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剧《大唐贵妃》收获戏迷真挚“表白”
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这两天，

由史依弘、李军、安平、蓝天等上海京

剧院名家主演的新版京剧《大唐贵妃》

在上海大剧院再次与观众见面， 引发

业内外轰动， 收获无数戏迷票友的热

烈掌声。

剧院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不少来

自上海以外地区的戏迷朋友， 向该戏

发出真诚邀约，期盼《大唐贵妃》完成

上海首轮演出后能开启外地巡演，走

向全国的各大城市， 让更多戏迷一饱

眼福。 面对观众的一致叫好，史依弘、

李军等主创在感谢观众厚爱之余， 也表示

将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接下来的演出

中，呈现这部作品的最佳面貌，让打磨一新

的《大唐贵妃》焕发出时代光辉。

梅派青衣史依弘再次饰演杨贵妃，并

与 18 年前的搭档、著名杨派老生李军“再

续前缘”。 这一次两人均演完全场，历经唐

明皇与杨贵妃山盟海誓、生死诀别、天宫仙

会的旷世绝恋。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

为连理枝”，为了使情感更加圆融，新版《大

唐贵妃》调整了不少唱段。 18 年前，一段杨

贵妃与李隆基生死诀别的唱段未能呈现在

舞台上，18 年后得以弥补遗憾。 史依

弘说，为了心爱之人，杨玉环是心甘情

愿赴死的。 “这是无法忽视的情感，我

觉得要在新版 《大唐贵妃》 中唱出诀

别，我相信观众会被触动的。 ”

值得关注的是，《大唐贵妃》 汇集

众多名家倾情演绎。 上海京剧院青年

演员蓝天在昨晚演出中饰演了李隆

基。除此之外，花脸名家安平饰演的安

禄山、 大武生奚中路饰演的陈元礼等

均可圈可点， 为戏迷带来了一场精彩

的视听盛宴。

■本报记者 李婷

上海图书馆“晒馆藏”，
一批名家佚稿首次公开亮相

茅盾唯一存世《简·爱》译稿、贺绿汀未完成的《游击队歌》伴奏谱原稿你见到过吗？

不同的人， 不同的书写工具和载

体所产生的笔迹各具风采。 尤其是名

人手稿， 因其直观反映写作者的思想

轨迹及性格、习惯、喜好，而备受学界

关注。又到一年一度的“晒宝贝”时间，

“妙笔生辉： 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

展 ”11 月 8 日拉开帷幕 ， 展出该馆

2000 年以来入藏的现当代名家手稿

260 余件。 其中，一批难得一见的名家

未完成稿、未刊稿系首度公开亮相。

16页珍稀译文
茅盾一生中曾两次翻

译《简·爱》，但都中途停止

展厅内， 目前所发现的茅盾唯一

存世《简·爱》译稿被摆放在显眼位置。

这是一份未完译稿，从未发表，经考证

确定为佚稿。 该译稿封面名为 《珍雅

儿》（第一册），以黑色钢笔书写于绿色

硬封面的笔记本，包含了“第一章”至

“第三章”的译文，共计 16 页。 据上海

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馆员刘明

辉考证，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一生

中曾两次翻译过《简·爱》，但基于各种

原因都在中途停止， 此次展出的是第

二次的未完成手稿。

此次展览中， 还有一篇佚稿出自

茅盾之手。该文稿题为《批评家》，写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 此稿是研究茅盾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其唯物

主义文学观和理论的发展过程的重要

材料。整篇文稿的中心思想非常清晰，

即文艺批评家不应深闭固拒、 孤陋寡

闻，必须研究过社会科学，必须懂得唯

物辩证法，应当具有广博的人生智识，接

触现实的人生。

据介绍， 近十余年是上海图书馆手

稿征集与收藏取得重要收获的时期，不

仅征集的范围拓展到了海内外， 手稿的

类型也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以本次展

览为例，展出的手稿有十大类别，除了较

为常见的文稿、诗稿、译稿、论著、书信、

日记·笔记外，还有剧本·题词、科学家手

稿、乐谱、画稿等。

展品类型丰富
乐谱 、画稿 、科学家手稿

打开读者全新视野

展出中，贺绿汀一份未完成的《游击

队歌》伴奏谱就颇为珍贵。《游击队歌》原

为齐唱，作于 1937 年冬，并于 1938 年元

旦后八路军高级将领会议期间举行的一

次文娱晚会上首演，由贺绿汀亲自指挥。

1938 年 4 月作者到武汉，将此曲改为四

部合唱，在作曲家黄自追悼会上演出。合

唱谱发表于 1938 年武汉出版的《战歌》1

卷 9 期。 此为混声四部合唱钢琴伴奏谱

手稿，以钢笔书写于开明书店制乐谱簿中，

系未完成稿。

此次展出的手稿类型十分丰富， 还包

括夏衍 《林家铺子》《祝福》 的电影剧本手

稿；张乐平《三毛流浪记》封面设计稿、《三

毛学法》 画稿； 翻译家周克希 1964 年至

1992 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数学研究的

黎曼几何备课笔记； 汤钊猷的医学研究笔

记卡片等，为读者打开全新视野。

据透露， 此次展品的 260 余件展

品中，71 件配有二维码， 参观者扫一

扫就可以看到、 听到手稿捐赠者本人

或者相关人士对展品的视频、 音频介

绍或延伸故事， 同时展览期间还将举

办 17 场讲座，带领更多读者真正走入

手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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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出新，新而有根
———评京剧《大唐贵妃》

吴兴人

说起盛世， 不得

不提到大唐； 说起美

人， 不得不提到杨玉

环；说起爱情，不得不提到《长恨歌》。

上海京剧院推出新版京剧 《大唐贵

妃》，把三者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成就

一部好戏。

《大唐贵妃》取材于梅兰芳先生在

上世纪 20 年代出演的名剧 《太真外

传》，同时参考白居易《长恨歌》、白朴

《梧桐雨》、洪昇《长生殿》等名篇名作，

由著名剧作家翁思再编剧。 《大唐贵

妃》最早公演在 2001 年的第三届上海

国际艺术节的开幕式，由梅葆玖、张学

津领衔主演，引起轰动，海内外戏迷纷

至沓来。

如今，18 年后，《大唐贵妃》 再次

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与观众相见。

《大唐贵妃》的艺术特色，可用八

个字来概括：旧中出新，新而有根。

旧中出新，指的是《大唐贵妃》在

继承传统京剧的基础上， 融合现代舞

台艺术理念， 将皮黄唱腔结合当代青

年的审美情趣作了创造性转化， 主题

曲《梨花颂》广为传颂；新而有根，指的

是舞台表演保持写意性、虚拟性、程式

化的艺术原则， 对梅兰芳当年的经典

原作抱有敬畏之心，护之、翼之，十分

小心，不做伤筋动骨的改动，保护其古

典美的内核。

《大唐贵妃》是京剧梅派艺术当代

的一台新标识作品。 它是梅葆玖先生

一生艺术追求的缩影。 《大唐贵妃》从

将近一百年前的 《太真外传》 脱胎而

来，拉开了时空差距，但其唱做念舞，

仍然没有离开梅派艺术的本质。 梅葆

玖先生研究音乐与京剧艺术的关系，

花了 20 多年的功夫，致力于梅派唱腔

的革新。 梅葆玖和《大唐贵妃》主创者

翁思再、郭小男、杨乃林等人的最大的

贡献，就在于为《太真外传》穿上了一

套度身定制的华美而合身的旧款新

装，提升其人文内涵，用了许多舞台艺

术的创新手法， 将古典作品用现代艺

术包装起来， 使梅兰芳先生呕心沥血

所创造出来的经典之作， 过了一百年

之后，有了新的活力。

所谓“移步而不换形”，根据著名

的戏曲理论家吴小如先生的解释 ：

“‘移步’，是指我国一切戏曲艺术形式

的进步和发展；所谓‘形’，则是指我国

民族戏曲艺术特色以及它的传统表现手

段。 ”“移步而不换形”的“形”字，实际上

指的我国民族戏曲艺术的“神”和“宗”，

亦即是戏曲艺术的内在的规律性。 “移

步”是革新；“移步而不换形”，就是形变

神不变，万变不离其宗。

总体来说，新版《大唐贵妃》的“移步

而不换形”，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坚持

改革，二是强调渐进，三是保持传统。

新版《大唐贵妃》，取消了第一版在

舞台上庞大的合唱队， 这不是保守和倒

退，而是创新和发展；不是泥古，而是尊

古。 这是为了更加突出京剧艺术的表演

特征，便于上海京剧院到各地去演出，便

于其他剧团搬演。伴唱依然存在，只是置

于乐池。伴舞的阵容虽然有缩减，但不减

其艺术风格和神韵。 《贵妃醉酒》的音乐

旋律依旧保留， 但原唱段则被新的内容

置换，听起来更为顺畅。

京剧，离不开器乐的伴奏。传统京剧

的伴奏乐器原来只有京胡和月琴。 梅兰

芳先生加了一件：京二胡。这是京剧伴奏

的革新，音色听起来变得柔和。现在，《大

唐贵妃》 的伴奏又加进了交响乐， 与京

胡、京二胡和月琴水乳交融，使单纯的京

剧旋律增加了宽度和厚度，有立体感，更

有利于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抑扬顿挫。

在杨玉环被逐出皇宫那一场戏， 古琴铮

铮，悲凉凄惨，贴切地渲染了杨玉环当时

的心情和难以言状的痛苦。新版《大唐贵

妃》，以经典艺术臻品不可移易之“旧”，

融当代艺术创造性发展之“新”。

京剧是一门唯美的艺术。梅葆玖先生

曾这样诠释他父亲的演唱：“在表现人物

的喜怒哀乐时，其深邃的表现力总是和唱

腔艺术中高度的音乐性分不开的。他的唱

始终不脱离艺术所应该给予人们的美的

享受。 唯其美，就能更深地打动观众的心

弦，使观众产生共鸣。 ” 梅兰芳说过：“在

舞台上，处处要顾到美的条件。 ”“要在吻

合剧情的主要原则，紧紧地掌握‘美’的条

件”。梅派艺术更注重讲究戏曲的程式美。

史依弘演杨贵妃，行腔做念，便是处

处地掌握了“美”的条件，同时亦凸显了

史依弘个人的艺术风格， 展现其多才多

艺。她的扮相雍容华贵，她的音色优美醇

厚，行腔典雅大气。她的身材好，体态美，

腰腿功夫扎实， 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全才

艺术家。她的演唱中既有古典审美情趣，

兼有现代声乐概念， 既有戏曲演员的千

回百转， 兼有西方歌剧中优秀女高音的

特色。她表现芙蓉出浴的娇羞，婀娜曼妙

的身姿，她的多情、细腻、悔恨、痛苦、凄

美，感情充沛而丰富，眼神经常是清亮而

有力，无一不深深地打动观众。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 作曲家杨乃

林那段脍炙人口的主题歌 ：“梨花颂 ”：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生

只为一人去，道他君王，情也痴……”如

泣如诉的旋律，悠扬动人的唱腔，令人听

后难以忘怀。一曲《梨花颂》，背后是一片

开花的梨树，梨花盛开的画面，开阖出具

有史诗般意蕴的心灵互动。 这一曲纯洁

深情的颂歌， 是那样的动听， 那样地传

情，于是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千家万户。

春天来了，梨花开了。 千树万树，梨

苑飘香，如云似雪。一片洁白，见证了李、

杨这段无比动人的爱情。 作曲家杨乃林

先生有感于此，创作了清幽缠绵的“梨花

颂”，由翁思再作词。 杨乃林创造性地运

用了西方作曲法并借鉴了“样板戏”作曲

的宝贵经验，在主题歌“梨花颂”的唱腔

设计中，以京剧四平调为主调，加入了交

响乐伴奏，个人主唱与合唱相辅相成，委

婉与大气相结合。 京剧声乐和西洋美声

声乐理论结合后产生的音乐美学效果，

是无与伦比的。其旋律之优美，唱词之动

人，令观众听后余味无穷。

“梨花颂 ”是 《大唐贵妃 》的点睛之

笔。 “梨花颂”帮助《大唐贵妃》上了一个

新台阶。 这首主题曲， 贯穿于全剧的始

终，它的旋律在剧中反复出现。 如果说，

小提琴《梁祝》协奏曲第一次用西洋音乐

描述了梁山伯、祝英台二人的爱情故事，

迈出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开创性第一

步，成为“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

代化”的开山之作，那么，我以为，“梨花

颂”则是紧随其后，将李、杨的爱情变成

又一曲“民族音乐现代化”的颂歌。 它是

继交响乐伴奏《智取威虎山》后又一界碑

式的作品。 “梨花颂”的音乐经典性和经

典的现代性，将以非物质遗产的形式，永

远载入梅派艺术和京剧艺术的史册。

“梨花颂”是《长恨歌》的浓缩，是可

以吟唱的《长恨歌》。梨花淡白，象征着爱

情的纯洁； 梨花飘飞， 象征着分离的寂

寞；梨花飘落，又象征着凄凉的结局。 一

剧终了，舞台上又响起哀怨深沉的“梨花

颂”：“天生丽质难自弃， 长恨一曲千古

迷，长恨一曲千古思……”《大唐贵妃》在

“梨花颂”的旋律中徐徐落幕。曲已终，情

不了。 （作者系评论家）

▲夏衍《祝福》的电影剧本手稿。

荩张乐平《三毛流浪记》封面设计稿。

▲目前发现的茅盾唯一存世《简·爱》译稿，且这份未完译稿从未

发表。 （均上海图书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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