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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时刻是结尾，当杜和柳两人走
到一起，爱让他们从死亡世界中解脱出来
时——这真的很壮观。我同样喜欢梦境中
非常感性和充满情欲的时刻，这对不熟悉中
国古老戏曲的法国观众来说，是不可思议
的。第三个时刻，柳试图问杜是否是鬼，但
她不想说，她只是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
那一刻非常美妙。”“《牡丹亭》在波尔多这样
古老且文化上较为保守的城市里被盛赞和
热议，充分证明，探寻一种文化，是如此激动
人心。”
——法国波尔多大剧院（又名波尔多国

家歌剧院）总经理艾曼纽 ·翁德尔

“极具震撼力！带来这样的杰作，你们
一定非常自豪，这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艺
术交流对中法两国来说太重要了。”
——法国罗丹博物馆馆长艾美丽 ·斯密耶

“我们一个月前就买了票，今晚巴黎下雨，
我们坐火车后再打车回家还有一个多小时的
路程，但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完全被中国的
‘歌剧’迷住了。”——白发苍苍的丹尼尔和珍

“法国剧院里的气氛极为安静，但不是
冷冷的静，你能感受到全神贯注的气息，充
满期待，距离很近。”“谢幕开始掌声如巨浪
涌过来，几分钟后我发现掌声节奏跟上了乐
队的起伏，法国观众太懂了。”
——上海昆剧团青年演员罗晨雪、胡维露

今年10月22日，是梅兰芳先生130周

年诞辰日，距离他与俞振飞先生合作拍摄电

影《游园惊梦》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这一晚，在梅先生从未到访的巴黎舞台上，

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精华版）迎来了

首次法国巡演的完美收官。

罗丹博物馆馆长艾美丽 ·斯密耶在巴黎

蕾博拉剧院观演后，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代

办陈栋先生盛赞中国戏曲之美，“这是真正

人类文化艺术的盛宴”。陈栋则说：“今晚，

是中法代表的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交汇碰撞，

是文化交流的舞台，也是全球文明交汇相融

的展示。”

无论是巴黎蕾博拉剧院门口散场后风

雨中等着求签名的金发“昆虫（昆曲爱好者

的昵称）”，还是前一站作为波尔多大剧院歌

剧抒情季开幕演出三场全部售罄，以及埃菲

尔铁塔、市政厅附近街头挂起一排排《牡丹

亭》海报……这一路，牡丹花开、盛景连绵，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昆

团长谷好好忙碌着也感慨着。直到踏上归

途，一幕幕动人的场景流连在眼前，一场场

碰撞与思考仍在继续。24日凌晨，落地浦东

国际机场后记者手机开机，一片嗡嗡震动

中，跳出来自谷好好的两行文字：古老戏曲

翻时代新声，我们逐梦而行；中华文化扬帆

出海，我们含情奔赴。

“柳，穿着高跟鞋的超级英雄”

“柳梦梅是穿着高跟鞋的超级英雄，带

着爱人、女英雄杜丽娘冲出地狱、穿越生

死……”当胡维露得知波尔多演出后，当地

有社交媒体上如此“称赞”她饰演的角色时，

哑然失笑了。但随后数日，更多主流报纸、

专业评论网站的好评陆续到来，法国观众与

剧评人深度解读了生旦之间不同的声腔共

鸣方式，对昆曲表演中舞蹈、服饰、身段甚至

手势隐喻的讨论之专业，让她深为感动，“下

半场的开头能听出柳梦梅叹息中‘克制的阴

郁’，不愧是国家歌剧院的观众”。

同样从忐忑到惊喜甚至幸福的，还有剧

院总经理艾曼纽 ·翁德尔。早在今年五月到

访上海，向上海昆剧团发出演出邀约之时，

他心里不是没有担忧的。然而，三场演出早

早售罄，每晚剧场内观众们炽热的目光和真

挚的掌声，向他反复证实着《牡丹亭》“怒放”

的巨大成功。

第三场演出结束后，翁德尔先生告诉记

者：“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传统昆曲第一次来

到波尔多。而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来自欧

洲以外文化的歌剧在这里登台。公众的反

应就是从惊讶到热烈。一开始，人们会感到

惊讶，有时甚至会笑，因为唱腔与欧洲歌剧

太不一样了，很少人习惯听如此高亢的男声

和女声。这笑声不是取笑，而是出于惊奇和

惊讶。然后，很多观众告诉我，他们感受到

了诗意，丰富的、深厚的诗意。人们开始意

识到，这部戏曲表达的比它展示出来的要

多。换句话说，布景很简洁，但文字和音乐

唤起了对自然、对水、对梦、对爱的想象。而

很快，我就感觉到观众已经进入了故事的深

处。”连续几天，昆曲成为波尔多文化界的热

门话题，这让他非常开心甚至骄傲。“人们谈

的是文化，而不是奇观、不是娱乐。确实，这

需要做很多前期工作，付出很多努力，而我

们的努力得到了收获。”

这些前期的付出和努力，对上海昆剧团

而言，更可以追溯到2017年—2018年数次

欧洲巡演，尤其是《临川四梦》曾为柏林艺术

节压轴，“中国戏曲单元”引发观演热潮，甚

至有意大利、芬兰等国观众打着飞的来看

《牡丹亭》。这也为剧团积累了经验，增强了

信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国际，戏曲艺

术是最好的代表，可以说，当仁不让。”谷好

好始终相信。

可以看到，中国戏曲的经典剧目走向世

界有着前所未有的壮阔蓝图，“让世界的友

人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赋予了他

们一种新的期待——中国的舞台艺术，会有

源源不断新的语汇和新的表演来征服世

界”。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往情深的杜丽娘

和“脚踩厚底靴”的柳梦梅，又何尝不是汤显

祖笔下与莎士比亚经典人物平行而来，穿越

多种语言、国家和文化的“超级英雄”呢？

字幕改了又改，中法文化双向奔赴

“战绩辉煌！”吴氏策划国际演出部总监

张晓蕊告诉记者，“波尔多三场全部售罄，巴

黎站开演前一周出票率超过75%，这是我们

一张张卖出去、实打实的销售记录。”剧团在

波尔多赢下的极佳口碑也为随后的巴黎站

助力不少。“最后一场开演前仍有观众来购

票。中国戏曲演出在欧洲，不送票、不靠华

人包场，最终平均上座率超过九成，并以本

地观众为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百戏之祖的昆曲，能在法国开出一片姹

紫嫣红，背后是中国艺术家、海外演出经纪公

司等各个环节的合力耕耘。当地时间10月

21日下午，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迎来了一个

“姹紫嫣红开遍”的美好午后，上海昆剧团小

分队为近百名法国观众开展了面对面的昆曲

交流推广活动。主讲人谷好好以非遗“昆曲”

为主题，娓娓道来其六百年悠久历史和艺术

魅力，深情表达了昆曲人代代相传的执着与

热爱，通过生动传神的讲述、声情并茂的演绎

将昆曲特有的含蓄温婉之美及其深厚的文化

积淀，细致入微地展现开来。演员胡维露和

韩宜伽等更在活动现场演绎了经典昆曲片

段。法国观众沉浸于东方昆曲悠扬，席间不

时传来阵阵掌声和由衷的喝彩声。

法国巡演期间，伴随每场演出的还有戏

曲化妆展示、昆剧导赏、昆剧演员前厅迎宾

等多元活动，让法国观众得以近距离甚至亲

身体验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之美，感受东方艺

术的独特韵味。在波尔多演出前，上昆演员

娄云啸、马填钦现场为观众勾脸的活动，总

是大受欢迎，画个帅气的“净”或者可爱的

“丑”，点抹之间，尽显昆曲化妆的精细与考

究。巡演巴黎站的演前导赏活动中，在法国

导演卢逸凡IVAN的讲解下，旦角张頲和笛

师束英，演示了昆曲欣赏入门ABC。

除了两场大受欢迎的演前导赏，法国汉

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卢逸凡

还肩负了另一项重要任务：精益求精地不断

优化《牡丹亭》法语字幕。原来在波尔多三

场演出后，他发现反馈巡演版字幕仍有不少

可以提高之处，但巴黎剧场档期时间有限，

只能一边演一边改。“每场进步一点”“不求

最好只求更好”，卢导演告诉记者，《牡丹亭》

中文文本有多美，译起来就有多难。比如杜

丽娘游园时有句唱词“惜花疼煞小金铃”，如

直译为“金色的铃铛”难免不知所云，也有译

本翻译为“心疼金铃般的花苞”，而更妥帖的

译法是“怕踩到花而小心翼翼走得脚都疼

了”。其实，现存出版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中也

有不少争议存疑处，更何况演出字幕还需跟

着演员表演节奏甚至不同剧场不同字幕机的

显示方式作出相应调整。“准确已经很不容

易，而法国人既是浪漫的，也是苛刻的，对语

言的纯正和美感非常敏感和讲究。”

这位法国导演对字幕执着，只是昆曲

《牡丹亭》跨国文化交流中“双向奔赴”的美

好之一。当晚演出结束后剧院门口，一位来

自索邦大学的业余刀马旦女孩等候许久只

为问谷好好一句：“在法国怎么能更好地学

习昆曲？”“结社（建立曲社）吧，让志同道合

的‘昆虫’找到彼此。”“好的，但你们要常来

啊。”“一定！”

与此同时，在上海浦江之滨世博园区内

新近落成开放的罗丹艺术中心，“罗丹遇见

牡丹亭”系列艺术作品正式亮相。是夜，在

《思想者》雕塑的追光投影中，杜丽娘穿过历

史与语言的征途，款款而来。这一幕，不啻

为古老昆曲对世界发出的青春宣言——

希望在未来，让中国戏曲的情种在巴

黎、在更多海外舞台播撒、深种、发芽；让戏

曲人，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写在上海昆剧团法国巡演收官之后

塞纳河余波荡漾着《牡丹亭》的回响

“戏剧对文学随心所欲的改编啊！”巴西仓库剧
团演出《布拉斯 ·库巴斯死后的回忆》时，这句来自改
编者和导演自由发挥的台词有着和原作小说旗鼓相
当的黑色幽默精神。这是一部“随心所欲改编小说”
的戏剧吗？是，又不是。“这部被誉为巴西文学‘圣
经’的小说揭示了巴西社会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
的众生相”，这句字幕在开演前就高悬在舞台上方，
它是事先张扬的明确告示：这不是戏剧对小说的改
造，而是让小说在舞台上“活”起来，这是属于作者马
查多 ·德 ·阿西斯和巴西文学的剧场。

巴西直到1888年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取消奴
隶制的国家，马查多在1839年出生时，巴西仍是蓄
奴制社会，他的父亲是黑奴和白人的混血儿，母亲是
来自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白人洗衣女工。这个患有
癫痫和口吃的浅肤色混血儿，在十几岁时做排字工
和校对员糊口，也是在寒微的工作中开始了他的写
作生涯。他先后经历诗歌和戏剧创作的挫败，直到
以写浪漫小说成为被评论家奚落的畅销书作家。到
了40岁，他接受了自己作为边缘作家的命运，抛开
长久以来的谨小慎微，写出一部他自己都不指望成
功的不合常规小说，这就是《布拉斯 ·库巴斯死后的
回忆》，小说有着惊世骇俗的开始：“谨以这些死后的
回忆，献给最先啃噬我尸骸的蠕虫。”小说家用亡灵
的口吻讲述布拉斯 ·库巴斯一生的故事，这个名字是
明确的寓言，是“巴西（布拉斯）”和“古巴（库巴斯）”
的谐音。

话剧《布拉斯 ·库巴斯》不是对小说的转述，而是
让作家及其写作背景成为开启戏剧的序幕。最先出
现在舞台上的是马查多本人，他讽刺并控诉巴西社
会“废奴”的不情愿和不彻底，他创造无中生有的“布
拉斯 ·库巴斯”，这是黑色幽默的“我控诉”。在如同
三联画一般分隔开的舞台上，作家马查多占据着一
个角落，接着，由他创造出来的“死后回忆”的叙事者
游走在舞台另一侧，这个讲故事的幽灵串联了布拉
斯 ·库巴斯从出生到死去的片段，那些热闹、乖张、荒
唐、怪诞的场景，在舞台上川流不息，如同循环放映
的幻灯片。

话剧《布拉斯 ·库巴斯》让虚构的库巴斯生前往
事、死后亡灵的嬉笑怒骂以及原作者的写作意图这
三条线索平行地呈现在舞台上，故事情节、讲故事的
人和对故事的评述被并置着形成一幅层次丰富的壁
画，这是用戏剧的方式揭开一场文学游戏的谜底。
我们坐在剧场里，不仅看到作家写什么，更从激昂热
烈的表演中分辨出作家怎样写、为何写。

马查多把他的小说形容成一场远行，话剧《布拉
斯 ·库巴斯》也是这样一场远行，是深入马查多和巴
西文学密林中的旅行——见证马查多从奴隶的后代
成为巴西文学院创始人和院长，见证他的无数憧憬
和幻灭，“到头来，当代是那样可怜，像过去的一样。
当代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时代也过去了，同样的速
度，同样的单调”。在舞台上，布拉斯 ·库巴斯死后的
回忆，也成了马查多 ·德 ·阿西斯死后的回忆。

柳 青

布拉斯·库巴斯和属于巴西文学的剧场

一提刘海粟，人们想到的多是绘画大师、

美术教育家。事实上，刘海粟不但能写各种

字体，字法、笔法和墨法上也都展现了与前人

不同的风格，创造出强烈的个人特点。昨天，

刘海粟美术馆启幕迄今最大规模的刘海粟书

法展“百年吞吐”，以全馆所有展厅来呈现。

集结的超过200件展品，囊括刘海粟大多数书

法力作。展览将中国传统书法这一深入中国

人骨血里的“文化基因”的生发演变作为主线，

分六个篇章勾勒刘海粟百年恢弘跌宕的人生。

既有壮阔豪迈，亦含柔情细腻

刘海粟的很多书法，都呈现“大江东去”

般的壮阔豪迈。步入第一展厅，并排悬挂的

榜书“砥柱东南”和“华夏天葩”气势磅礴，力

透纸背，尽显书者胸怀之广阔，让观者对刘海

粟书法之独特风骨印象深刻。

刘海粟的书法，得益于家学渊源厚植的

根基。他自幼临习颜柳诸家法帖，楷隶行草

篆，诗书画印拓，长久育习积淀了中国传统书

画的审美法度。此次展出的作品中，有刘海

粟不少临古作品。例如，他1942年所写的

《临东坡行书—黄州寒食诗帖》既有伸展的动

感，又规整有序；1981年临米芾行书《重九会

郡楼》行云流水，炉火纯青。

刘海粟习书历程中，康有为对其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25岁那年，刘海粟拜师康有

为。彼时严谨的训练让刘海粟的书艺迅速提

升，不仅掌握“康体”精髓，甚至到了可为康有

为代笔的程度。后来，刘海粟在上海美专设

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请恩师赐名，康有为为

他题写了“存天阁”。这幅字就出现在此次展

览中，成为两人深厚情谊的见证。从康有为

那里，刘海粟继承了“学书必从篆入”的书学

思想。此次展出的刘海粟最长书法手卷《临

散氏盘铭》就体现了对于大篆之美的探求，古

朴厚重、线条流畅。

与此同时，刘海粟也有不少作品有着“小

桥流水”般的柔情细腻。这在他的家书中，有

明显体现，尽管不如对联、匾额、题字等正式，

也并不承担什么宏大寄托，字迹不够工整，也

未经深思熟虑，但可能正是这种不装、不端的

状态，展开了书者的真性情。

在此次展出的刘海粟写给太太夏伊乔的

五封信中，透着无处不在的牵挂与温情，有不

少是对一粥一饭、生活琐事、家长里短的交

待，甚至不乏可爱的“吐槽”。例如，他吐槽那

些慕名而来的粉丝“每天来人太多，厌倦已

极”，又说：“我又不是熊猫，看什么！”字里行

间，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有趣的刘海粟跃然

纸上。而在刘海粟1979年写给小女儿刘蟾

的书信中，起笔便道“小妞爱女”，足见父亲对

女儿的宠爱。

书画合一，彰显强大创造力

值得一提的是，刘海粟书法的独树一帜，

与他是一位技艺精绝的国画家有着直接关

联。此次展览特别揭示了这样一种关联。

中国书法始于象形文字，可谓书画同

源。刘海粟的绘画与书法正是互相连通的，

其书法融入了绘画这一视觉艺术的审美法

度。书与画两者神形兼具，参透其中。在刘

海粟许多后期印象派风格油画的用笔中，可

以看到他学习康有为中锋用笔那种笔枯墨尽

留下的飞白“雨夹雪”效果：有意避免线条的

平直而似草书笔法勾勒，正契合塞尚、马蒂

斯、梵高、毕加索等革新派大师的表现技法。

同时现身此次展览的两幅刘海粟国画

《清奇古怪》则更为直观地呈现画中的书法

性。它们分别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与80年

代，画的都是苏州光福司徒庙的汉柏“清奇古

怪”。画中对于古柏枝干的勾勒、描绘，分明

用的是“写”出来的书法线条，刘海粟以苍劲

古拙之笔，写出了古柏的苍颜卧姿，却有升腾

万里之势。

有学者指出，刘海粟的书法实践和理论

也是高度一致的。他一直找寻“书写”蕴含的

规律与章法，吐故纳新不断把经验总结成新

的理论成果。这种不息变动精神，使他驾轻

就熟地将画法糅合碑碣在书法中纵横挥洒。

刘海粟最大规模书法展启幕

   余件展品“书写”百年传奇人生

牡丹之美，绽放于北京的金

秋。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10

周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联从新时代以来全国创作生

产或复排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中遴

选40部，在北京隆重举办“与时代

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秀

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作为上海市和全国昆曲界的唯

一代表，上海昆剧团全本55出《牡丹

亭》入选此次展演，于昨晚起登陆中

央歌剧院，首场演出上座率超九成。

今明两晚，《牡丹亭》将继续带领首都

观众走进绮丽绝伦的梦幻之旅。

匠心打造力作，掀起
“昆曲热潮”

“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牡丹

亭》，由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以

雅致浪漫之笔，写尽极致之情，以及

对生命自主的追求。上海昆剧团探

本溯源，以忠于原著精髓、“只删不

改”之原则演绎原汁原味的华彩曲

词。全新的演绎不仅超越了《牡丹

亭》在观众心中“纯浪漫”的固有印

象，更凸显出爱情、理想与社会、时代

之间的碰撞，体现深厚的人文价值。

全本55出《牡丹亭》凝聚顶级班底，

特邀著名戏剧导演郭小男担纲导

演，他在已故著名剧作家王仁杰剧

本缩编的基础上，参与本次全本《牡

丹亭》的剧本缩编工作，并特邀一批

国宝级昆剧艺术家进行指导。

2023年开始，全本《牡丹亭》启

动全国巡演，先后在全国14个城市

掀起“昆曲热潮”，足迹遍及各城市

的主流剧场和重要艺术节，展开近

50场巡演。2023年3月，全本《牡丹

亭》曾作为文旅部“新时代舞台艺术

优秀剧目展演”剧目晋京演出。同

年10月，全本55出《牡丹亭》之集粹

版作为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开幕演出，向世界唱响中国声

音。今年3月初，上海昆剧团携全

本《牡丹亭》赴港参加第52届香港

艺术节，完成了其首次境外演出，三

本全部售罄，誉满香江。时隔一年

半，全本《牡丹亭》将重返中央歌剧

院，第三次与北京观众邂逅，缔造一

场空灵雅致的艺术体验。

践行文艺使命，绽放
时代新韵

全本55出《牡丹亭》探本溯源，

钩沉史料，沉心细磨，用新时代审美重塑《牡丹亭》。全本《牡

丹亭》的创排让古老的昆曲艺术在现代语境下重新焕发生机，

展现了上海昆剧团在传承与创新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也是

昆曲人在新时代文艺领域中，用实际行动贡献文艺力量的生

动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整个十月因“牡丹花开”而盛景连绵，

上海昆剧团以《牡丹亭》为核心，深入推动文艺创作，展现新时

代以来的艺术传承与创新。浓缩呈现的全本《牡丹亭》（精华

版）首度跨越国界，绽放于法国舞台，再至如今全本荣耀晋京，

恰为其第50场巡演添上绚烂一笔。

坚守艺术本体，传承昆剧经典

昆曲艺术作为积淀中国戏曲美学精神的古老剧种，传承

什么、如何传承是关键。经典性是昆曲独特的优势，抓住这一

特点把它做大、做好、做强，是上海昆剧团这些年来的努力方

向。一直以来，上昆坚持守正创新，在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的

征途上不断耕耘，剧目建设成果斐然，恢复传承了一大批传统

经典，推出以《临川四梦》、四本《长生殿》、《景阳钟》等为代表

的一批经典剧目，实现了一团四精品的佳绩，将昆曲艺术推向

了新的高峰。

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表示：“上昆将始终秉持‘继承经

典、打造经典、演绎经典、传播经典’的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坚

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生命力，让昆曲这一传统艺术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成为

连接古今，传递中华文化恒久魅力与时代精神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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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精华版）法国巡演期间，伴随每场演出的还有戏

曲化妆展示、昆剧导赏、昆剧演员前厅迎宾等多元活动，让法国观众得以近距离

甚至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戏曲文化之美，感受东方艺术的独特韵味。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