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守成 戏剧评论家

古木沧桑，新绿喜人
尽管还处在全球沉浸式的持续抗

疫之中，上海依然如期成功地举办了一
年一度的“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参演
剧种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有着 400 年历
史的蒲剧和汉剧，今年也首次登上了小
剧场戏曲的舞台，以其丰沛的文化底蕴
和大胆创新的现代意识，给上海的观众
带来了惊喜。 古木沧桑，新绿喜人，这次
展演给我的突出印象，正是几个有着厚
重历史积淀的剧种在小剧场戏曲探索
中所体现的创新理念。

京剧 《小吏之死 》从契诃夫的短篇
《一个小公务员之死》中，寻到了其混迹
官场，因一个喷嚏而终日惶惶 ，直到惊
恐猝死的荒诞况味 ，便对作品施以 “中
国化”的变脸，做成了小剧场戏曲。该剧
充分发挥了京剧艺术的表现手段，整场
戏只有一位演员 ， 忽而是倒霉的九品
官，忽而又是故事的叙述者 ，不仅以文
丑应工小吏，还以“言派”老生唱巡抚之
雅，以“叶派”小生唱县太爷之怒。 这种
一人多角和跳进跳出的调侃，把中国戏
曲美学的写意虚拟和小剧场戏曲的先
锋实验巧妙互融，不离其宗地讲述了世
界故事。

蒲剧 《俄狄王 》把山西梆子的高亢

激昂和希腊悲剧的沉重悲凉无缝衔接，

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简约的演员阵容层
次分明地表现了俄狄的命运。 希腊神话
的中国化 ，转换得不露痕迹 ，又凸显了
本土特质。 诸如“早知一生咒难破，何必
苦苦来逃脱 ”等大段唱词 ，不仅转译了
希腊文本中的歌队叙述和人物对话，而
且富含中国文化之韵 。 更令我惊讶的
是 ，在追述往事时 ，古老的蒲剧舞台上
竟也出现了两个俄狄，用角色的两个自
我揭示了内心的裂变。 在这种心理外化
的虚拟空间中，同时又出现了现实中的
王后，简洁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内
心挣扎。 我虽然为该剧没能以这个人设
贯串全剧感到可惜，为没能强化俄狄对
命运天定的信仰进行质疑与反击，以体
现一种人格力量而略感遗憾，但蒲剧的
大胆创意着实令人振奋。

如果说上述两个戏是用中国语言
讲述了世界故事 ，那 《白罗衫 》和 《再见

卓文君 》 则用当代语汇解读了历史故
事。 记得去年的《草桥惊梦》是以落魄的
张生梦游浮生，以情爱炽热的“过去时”

和清冷凄苦的 “现在时 ”互文 ，梗概了
《西厢记》的剧情。 今天的浓缩版《白罗
衫》则把视角聚焦于新晋官人徐继祖面
对既是杀父凶手， 又是抚育自己 18 年
的养父当如何处置的心理熬煎。 上海昆
剧团年轻的主创团队对原著删繁就简，

用倒叙和插叙勾勒了徐继祖接读状纸，

路遇井边汲水老妇，又从奶公口中得知
自己身世真相等主要剧情，然后抓住戏
核，重新创排了“审父”一折。 这段戏是
对“养父”的审判，也是对自己心灵的审
视 ，不仅审出了杀父凶手 ，更审出了自
己心中的“一杆秤”！ 谢幕时画风一变，

在作曲兼指挥的煽情下，剧中人走出了
历史， 一个个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他
们一改剧情中的生死情仇 ， 扭动着身
躯，唱起了流行的乐曲，就连“一朝执法

笔，心头带血泣”的徐继祖，此时也以生
腔唱起了戏歌。 场内的观众沸腾了，这
使他们有了一种情感上的释然，在当代
语汇中找到了和剧中人的共情。

汉剧 《再见卓文君 》是一出诙谐轻
松的荒诞喜剧。 平行铺展两个时代的爱
情故事 ，并以人物的 “穿越 ”相互勾连 ，

是该剧的主要结构 。 两个不同时代的
“第三者”为了以金钱换得爱情，古往今
来地忙碌穿越……剧情很荒诞，却映射
了古今相通的爱情观。 虽然两组夫妻的
感情都曾磕磕碰碰， 但 “无论古往又今
来，真情岂能轻分开”。这种“穿越”对于电
竞、网游时代的青年来说，是很熟悉的语
汇，而古今两个“土豪”，实际上便是“资
本”的符号。虽然表现直白了些，但也颇有
趣味。 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剧种依然能
呈现出如此的年轻态，值得欣喜。

小剧场戏曲的探索走过了七年，这
是成功攀援的七年，也是艰难跋涉的七
年。 总体而言，我对这次展演的作品，还
有些不满足，还有不少课题值得研讨和
实践。 要坚持“理念的先锋性，艺术的实
验性 ”的初心 ，以 “学古不泥古 ，破法不
悖法 ”的标准衡量 ，我们期待小剧场戏
曲的探索能有更多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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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罗衫》在传统折子戏里常演的只有《看状》一折，这次小剧
场版以此为主线进行新的演绎 ，导演要求在音乐和唱腔上也必须
更有沉浸感。 小剧场是实验的舞台，总要勇于尝试新鲜事物，才能
不断精进。在音乐创作构思上，我运用了沉浸式手法来制作全剧的
音乐，回归音乐的原点，展现旋律的优美及合理性。 我自己对音乐
的解读就是三点———即“悦耳”、“代入感”以及“洗脑”。

“悦耳”就是好听；“代入感”就是合情合理，什么情景就出现什
么音乐，观众一听就能马上被带入该场景；“洗脑”一词是褒义的，

凡是被传唱的曲子，音乐上到世界名曲，下到抖音神乐，都具有这
个特性。 在我看来，昆曲每个曲牌都是“神曲”，我就以此为出发点
进行创作。

唱腔创作的部分， 在和艺术指导岳美缇老师以及导演等进行
沟通后，我决定沿用昆曲南北套曲之写法进行。 由于编剧对原来的
唱词已有改动和新写，所以在岳美缇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对几乎
所有唱腔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几经取舍后，除了《看状》中的【太师引】

一段是按原来老戏的腔没动之外， 几乎所有曲牌唱段都重写了，其
中完全新写的就有【桂枝香】【叨叨令】【朝天子】等六段以上，写法
上完全遵从昆曲格律的严谨性。 由于受男女声音区的限制，一般在
老戏中，南北套曲里的南曲老旦部分都是用“调底”演唱的。这次扮
演老旦的演员周娅丽嗓音非常好， 于是我要求她完全颠覆以前的
唱法，用 D 调“调面”(高八度真音）来演唱，这在以前昆曲舞台上几
乎没有出现过，演员唱得过瘾，观众听得也过瘾。

乐器方面，我希望用最少的人数实现最饱满的展现效果，所以
在传统乐器中增加了大提琴、铝片琴这样的西洋乐器。配乐方式也
是最简洁的，不追求华丽，只要求“合适”。 我希望每个乐器都有它
的特色感、每个乐手都有他的存在感，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伴奏
人员，而是小剧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光演奏谱子，还要
有即兴成分，要与演员“对话”，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小剧场戏曲。

打击乐是我的强项， 但根据现场的声音环境和观众的听觉感
受，导演再三考虑后要求尽量不要使用大锣、铙钹这样的传统戏曲
必备乐器。 我只能另辟蹊径，首次使用了国外实验性打击乐器“七
音木箱鼓”，并辅以传统的大鼓及板鼓再加上小锣。 节奏上运用了现代派的打击乐节
奏型来和演员的表演配合，从演出的实际效果看，并没有违和感。

谢幕流行曲【水中的白罗衫】是我和导演工作之余偶然想出来的，想做个反差，更
贴近时代，更年轻有活力。曲子写好后，我在好友彭程的帮助下，完成了伴奏的衬底录
音，我希望观众和演员们在最后谢幕的一刻都能“嗨”起来，然后带着愉快满足的心情
走出剧场。

最后说一个小插曲，在团里第一次响排后，我们团的两个保洁阿姨笑着走到我面
前说：“太好了！我们看懂了，听懂了。 ”这一刻，我也笑了。习总书记在文代会上要求：

“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我也
会继续努力，让戏曲音乐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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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剧场戏曲最早的灵感来自于上世纪 80 年代如火如
荼的话剧小剧场艺术。 戏曲的小剧场艺术，首先是空间界
定。 顾名思义，它的演出剧场不是在传统常规戏剧的大空
间大剧场，而是在小空间小剧场实现的。 但小剧场艺术不
仅是空间概念，更重要的是艺术思潮和艺术美学的概念。

也就是，因为小，就有它便于艺术实验和探索的灵便和机
动。所以，在我心中，小剧场戏曲不是越成熟越得分。相反，

可以不成熟，哪怕青涩！ 但必须有探索的锋芒，有些许我
们未曾在大剧场见过、听过的,带有艺术实验色彩的新“玩
意儿”。

就戏曲而言， 一方面因为它几百年留下的传统过于
丰富庞大，艺术上值得探索实验的“破”和“立”的空间就
特别大。 小剧场戏曲不是小剧场话剧艺术简单的亦步亦
趋的形式复制。 小剧场戏曲牵扯到戏曲本体里各种各样
的表演要素———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唱腔、发声方法、

音乐、化妆、伴奏等等，它远远不仅是空间大小的概念。在
某种意义上，小剧场戏曲可能是“离经叛道”的，是惊世骇
俗的。也因为如此，小剧场戏曲的难度就远甚于小剧场话
剧。 包袱越沉，突破越难。 小剧场戏曲很难有一个大家共
同仿效的呈现模式和样式，倘如我个人定位的话，它是一
个不断在探索路上前行的戏曲类型。

应该承认， 艺术家们在小剧场戏曲中都在千方百计
地探索戏曲未来的各种可能性。首先是文本的现代意识，

譬如女性主义对男女关系的再认识、 人性意识的强化对
传统文本内涵的颠覆性释读。 其次是艺术呈现方式的突
破，譬如上海昆剧团就在《白罗衫》中用一些现代的音乐
技法突出乐器音色、节奏，使之从配合唱腔的束缚中摆脱
出来，成为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与戏曲平行的艺术抒发。

但是，也有些小剧场戏曲让我迷惘困惑。一是有些作
品是简单的老戏压缩， 它们仅仅只是压缩演出时长和规
模，其余表演、唱腔、音乐、化妆基本就是照搬老戏；二是
有些新创小剧场剧目其实只是大剧场戏曲的微缩版———

这也是小剧场戏曲吗？ 它的实验性在哪里呢？ 没有实验性，还是小剧场戏曲吗？ 小剧
场戏曲必须强调戏曲本体的实验性。 戏曲是古老的艺术，我们尊重它的传统，但既然
进入小剧场艺术领域，我们就期待它对传统有更新的开拓、更新的建树，更放开一点。

小剧场戏曲实验、探索背后的本质是戏曲的城市化、现代化、年轻化，应该要有渐
渐清晰化的突破方向。 展演可以号召青年戏曲人共同寻找戏曲“破圈”的突破重点和
难点：如唱腔音乐有没有什么新的可能性，能够让这个时代的听众有新的听觉享受。

又如表演程式，原来的表演程式既要接纳，又要突破。 有破有立，破和立怎么结合，可
以做专题的研讨和创作。

小剧场戏曲脱胎于传统戏曲，但它又能够走出传统影子的笼罩，以新的探索营养
反哺母体。当代戏曲人应该思考，在本体拓展以后它能对常规的戏曲演出带来什么触
动和贡献？ 能够对常规戏曲演出输送些什么新的养分，什么思考性的内容？ 小剧场戏
曲要为戏曲发展赢得未来。 在路上，行多远？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艺术问题。

何
妨
让
小
剧
场

更
“离
经
叛
道
”一
点
？

毛
时
安

文
艺
评
论
家

赓
续
华

中
国
戏
曲
学
会
常
务
副
会
长
，
《中
国
戏
剧
》杂
志
原
主
编

小小寰球，新冠肆虐，挑衅人类健康，搅乱了人类的正常生
活。 然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挡不住的。 12 月 8

日，“2021 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如期开台。 长江剧场、宛平
剧院內，檩板鼓锣，箫笛胡琴，洋溢着浓浓的中国风。 方正的口
罩遮住了观众的口鼻，但一双双明眸闪动着对艺术的深情。 自

2015 年以来，小剧场戏曲展演已连续举办了七届，近 70 台剧
目亮相上海大码头。 冬季去沪上看小剧场戏曲渐成风气，一批
优秀剧目如昆剧《椅子》、黄梅戏《玉天仙》等久演不衰，深得观
众喜爱。

纵观展演，12 台剧目个性鲜明、可圈可点。 尤其是京剧《一
坛金》、昆剧《白罗衫》、豫剧《南华经》、黄梅戏《美人》、粤剧《金
莲》、蒲剧《俄狄王》等，或带给人愉悦、或让人沉思、或令人惊
喜、或留下话题。 《一坛金》虽然取之范仲淹“窖金捐寺”的历史
事件，但经过岁月的冲刷和今人的改编，沉淀为一个具有寓言
色彩的故事。 尤其是“阿鼠”这一角色的设定，使整台戏灵动了
许多。丑角的插科打诨与跳进跳出、台上台下、现挂砸挂的即兴
表演，使戏曲的游戏精神回归，让看戏成了乐事。

有地方戏第一大剧种之誉的河南豫剧送来了《南华经》。取
材于“庄周试妻”的故事，编剧做了较大的剪叶节枝，期待突显
一枝光华。 不过枝叶剪狠了，也容易导致只有结果，不见过程，

甚至逻辑不通。这个作品最亮眼的是女主角的表演，唱做俱佳，

台步、水袖、身段、举手投足十分细腻考究，让一向热烈粗粝的
豫剧精致了许多。 得“陈派”名家牛淑贤亲传的吴素珍塑造的
“素心”颇有带入感，其喜其忧其怨其愁皆有心线与情感。 全剧
的声腔、过门、背景音乐皆有新意，一些貌似不谐调音的处理，

对于外化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惶恐不安有点睛作用。

上海昆剧团推出的《白罗衫》讲的是古代一段大义灭亲的
故事，判斩大笔直指当下世道人心。高光之处依然是唱腔、音乐
设计高均，他将传统打击乐融入表演，让整出戏的舞台节奏与
韵律既传统又时尚。黄梅戏是个年轻剧种，很有观众缘，近几年
一直是小剧场戏曲的积极参与者。这次湖北省黄梅戏剧院带来
了《美人》，引发观众的思考。 董卓、吕布、貂蝉、王允各有心思，

一对义父子与一对义父女展开人性搏杀。 不够满意之处，是伴
奏带的运用与唱腔不够协调，多少影响了演员声腔演唱的发挥。 演员谢幕时，台下
观众喊话：“明年一定要再来上海。 ”足见观众的喜爱之情。 广东粤剧《金莲》也让观
众在欣赏了蒋文端的精彩表演之时，重新认识被骂了几百年的淫妇金莲。导演胡家
伟则领着观众轻轻地走进金莲的内心世界。蒲剧《俄狄王》今年首次出师沪上，便让
观众见识了蒲州梆子的功夫与魅力。

有几点思考与方家分享：一，条分缕析，女性视角几乎是历届小剧场戏曲的创
作重点，也许是千年以来妇女被压抑的人性要释怀。 可不可以把视角再打开些？ 社
会的，世俗的，家国情怀应该成为小剧场戏曲关怀的焦点。毕竟，文艺作品的终极关
怀是人文关怀；二，名人加盟、名家演绎，方能出大作；三，向经典致敬是小剧场戏曲
创作的大道，在依靠经典、学习经典中超越经典，这也是小剧场戏曲展演“呼吸”的
要义所在。传统剧目在不同剧种上演绎，不同的名角可以唱出不同的人生故事；四，

艺术性是小剧场戏曲的核心竞争力。私房菜讲究真材实料、讲究时鲜、讲究色香味。

小剧场戏曲作品也要有真功实力，最忌凑合。 有真“玩意儿”才有回头客，有口碑才
有品牌效应。

上海是中国文化的重地，更是戏曲大码头。 文化的魅力在于多样化。 苦心经营
了七年的“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已积累了丰富的艺术成果和人气。假以时日，必成
大器。 从业者要摆平心态，避免急功近利，一出戏一出戏创作积累，与观众一起成
长。 最后，借著名剧作家锦云老师的名言共勉：做戏曲、搞研究、当演员，守得住出
彩，守不住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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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戏曲之光,在小剧场迸发新时代花火
———聚焦“2021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中共上海市黄浦
区委宣传部、文汇报社共同主办的“2021 年中国小剧场戏曲
展演”近日落下帷幕，九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九个剧种的
12 部优秀小剧场戏曲作品在位于“演艺大世界”核心区域的长
江剧场以及宛平剧院上演，其中蒲剧和汉剧首度加盟展演。

经过主办方多年以来对平台精心的呵护，小剧场戏曲在上
海这座戏曲大码头正汇集到越来越多的目光，多场演出门票短
时间内售罄，线上导赏直播共收获了近 20 万的观看人次。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党委书记、总裁谷好好认为，小剧场戏
曲的特质在于勇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突破。在小剧场，我们看
见当代戏曲对经典传统的回望和革新。 在今年展演的剧目中，

有不少作品选择了常见于戏剧舞台上的中国传统故事，但通过
文本重构或演出样式创新，努力朝着现代观众的审美靠拢。 在
小剧场，我们还看见当代戏曲面向未来的探索和尝试，台前台
后处处可见新意：题材选择上，不少作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引
入到剧本中来；艺术手法上，部分剧目大胆采用“穿越”“闪回”

等手段在不同情节之间实现灵活跳跃；音乐改良上，配乐与配
器中的现代元素让戏曲音乐更易被年轻观众所接受。

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崔伟认为，戏曲创新发展迎来了黄
金时代， 在上海更能感受到这一文化平台得天独厚的地缘优
势。 小剧场戏曲凝结了青年戏曲人的才华，也体现出当下戏曲
的前沿动向，每年优秀作品的到来也为上海的演出市场带来勃
勃生机。 继往开来， 作为主办方之一， 本报特邀业内专家就
“2021 年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共同探讨发声，为小剧场戏曲
的锐意进取、上下求索鼓与呼。

———编者

京剧《一坛金》以轻喜剧的手法演绎正

剧。 ▲图为《一坛金》剧照

汉剧《再见卓文君》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壁垒，上演了一场

古今穿越的情感大戏。 茛图为《再见卓文君》剧照

梨园戏《陈三五娘》

让观众体验到梨园戏传

统程式十八步科母的曼

妙之美。茛图为《陈三五

娘》剧照

汉剧《再见卓文君》

囊括了四旦 、 五丑 、六

外、七小、八贴等重要行

当， 充分发挥了汉剧的

表演特色。荩图为《再见

卓文君》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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