文本唇齿相依、

互相成就， 可在一些小剧场的戏曲经

典改编案例中，却出现顾此失彼、相顾

不暇的尴尬。还有一些改编作品，主创

试图为文本赋予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内

容或新思考， 但在代入当代语境的改

编中， 有意无意地对原著文本解读或

流于表面，或轻易解构，导致个别人物

形象似是而非，失掉了原有的精气神。
荣广润认为， 青年主创在改编经

典时， 敬畏之心不可或缺。 他强调，
改编的重要前提是 “吃透文本”， 多

做 “预习”。 “创新性、 实验性、 探

索性固然 是 小 剧 场 戏 曲 所 致 力 探 索

的， 不过借名著之口来说自己想说的

话， 须慎之又慎； 而是把文本当成是

突破戏曲形式手段的工具， 更须慎之

又慎。”

■本报记者 黄启哲

聚焦小剧场戏曲探索前沿①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许旸

她的笔墨中可见黄宾虹的影响

顾飞诞辰110周年画展在沪举行

她是黄宾虹 的 女 弟 子 、 傅 雷 的 表

姐， 上世纪 30 年代中国女子书画会的

发起人之一， 却鲜为大众所知。 在上

海市文史研究馆日前举行的 “顾飞百十

诞辰画展暨研讨会 ” 上 ， 业内 人 士 评

价， 顾飞生前从未炒作过自己， 是一个

安静、 纯粹的画家， 这样的人格与画品

对当下艺术界有着诸多镜鉴意义。 尤其

是， 从顾飞的山水笔墨中是可以清晰看

到黄宾虹的巨大影响， 这对从另一角度

理解黄宾虹很重要。

在黄宾虹眼里，她是可期
许的“当今第一流人”

顾飞 1907 年出生于南汇， 是明末

上海望族顾氏的后人， 诗、 书、 画三者

俱佳。 在上海中国画院筹备时， 她被吴

湖帆提名为甲字画家， 后任教于上海工

艺美术学校， 晚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

究馆馆员。
对于拜黄宾虹为师， 顾飞的一篇回

忆录中有记载 ： 1928 年春天 ， 她在福

煦路汾阳坊的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 前

弄堂就是神州国光社， 当时担任总编辑

的黄宾虹就住在那里， 汾阳坊弄堂之间

相隔只有几步宽。 “大概是对面黄家发

现对面的女孩是个画画的， 有一天黄老

师的侄女映芬隔窗打招呼， 说伯父是个

画家， 家里有很多藏画， 可以来看看。
我听了很高兴， 当下就跑过去了。 黄老

师和师母正好在， 他们给我看了他的作

品和家藏的古画， 并问了我一些问题：
比如以前跟谁学 ， 学了几年 ， 哪 样 的

好， 好在哪里， 我都一一相告。” 看顾

飞诚实勤奋 ， 黄宾虹就答应可 以 来 学

画。 此后， 顾飞由二哥陪着向黄老师行

了拜师礼， 就算成了黄家入门弟子。
在黄宾虹眼里，顾飞是可期许的“当

今第一流人”。 此次展览呈现了顾飞从年

轻时一直到近百岁的书画作品，其中一幅

山水画上，有黄宾虹的题跋。 该题跋总计

200 多字，极尽赞美之词：“观其落纸风雨

急，笔所未到气已吞。画有气方有韵，气由

力生……女子画中两道坤，可钦也。 ”

不为外面的名利所诱惑，
晚年依旧坚持“日课”

黄宾虹和顾飞师徒两人的性格， 也

有类似之处 。 黄宾虹属于慢热 型 ， 是

“艰苦卓毅、 存亡继绝” 的人物。 他一

生遭遇挫折、 误解、 冷落， 淡泊名利、
坚守立场， 中年后专注于金石书画研究

数十年， 直至八十岁左右成就大名。 而

顾飞对寂寞的承受力也极强， 异常勤奋

而且悟性很高。
黄宾虹常常告诫学生， 不要为外面

的名利所诱惑 ， 毁誉由人 ， 毁 誉 不 由

人。 “黄宾虹的教诲犹如一盏明灯照亮

着她， 也激励着她。” 顾飞的儿子裘吉

透露，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 母亲也坚

持 “日课”。 “妈妈经常半夜起床， 开

一只台灯在画画。 她有一个自订的 ‘日
课’ 表， 每天几点做什么事， 画山水、
人物、 花鸟、 读书看报一一写明。” 据

介绍， 到了晚年， 顾飞依然坚持创作。
让人惊讶的是， 本次展出的她九十多岁

所绘工笔人物画 “飞天” 系列， 笔墨设

色均精细之极， 着实令人叹服。
除了画作 ， 顾 飞 的 诗 词 也 十 分 了

得。 “究其原因， 一是接受严格的庭训

‘童子功’ 及其大哥顾佛影的影响， 更

与顾飞 33 岁时得到爱国诗人———钱名

山的传授大有关系。” 顾飞的学生袁龙

海告诉记者 ， 1940 年 ， 钱名山避难于

上海， 住在辣斐德路 （今复兴中路） 桃

源村， 恰巧与顾飞的闺蜜———庞左玉同

住一院， 经庞左玉引荐， 顾飞拜钱名山

学诗词。 在名师指导下， 她的诗词造诣

得到提升 ， 不少诗词 、 题画诗 刊 登 于

《申报》。 此次展出的顾飞画作中， 钱名

山的题书达十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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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扁平”世界，小说如何保持虚构魅力
作家王安忆、贾平凹，评论家陈思和：文学书写不能满足于复刻日常经验“写作时 ， 我总是 ‘等米下 锅 ’，

常常为材料不足而烦恼， 写的欲望是饱

满的， 但可供写作的材料却愈发紧缺。”
在复旦大学不久前举办的 “经 验 与 虚

构———小说大师对谈会” 上， 作家王安

忆的一番话引发热议， 似乎小说的虚构

难度系数正变得越来越大。 贾平凹、 陈

思和等作家评论家也注意到了 一 个 现

象： 当下图书市场上， 虚构类图书往往

被一些经典纪实图书抢了风头。
面 对 非 虚 构 作 品 打 出 的 “真 实 ”

牌， 尤其是覆盖全球的互联网将世界变

成 “扁平” 的之后， 各个角落正在发生

的新闻和传奇会第一时间呈现在大众面

前， 这种情况下， 小说的虚构魅力是否

正遭遇挑战？ 面对小说所提供的 “新鲜

感” 浓度的降低， 作家应如何调遣日常

经验为作品注入生机？

文学不是“行车记录仪”，
需要打磨文字与日常之间的
张力

“作为小说家， 虚构当然是首要任

务。 但身处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 传媒

非常发达， 获取资讯的渠道在拓宽， 叙

事手法又不断翻新， 要编写让人眼前一

亮的故事， 实非易事； 另一方面， 真实

性本身具有独特的说服力， 而虚构却难

免面临读者的怀疑、 质询、 推翻。” 王

安忆坦言， 非虚构图书正不断占据她的

阅读清单。
对此， 贾平凹也有同感， 他说自己

变得更喜欢看纪实类作品， 这种倾向也

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 贾平凹的上一

部小说正是取材自发生在他老乡、 朋友

身上的真事。
借助获得资 讯 的 手 段 ， 不 停 “复

刻” 现实， 就能炮制出引人入胜的文学

作品？ 作家朱天心坦言， 小说家能否写

得好看， 不在于从现实汲取的经验是否

丰富， 而是取决于与现实相处的方式。
“文学与现实 ， 时时刻刻充满着辩证 ，
有时友好， 有时拒绝， 有时平衡， 各式

各样， 一旦写作与日常构成了紧张的艺

术张力时， 就会相当精彩。” 她理解的

小说定义， 不是现实世界 “摄像头” 或

“行车记录仪”， 把每个镜头照单全收，
而是渗透了写作者的思考深度和切入角

度， 避免将现成的 “社会新闻” 简单粗

糙地植入艺术创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即便看上去差

不多的世间万象， 也依赖小说家的各自

巧手， 方能成为有质感的文学作品。 正

如王安忆所说： “在彼此相像的经验底

下一定存在着差异， 这就要看个人体察

的能力， 如何发现事物、 表现事物， 寻

找到更好的方式表达， 让经验释放出更

大的价值。”

打动人的不止故事 ， 还
有故事背后投射的生命感

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有说服力打动

人心？ 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相似的生活经

验能带来更多共鸣， 还是陌生新鲜的他

者世界更吸引人？
学者陈思和分享了他的阅读心得：

他 既 被 王 安 忆 的 小 说 《69 届 初 中 生 》
深深触动， 也在读贾平凹小说时心有共

鸣。 “我本身就是 69 届初中生， 与王

安忆曾住同一个街区， 她笔下的经历唤

醒了我感同身受的生活经验。” 但是， 贾

平凹写的多是陕西农村 ， “我 出 生 、 工

作在上海 ， 很少到农村山区 。 为何熟悉

的经验和陌生的经验 ， 两者都能成功打

动我？”
在陈思和看来， 不管作家聚焦何种题

材， 要跟读者经验产生碰撞的火花， 就要

讲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他以贾平凹的多部

小说为例 ， 作品中对于中年人的人生描

述， 那种 “想抓住某些东西但总抓不住”
的感觉 ， 都让读者和作家 “心心相印 ”。
“贾平凹写的东西是散乱的， 看起来没有

限制， 是一些农村琐琐碎碎的事情， 其实

他把故事拆开了。 我感受的不是戏剧化的

情节 ， 而是故事背后的生命感 。” 他说 ，
作者在作品中融入极大的社会历史信息

量， 投射的对生命的体悟， 能够吸引不

同经历的个体。
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的 “虚”，

都能构成一个有逻辑和内容的叙事； 只

有具有创造性的 “构” 才能让虚具备实

的效果， 让实含有虚的柔软性。
王安忆认为， 小说从日常阅历中取

宝 ， 是 “一件需要隆重对待的事情 ”。
贾平凹直言， 作家写东西写到最后， 其

实就是写自己， 写作的过程， 是不断认

识自我的旅程。 “人人都知道小说是虚

构的， 如果仅写成离奇戏剧， 我觉得远

远不够 。 作家应尽量有精神深 层 的 提

炼， 令稀松的日常拥有文学观照和人性

温度。 写作像盖房子， 也如酿酒， 要经

得起沉淀。”

经典糅进血脉，随岁月自然反哺

学者郦波沪上畅谈诗词对人生的浸润

“经常有家长问我， 小孩子读不懂

诗词中包含的人生韵味， 是否不该过早

开始学诗？ 我并不认同。” 日前举行的

沪上思南读书会上， “中国诗词大会”
文化嘉宾、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 与

现场读者畅谈诗词对人生的浸润。 在他

看来， “不懂就不用学” 是另一种 “功
利式教育”， 而经典最大的作用， 是糅

进血脉骨子里， 随着人生不断成长， 遇

到不同的人和事， 经典诗词都可以不停

地反哺滋养人。
郦 波 举 例 道 ， 什 么 叫 海 纳 百 川 ？

“小时候可能理解不了， 七八岁时父母

带到海边 ， 这样的理解是不是 比 较 浅

了？ 并不是。 等到长大工作创业， 遭受

种种坎坷， 那个时候再说海纳百川， 就

能理解透了吗？ 也未必。 就像一首词所

说的： 少年听雨歌楼上， 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舟中， 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

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悲

欢离合总无情 ， 一任阶前 ， 点 滴 到 天

明。 人生不同阶段的理解力不一样， 但

每种进阶感悟都很可贵。”
在他看来， 诗词给人最大的依赖，

是作为人生的精神支柱而存在。 “不要

因为孩子年龄小， 就觉得这对他太难。
孩子一定要接触这些东西， 现在小朋友

未必能完全理解， 但 ‘取法无上’， 要

让小读者知道诗词审美还有更高层次，

审美需拾级而上。”
诗词大热的当下， 郦波注意到一个

现象 ， 目前母语学习存在 “断 层 ” 隐

忧， 部分年轻一代的母语感知能力有所

下降。 “古汉语缺乏现实使用的语言土

壤， 而古诗词则是最为通俗凝练的古汉

语 ， 是唤醒母语感知力的绝佳 捷 径 之

一。 没有比诗词更能培养中国人的母语

语感和思维能力的了。”
最近， 继 《人生自有境界》 后， 郦

波 “品诗词与人生” 系列又一新书 《诗
酒趁年华》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

版社出版。 书名取自苏轼 《望江南·超

然台作 》 中的诗句 ： “休对故 人 思 故

国 ， 且将新火试新茶 。 诗酒趁年华 。”
郦 波 尤 其 喜 欢 这 三 句 ， 他 的 解 读 是 ：
“在诗、 酒、 茶合一的文化滋润下， 又

逢新火始生， 少阳萌发， 不就是最好的

年华吗？ 这就是华夏文明的独特之处：
三教合一， 百川归海。 既有对祖先的敬

畏与哀思 ， 又能将自然的智慧 融 入 生

命， 达到人生的高妙境界。”
中国博大诗词宝库的魅力之一， 正

在于成功唤起无数华语读者的记忆， 引

发情感共鸣 。 “小时候背过的 《静 夜

思》， 总在不经意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

无声。当这种强烈的共鸣被唤起，进而上

升到共识层面， 就形成了今天的传统文

化热流。”郦波说，“我相信这种共鸣趋势

一旦形成了，就不会轻易改变。而我们所

做的，就是为这把火再添几把柴。 ”

文化

侗族琵琶歌与西洋管弦乐“合唱”长征精神
《通道转兵组歌》前晚献演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

本报讯 （记者姜方） 由湖南交

响乐团组织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 《通
道转兵组歌》， 前晚在上海交响乐团

音乐厅恢弘上演。 作品取材于红军长

征初期在湖南通道转兵西进贵州， 为

遵义会议奠定基础的重大历史事件，
把具有湖湘文化特色的侗族琵琶歌，
与西洋管弦乐进行了巧妙融合。

今年 3 月， 《通道转兵组歌》 在

北京音乐厅首演 。 11 首歌曲运用混声

合唱、 独唱、 二重唱等形式， 以还原历

史情景的手法， 讴歌了共产党领导的工

农红军满怀信仰 、 不畏艰险的 革 命 精

神。 组歌中的男高音领唱与合唱 《血战

湘江》， 再现了湘江战役的惨烈， 以及

红军将士英勇不屈、 勇往直前的气概；
男声二重唱 《一担皮箩》， 则描绘了小

红军战士和当地民众共同抢救伤员的感

人故事， 展现军民鱼水情深。
音乐会由湖南交响乐团团长肖鸣及

中国音协管乐学会主席于海分别执棒上

下半场。 于海告诉记者， 《通道转兵组

歌》 主创还曾特意前往通道当地的老人

家中采风， 了解到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

故事， “作品将宏壮的史诗叙事与感人

的生活细节相结合， 旨在以交响合唱形

式演绎出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音符 ”。

两位指挥都表示， 希望作品能让年轻

一代铭记， 革命先辈打下的江山是多

么来之不易。
《通道转兵组歌》 由金沙作词，

孟勇、 王和声作曲； 湖南交响乐团演

奏 ； 黄华 丽 、 周 楠 、 曾 勇 等 担 任 独

唱、 领唱；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天

籁合唱团、 湖南省歌舞剧院歌剧团、
湖南交响乐团九歌合唱团担任合唱。

改编自欧·亨利的小说 《警察与赞美诗》， 小剧场京剧 《草芥》 把故事移植到

中国北宋年间， 讲述一个落魄秀才为避寒冬不惜入狱的故事。 祖忠人摄

由湖南交响乐

团组织创作的大型

交响合唱 《通道转

兵 组 歌 》， 前 晚 在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

厅恢弘上演。
（湖南交响乐

团供图）

■本报记者 许旸

顾飞 92 岁所绘的人物画 《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