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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初衷，也是归宿

《大宅门》讲述了京城医药世家白家和

他们世代经营的“百草厅”，从晚清至新中

国建立这段历史时期中的兴衰浮沉。“百草

厅”的原型就是北京同仁堂，剧中男一号白

景琦的原型就是导演、编剧郭宝昌先生的养

父、同仁堂曾经的主人。郭宝昌先生在同仁

旷世巨作，经典再现；
精英集结，佳作可期
——京剧版《大宅门》排演在即

文◎ 陈 璐

“由来一声笑，情开两扇门，乱世风雨乱世魂……”韵味悠长的歌声犹如石破天惊，划开

一道时空的隧道，引领我们走进百年前动荡的岁月，走进那高阔宅门里的人、事、情。《大

宅门》以其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恢宏壮丽的历史气魄、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给广大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始终热播不衰，早已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15年来，以《大宅门》为蓝本

衍生出的各种文艺作品数不胜数，而今，这部本就透着浓浓京味儿的作品终于要被搬上京剧

的舞台。2017年6月17日、18日，由郭宝昌、李卓群共同执导，大宅门影业、北京京剧院、厚

阳文化共同出品的京剧版《大宅门》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上演。

大宅门九位主演（摄影：David，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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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乐家大宅门里生活了26年，他把自己26年

间的见闻、经历、感受全部融进创作中。可

以说，《大宅门》凝结着郭宝昌先生毕生的

心血，用他的话说，“我献上的不仅仅是一

部剧，而是我生命的全部。”

有人说，《大宅门》就是“北京版《红

楼梦》”。宅门中的人、物、事经历着人情

的冷暖、亲情的聚散、爱情的苦甜，也经历

着北京的战争、和平、沦陷、变乱、复兴，

它展现着浓郁的京味儿。京剧，更是贯穿始

终的元素，在许多对传统艺术不甚了解的年

轻人脑海中，《大宅门》中的京剧元素就是

他们最初的国粹启蒙。剧中，“七爷”白景

琦每逢春风得意之时，或心中谋划重大计策

时，嘴里总会玩味一句京剧戏词：“看前面

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

他个干干净净！”这一句出自京剧武生戏

《挑滑车》，戏台上孤胆英雄高宠的形象和

有情义有担当的七爷白景琦

可谓相得益彰。除此之外，

剧中的配乐大量使用了京剧

的锣鼓经和曲牌，京剧音乐

和情节配合得天衣无缝。随

着电视剧热播，《大宅门》

成了京剧与影视完美结合的

教科书级示范。郭宝昌先生

对京剧和影视的深厚功力有

目共睹，但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将《大宅门》搬上京剧

舞台是郭宝昌先生几十年的

心愿。“我爱京剧，我痴迷

了京剧七十年，也研究了京

剧七十年，我的戏也基本都

有京剧演员或者有京剧背景

的人。”郭宝昌先生这样对

作者说，“把《大宅门》排

成京剧的想法其实在电视剧

成形之前就产生了，一直是

我的一个心愿，可以说京剧

是《大宅门》的初衷，也是

《大宅门》最好的归宿，这京剧版《大宅门》视觉海报

万方数据



本刊特稿 3i

给我一生的京剧情结画了一个句号。”

“宅门掌门人”牵手青春京剧人

“电视剧播出之后十几年间，一直有

人向我提出，要做京剧版《大宅门》，”郭

宝昌先生说，“但是，我一直觉得时机不成

熟，因为我找不到适合的合作者来和我一起

完成。”尽管内心非常希望将《大宅门》改

编成京剧，对艺术有着极高追求的郭宝昌

先生还是选择等待，直到一出小剧场京剧

《惜·姣》走进他的视线。“我的一个哥们

儿给我发来了一个短信，说‘最近有一出戏

叫《惜·姣》，本子很好，请你注意。’因

为始终在物色京剧版的合作者，所以我就让

我哥们儿把剧本发给我看看。一开始我也没

放在心上，没抱多大期望，但剧本看完后我

就傻了——哪儿来的这么好的编剧？感觉上

已经不是说比别的戏好点，而是一个质的飞

跃，我感觉京剧腾飞了。我就打电话给我这

个哥们儿，问这个戏有没有录像、能否给我

看看，或者什么时候演出。当时没有档期，

就给我找来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录像，看完我

很震惊，感觉戏剧界终于出新人了。之后我

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同时开始找这个

人，打这儿开始认识了李卓群。”

虽然，这位来自北京京剧院的青年编

剧、导演李卓群现在已是戏剧圈闻名、有着

广泛票房号召力和作品品质保证的“小剧场

京剧女王”，但当时，她只是刚推出自己处

女作《惜·姣》的剧界新人。《惜·姣》将

《坐楼杀惜》整理改编，在短短两小时内，

创新大胆地以阎惜姣的视角讲述整个故事，

且无论服装、音乐、舞美都力求精致，还拍

摄了京剧史上第一部预告片。种种敢为人先

的做法让《惜·姣》成为了当时戏曲界最具

话题性和关注度的作品，也开启了全国范围

内的“小剧场戏曲”潮流。

处女作就可以引发“现象级”的关注，

这无疑已经让这个才华横溢的“85后”京剧

创作人喜出望外了，但更没想到的是，她一

直崇敬和倾佩的大导演郭宝昌会为之亲自发

表一篇观后感，也自此开始了她和《大宅

门》的不解之缘。

2015年4月，在观看了李卓群编剧导演

的第二部作品《碾玉观音》的首演后，台下

的郭宝昌先生从座无虚席的观众席走上台

前，毫无预备地在现场投下一枚“重磅炸

弹”——他要与李卓群合作京剧版《大宅

门》。“这么大的决定，郭老师在宣布之前

郭宝昌（摄影：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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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和任何一个人说过，我当时在台上整个

人都蒙了。”李卓群说。而这个看似突然的

决定，其实是郭宝昌先生深思熟虑之后的结

果，“京剧需要的是时代价值观的注入，要

赶得上时代。卓群的《惜·姣》就是年轻创

作者用年轻的现代、先进观点来解读创作京

剧的典范，展示了京剧的前途在哪儿，让我

眼前一亮。所以这一次的《大宅门》我也邀

请卓群来和我合作，由她编剧，我和她联合

执导。”

一直热衷于提携后辈人才的郭宝昌先

生，在宣布了这一消息之后，还担任了李卓

群“人鬼恋三部曲”收官之作《春日宴》的

艺术顾问。也在此之后，开始和李卓群着手

筹备和创作京剧版《大宅门》。

金牌阵容兼具实力与颜值  

京剧版《大宅门》拥有一支超一流水准

的幕后团队。作曲方面请到了戏曲行业内首

屈一指的音乐大家朱绍玉老师作为作曲和唱

腔设计，充满情怀之处是延续电视剧中赵季

平老师经典的旋律气韵，音乐大师间的对话

与接力，可以说天衣无缝一气呵成。造型设

计请到戏曲圈颇负盛名的蓝玲老师加盟，武

打设计则由著名武生名家杨少春老师担当。

除了德高望重的前辈，团队里还有行业里年

轻有为的青年才俊：舞美设计任思远，灯光

设计何沂林，技导张旭冉和王博文，形体设

计赵玺，打击乐设计马帅。这几位是一直和

李卓群导演合作的固定班底，这些富有创造

力和敬业精神的年轻人，也都得到了郭宝昌

先生的赏识和认可。

《大宅门》电视剧在首播时就打破收

视纪录，15年不断重播中也保持不俗收视成

绩，其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

节和鲜活形象的人物塑造。高阔宅门有如时

代的万花筒，父母子孙、妻妾丫妓、党朋仇

雠，都映射着历史风云变幻中社会的变迁轮

回，白家大宅门里的商场输赢、情场爱恨、

官场恩怨，铺陈出了一幅动荡时代中的社会

生活画卷。经典珠玉在前，改编成京剧又是

剧本围读会：杨九红的扮演者窦晓璇和白景琦的扮演者杜 （摄影：David，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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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望所归，如何呈现好京剧版《大宅门》，

郭宝昌先生、李卓群及其他主创人员，在漫

长的筹备期花了相当大的心思和功夫。“从

开始构思到现在，我们京剧版《大宅门》的

剧本已经反复打磨了一年多了。”郭宝昌先

生说。

考虑到篇幅和京剧的表现特点，此次

京剧版只选择了《大宅门》原著中白景琦青

年时期和杨九红的恩爱纠葛部分，展现的人

物，有白景琦、杨九红、白文氏、白玉芬、

白颖宇、吴掌柜、黄春七位。行当定位上，

智勇双全、亦正亦邪、性格和行为都具有多

面性的白景琦定位为文武老生；起先风情万

种、娇媚可人，而后又悲情凄苦、为爱坚强

的杨九红定位为花衫行当；气场强大、老练

沉稳的宅门主人白文氏定位为老旦应工；风

华贵气的白玉芬、温婉大方的黄春定为青衣

应工；相对贪婪狡诈的白颖宇和忠厚老实的

济南商人吴掌柜则定为了丑角应工。“为了

充分展现京剧的戏剧魅力，我们还在流派

上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行为特点进行了不同

设定。”李卓群说，“白景琦和杨九红我们

选择了非常适合和注重新编戏人物塑造的

李（少春）派和杜（近芳）派；堂姐白玉芬

比较成熟雍容，我们选择用梅（兰芳）派体

现；善解人意、温顺平和的黄春，我们则选

剧本围读会现场（摄影：David，赞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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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用程（砚秋）派呈现。”

在随后的演员选定阶段，剧组收到了

来自各级院团的数十位一线演员、优秀青年

演员的推荐和自荐，在结合各方面主客观条

件考量之后，最终确定：A组白景琦由青年

演员杜 饰演，杨九红由青年演员窦晓璇饰

演，二奶奶由青年演员翟墨饰演，白玉芬由

青年演员郑潇饰演，白颖宇由丑角名家梅庆

羊饰演，吴掌柜由丑角名家黄柏雪饰演，黄

春由青年演员卢杨饰演；B组白景琦由青年

演员马博通饰演，杨九红由青年演员王梦婷

饰演；鼓师为马帅、肖永强；琴师为吕勋

福、张一平。整个阵容，有两位剧坛著名的

丑角表演艺术家加盟，更多的是剧团中或阳

光俊朗、或清丽明艳的青年才俊。除了是各

自流派优秀的传承人外，也都在近几年的新

编戏创作中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人物塑

造能力。如此实力强劲、业务过硬且充满活

建组会合影（摄影：苏丹）

力、赏心悦目的组合，一经公布便引发巨大

关注和广泛期待。

家喻户晓的史诗之作遇上与之气场极

合的传统艺术形式，配上德高望重的前辈艺

术家与青春朝气的后生戏剧人的组合，让这

部戏从排演消息发出就成为戏曲圈最热门的

话题之一。京剧版《大宅门》也被广大戏迷

观众和如《嘉人Marie Claire》等一些业内

外媒体评为“最值得期待的戏曲新作”。现

在，京剧版《大宅门》进入紧张的排练阶

段，主创们都在不计时间成本地将全部精力

投入到创作中，每天排练时间超过8小时。

我们期待经典会再铸经典，期待在郭宝昌先

生、李卓群和众多优秀的青年京剧人的共同

努力下，六月盛夏，京剧版《大宅门》的惊

艳登场。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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