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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狸猫换太子>是中国传统戏曲流传最为广泛的

故事之一。其以强烈的戏剧性和有所寄托的特质几百

年来薪火相传，承继不断。由元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妆

盒>到明传奇<金丸记>、清花部花弹<陈琳抱盒>，再到

民国初年上海京剧班社编写的4本机关布景连台本

戏<狸猫换太子>以及越剧、川剧、汉剧、绍剧、湘剧、秦

腔等诸多地方剧种，至今还是戏曲舞台上常演的剧

目。而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创作演出的新版越lltl(狸

猫换太子>，以人物形象之鲜明、叙述方式之精彩、诗

情画意之风格，推出了一台崭新的、令人为之粲然的

大戏，简直把观众给震了。舞台的大幕轻轻拉开，空旷

漆黑的宫殿笼罩在一派深邃悠远的氛围之中，充斥着

一腔凝重悲凉的情调。一束晕染的白光无精打采地落

在几根戳在那儿的龙柱上，“帝王一旨荒唐令，旷世奇

冤始于今”，苍劲高亢的领唱由幕后倾泻而出。倏忽

间，白色、黄色、蓝色、紫色、红色多彩灯光诸般变幻，

越剧《狸猫换太子》剧照

照耀得舞台神秘莫测，折射出宫闱刀光剑影。就在“只

恐风波平地生”这当口，一个凛然正气、机警果敢而又

清濯秀美、潇洒儒雅的陈琳惊艳登场了。仿佛横空出

世，陈琳一亮相便牢牢占据舞台中央，一部惊天地、泣

鬼神的人间大戏围绕着他浓墨重彩地演绎开来。

毋庸置疑，新版越剧<狸猫换太子>是戏曲经典改

编的一个成功范例。她的成功首先表现在文本的出新

进步上。我们知道，戏曲经典剧目的改编有一个“继

承”与“改编”的把握问题。改编者一方面应当对传统

价值有足够的认知，不能打着所谓“注入现代意识”而

轻率地改弦更张；另一方面又需要充盈“艺术家的勇

气”(恩格斯语)，敢于别开机杼，通过合乎情理的想象

与创造，深化人物关系，丰富场景效果，深入揭示人物

心理和情感世界，开掘出剧作新的空间，进而将剧作

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冲击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就

要求改编者不仅要有娴熟的技巧和正确的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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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得深谙当下的戏曲环境，生发一种由此迸发出

来的成熟思考。剧作家李莉正是坚持了《狸猫换太子》

原有的、千百年来为中国普通观众普遍认同的基本价

值取向和审美习惯，在重要的改编方面须臾不忘建立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体现出一种对中国戏曲具有艺术

意味的继承。即使是全新加入的情节，也保持着与原

剧的进程有着内在和有机的关联。同时，剧作家在改

编中不是一般意义地在恢复、保留原有框架的基础上

加以打磨和精修，而是从现代观众的审美出发，重在

更新，着力开掘出民族戏剧传统中的现代感，赋予传

统戏剧以新的色彩与韵味，达到了一种民族化、地方

化、个性化的全面创新与和谐统一。这种“三化”以伦

勃朗式的强烈色彩体现在主人公陈琳的身上。剧作家

目不旁骛，选定以陈琳的性格、命运作为主线展开情

节，基本架构超出了元曲及其他剧种、原版越剧<狸猫

换太子》的故事取向，在多处地方对原剧作有新的增

添。其中最重要最令人注目的改动在于将传统剧目中

一切与陈琳性格、命运相游离的情节悉数减去，将艺

术的聚光灯始终对准“这一个”大义凛然、有智有勇、

含蓄蕴藉的陈琳，尽情地张扬正义与邪恶、忠贞与奸

佞的冲突与搏杀，立交桥式地塑造出来一个可歌可

泣、人敬人爱的艺术形象。美哉，陈琳{这个重新定位

的艺术形象，文本塑造的重心在于让陈琳的动作行为

有更充实的心理依据，富有更多层次，在于能够更准

确更细致地解释其动作行为的合理性。如果说，陈琳

这个人物在传统版本中显得较为单向度的话，那么，

新版越剧文本则赋予了他拥有值得细细分析的内涵，

使得人物更加立体化。这其中有三点最为突出。一是

新版文本中的陈琳断然与以往传统剧目里的陈琳那

种单纯对皇室忠心耿耿、一味忍让屈辱的性格脱开，

在人物的性格中注入了金光闪闪的正义感和敢于同

邪恶势力殊死斗争的积极精神。这种正义感和斗争精

神时时刻刻居于主流地位，足以引发人物内心奋起抗

争的情愫，曲折而又清晰地描摹出人物动作行为的路

径轨迹，使得这个人物的内心情感世界更为丰富复

杂，人物的社会意义、人性价值为之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第一场中，皇帝一道旨意颁下，李、刘二妃谁先

诞生龙子便立为后。后宫历来不是平静之地，嫔妃争

宠漫卷的腥风血雨往往是波谲云诡、你死我活。稔熟

这种斗争法则的陈琳立时意识到了“只恐风波平地

起”的危情，加深了对刘妃有可能施展阴谋的警惕。同

时，诚信“天良自古在人心”的他，一种正义的担当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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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油然而生。观众看到一个内心世界丰富、惊涛骇浪

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陈琳活脱于舞台，整个故事

围绕着他的行动轨迹拉开了序幕。二是新版文本中的

陈琳一反传统剧目里的陈琳那种逆来顺受、处处被动

的做派，在关爱生命、伸张正义的坚强信念的支撑下，

他遇事不畏邪恶，并凭借着自己的机智果敢，与之巧

妙周旋、艰苦斗争，鲜明地豁透出性格底蕴中的几分

刚强。第二场“抱盒”，观众对视陈琳与刘妃、郭槐的斗

智斗勇，看到了一个智勇双全、主动抗争、坚忍不拔终

而夺得胜利的陈琳，这是与传统剧目全然不同的。在

元曲里，陈琳抱着盒子，还没有碰到刘妃，“便是揣着

个愁布袋，我来到这宫门，早忧的我这头白⋯⋯”待刘

妃恶狠狠地撞来，陈琳“恰便似狗探汤不敢往前迈。才

动脚如临追命府，行一步似上摄魂台”。中国戏曲擅长

通过唱来揭示人物内心矛盾。陈琳这两段唱不啻是人

物的内心独白，以怀揣“愁布袋”、“头发白”比喻自个

忧愁多多，表白自己见到刘妃吓得身发抖，脚发软，俨

然好似要上摄魂台、入开水锅，形象地反映出陈琳救

太子的行动初开始时的被动、无奈与惧怕。显然，这种

十分怯弱、被动的心绪潮、行动线，与陈琳所处的险恶

环境不相吻合，与陈琳果敢机智的性格不相吻合，与

陈琳最终战胜邪恶取得胜利的结局不相吻合。也不利

于剧情向高潮的推进发展，有损于陈琳性格的完整

性。新版文本削掉了这些内容，重新设计了陈琳同刘

妃、郭槐的智斗。郭槐唆使刘妃揭开盒子的皇封，进行

彻底检查。陈琳不便直接顶撞刘妃，可他懂得畏首畏

尾难以求全的道理，只有豁出去方有可能冲杀出一条

血路。于是他放正胆子，语重词严地直击郭槐(更是说

给刘妃听)，警告郭槐擅揭皇封是要杀头的!等到冲突

进一步升级，郭槐一再要求刘妃验看盒子的第二层，

此刻已是最后关头，担当精神迸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催

动陈琳不是害怕退缩，恰恰相反，他义无反顾地反诘

郭槐：莫非你给寇珠的盒内二层就藏有见不得人的东

西。这化被动为主动的一击，破釜沉舟、陡生反转，反

倒令刘、郭为之惊骇。加上这个时候寇珠刚好返回来

向刘妃复命，心中有鬼的刘妃赶紧打发陈琳开路，一

场泼天危机成功化解。当然，这是一场外冷内热的戏。

因为陈琳也是人，人生来具有的恐惧心理陈琳一点不

少。表面上陈琳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内心里却不

能不回肠九转。等到舞台上剩下陈琳独个的时候，观

众看到了(感觉到了)刚刚涉险过关的陈琳身上释放

着本能的颤抖，他那内心深处的紧张与惊恐有形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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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排揎出来。鉴于此，“这一个”陈琳的艺术形象显得

更加真实，更加振人眉宇，更加感人至深。三是新版文

本完全新创作了第七场也是最后一场、核心一场。寇

珠触柱而亡，陈琳出逃，大奔突，立血状，“千古奇冤要

昭雪”的信念与呐喊在陈琳的身上得到了最大的喷薄

与宣泄。“在泉台依依不舍将人间回望⋯⋯”酣畅淋漓

的唱腔，意蕴深长的歌声，似由天边飞来。为伸张正义

而不惜牺牲生命的陈琳倒下了，“一声霹雳现魍魉”，

剧作惩恶扬善的主题矗立起来了。剧作家那种艺术主

体的激情体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剧作的思想内蕴、

形式渲染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和本质的飞跃。

戏剧家布·查哈瓦说得好：“戏剧艺术中真正的创

造者并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创作的整体。”新版越

剧《狸猫换太子》的成功正是体现在其整个创作主体

(编、导、演、音、舞)的全面出新、全面出彩上。看这个

戏，观众轻松地领悟到了一种整个艺术链的和谐有序

滚动，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舞台上那流淌着的通透空

灵而又磅礴大气的气场。这自然得益于导演杨小青的

精心运筹和高超调度。导演在该剧的艺术处理上凸显

了一种当今多元时代新的美学理念，刻意循迹戏曲写

意的美学原则，践行了一次由传统越剧偏重写实风格

向写意风格的华丽转身，全剧烘托出一种精神自由的

崭新创造。戏的最后一场，陈琳与舞台的完美融合无

疑是导演创新意识的一次激情体验。大幅度地强化写

意成分，执意贯通的舞台气韵情感，使得剧作所蕴藉

的丰厚内涵和现代意识尽情地传递出来挥洒开去。卓

有成效地收到了追求高尚、提升精神、涤荡灵魂的艺

术效果。同时，这种导演意识引导了舞台呈现的精致

化，而精致化与现代意识的浸润，又营造出这台戏曲

大气、雅致、庄重的精品品格。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导

演自觉的以自己的精品意识同剧种的地域特色相互

碰撞，为这台大戏渲染出浓郁的民俗性，驱动全剧在

雅俗共生、雅俗互动中构建起一种丰姿绰约的戏曲文

化品格。新版越剧《狸猫换太子>的舞台美术平淡中见

神奇，具有独特的形式美和表现力，足以成为辅助演

员塑造人物形象、抒发人物情感的有用手段。这种形

式美和表现力编织出一道道舞台景观，幻化成一种现

代剧场的“视角性”。这种“视角性”丝毫没有削弱演员

的表演性，一点没有妨碍舞台上下观演双方的现场交

流。这种“视角性”与表演性最终集结，流淌出传统戏

曲特有的、最为观众欢迎的文化信息。而当今中国戏

曲的发展，非常需要文化信息的吹拂与充盈。

中国戏曲与生具来的欣赏核心——表演艺术，在

新版越剧《狸猫换太子>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托举和

张扬。饰演陈琳的吴凤花和她的伙伴们通力合作、珠

联璧合，在戏曲王国、越剧世界升起了一颗流光溢彩、

美轮美奂的璀璨之星。吴凤花宗范派，又有个人独树

一帜的优长。范派的唱腔淳朴宽厚、稳健大方、蕴含热

情，表演上讲究温厚典雅、洒脱奔放，吴凤花很好的继

承了下来。同时，她又以自己绝佳的嗓音条件、迷人的

风度身段、文武兼备的功底，卓尔不群的艺术个性，依

托编导提供的平台，完成了一种极富个性的艺术创

造。她在舞台上得心应手，纵情释放着自家表演艺术

的真谛精华，实现了一次真正的“再”创造。这种再创

造建立在“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特别突

出了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美”(李泽厚语)那种传统

戏曲表演技艺之基础上面，又非常注重在传统戏曲美

学原则中注入现代理性精神现代艺术情愫，进而在整

个表演中创造出一种整体性的诗化舞台意象，赋予了

全剧浓浓的时代气息，为越剧舞台艺术表现力的更为

鲜活、更为传神，为中国戏曲艺术的时代进步作出了

创造性的贡献。吴凤花在最后一场戏里那长达20分

钟表演、80多句咏唱的艺术创造，为观众奉献出了一

道精美无比的艺术大餐，观众得到了一种心凝形释、

大饱眼福的艺术享受。陈琳逃出皇宫，一路悲愤狂奔。

圆场、垫步、滑跌、甩发、跪步、舞动血衣、雕塑般亮相、

造型，可谓精彩纷呈、美不胜收。与之相辅相成的是，

80多句的核心唱段，如瀑布喷薄、似潺流入水、若气

冲霄汉、赛声润紫霞，清亮高亢、意味悠长的放歌仿佛

从遥远的天际穿递下来，宇字句句扣动着观众的心

弦。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范瑞娟与琴师合作首创的

“弦下调”，其委婉悲伤的情调，被吴凤花发挥得淋漓

尽致、响遏云天。戏在这种近乎完美的演唱中赢得了

观众不息的掌声，“这一个”陈琳也因为依傍在这种充

满意蕴的情境中获得了永生。吴凤花凭借此戏摘得

“二度梅”的桂冠，理所应当、名至实归。

人间要好戏。新版越剧<狸猫换太子>大踏步走进

了观众的视野和心田。她的成功绽放，不仅仅是绍兴

小百花艺术中心推出了一台好戏，也不仅仅是琳琅满

目的越剧画廊增添了一株红艳艳的花朵，而且是为当

代戏剧家改编传统经典提供了一个有形的范例。另

外，作为一家县级剧团，能够如此出人才，出好戏，更

是给我们留下了多重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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