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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向∞国台国回德
——对当下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的观察

撰文／方李珍

新时期以来．戏曲创作多追求创新而疏于继承．刘厚生先

生曾呼吁重视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提倡从旧中求新就是针对这

种失衡的现象。近年虽仍以新创剧目为主潮．但不难感受到整

理改编传统剧目已然回温，仅以昆曲为例，近年有三本《牡丹

亭》、四本《长生殿》和上下本《西厢记》呈现于舞台；在2013年

的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中整理改编传统剧目所占比例为历届之

最，涌现出京剧《香莲案》《飞虎将军》、昆曲《景阳钟》、新版汉剧

《宇宙锋》、评剧《赵锦棠》等为人津津乐道的剧目。当下整理改

编传统剧目集体亮相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近年来国家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以及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奖项的

设立，使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及精湛的表演艺术

的传统戏愈来愈得到注目．“敬畏传统”、“畏传统而后超越”(评

论家王安葵语)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而放眼整个文艺界．似

乎也能找到传统戏曲复兴的些许答案一一当下文坛悄然向着

传统回归．许多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先锋作家重返现实主义

的写作：文学理论方面，传统的文学观念重回人们的视野。从过

度失衡的将文学碎片化或符号化的“内部研究”或语言学研究

扭转为重新重视文学的社会与文化根性。更大一部分原因．应

该是艺术自身规律使然．也就是戏曲内部或者说戏曲双重意义

阀的自我反拨与调整。(就好比清代戏曲相对明代南戏来说．文

人投入创作减少．剧本的文学品位降低，但在舞台演技上则有

着多方面的发展和长足的提高：戏曲舞台的审美基点从以剧本

为中心转向以表演或艺人为中心。戏曲内容意义阀与形式意义

阀此消彼长．轮流“坐庄”。戏曲历史悄然呈现出往复轮回的面

目。)而当下的这种变化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对戏曲内容意义

的倚重转向了对形式意义一一表演、剧种、流派、本体的尊重，

投映在戏剧创作的载体一一剧作家身上．明显的是从80年代

对思想性的崇尚、“攥取”而逐步转换为当下对艺术性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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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80年代的写作进入的是戏剧文学史(评论家王评章

语)．而当下．他们努力进入的是戏剧艺术史。或者借用钱穆先

生对“文学”的两种划分．当下许多剧作家所理解的戏曲的文学

性．不单单是“写的文学”，更多的是“唱的与说的文学”。

具体来说，80年代，由于西方文艺(化)思潮的第二次启蒙

(第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进化论与新译介的心理学

的影响．使得崇尚创新，崇尚对复杂人性的摹写，对人性作多角

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探查成为创作主潮．加之当时以“反思”与

“伤痕”为主导的社会思潮，造就了许多振聋发聩、以史喻今、思

想深厚、对人性有许多新发现的历史剧，思想性与文学性高超。

但戏曲的形式意义阀不得不在客观上受到某种程度的疏忽。这

方面必然得到张扬。时代的大潮渐渐退去。在表演大师几乎缺

席的后大师时代对表演艺术、对流派的渴慕与呼求无比真炽、

热烈。新世纪以来对戏曲剧种性与本体性的强调顺势浮出水

面。80年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剧作家其创作心理也过了戏剧青

春期．对传统戏曲有了更深更成熟的体察与发现．可以说他们

的创作进入了另一个境界。表演、流派、剧种，他们写戏的着眼

点向这些方面靠拢。相对而言．是从思想的深刻转向了情感的

深刻一一作为抒情艺术．情感而非思想的深刻是戏曲更为擅长

表现的，情感可以反复吟唱、咏叹。可以引动、促发人物的身段、

歌舞，繁难的唱做往往在人物情感最澎湃、丰富之际，很多戏曲

程式本身就是情感化的．

当然，我们发现，这种转变在自觉形成之外，还存在非自觉

的情况一一剧团在约请剧作家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之时．往往希

望保留原剧的名段并最大程度地发挥剧种特色：这样的约请几

次三番之后必然促使许多剧作家更进一步具体而细致地琢磨

戏曲形式并促成他们另一种美学态度的形成．使这种不自觉成

为自觉。当然．这种转向不仅表现在整理改编传统剧目领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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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存在于新编剧目的创作中一一这是另一话题了。回过头来

说，剧作家创作心态的改变．决定了他们不同以往的创作风貌

一一他们笔下的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呈现出了与80年代迥然不

同的走向与风格。(那种裱褙式、删减式、修旧如旧的整理，具有

跨时代的稳定性，不在本文论述之列。)相对而言．如果说80年

代的整理改编重在改造，改旧为新，“化腐朽为神奇”．更多地以

传统剧目为素材进行作家个我的再创造．注重创新与思想性．

如陈仁鉴先生昂昂列于世界悲剧之林的莆仙戏《团圆之后》，将

传统戏《施天文》宣扬封建礼教的主题反戈一击为思想意蕴深

刻的控诉礼教对人性的迫害．剧作客观上带有浓烈的形而上的

宿命与原罪意识。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走得更远些，发

出的是西方个性解放式的呐喊与诘问．潘金莲被塑造成了一个

被逼无奈而陷入罪恶深渊的令人同情的女性形象．不再是《武

松杀嫂》等传统戏中那样一个淫荡、妖冶、狠毒的“荡妇”。思想

巨浪式涌动、热血式贲张，追求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有着强烈

启蒙意识是这些剧目的共同特点。而当下的整理改编．尽量保

存传统戏原有精彩的折子与段落，相对重在“旧”．重在传统．剧

种，流派．“角儿”：着重于对人物情感作细密地描摹．一方面是

剧作家长期养就的知识结构与审美结构促使其从人性的角度

来观照人物及其情感．并应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与接受需求．另

一方面更是为了敷衍出精彩的唱做。由于剧目在整体形式上回

归传统．收到了改旧如旧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从这个意

义上可以说当下戏曲迈入了新古典时代．

新古典主义是西方文艺理论与美学史所产生的一个术语．

起于对崇尚华丽风格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反动．希望重振

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这里借其“新古典”一词，仅在于描摹当

下戏曲尊崇传统、重回本体的一种风貌．一种崭新的复古运动。

并以此远远遁离于以混搭和拼贴为手段与目的的虚无主义。所

谓新古典在于标举传统戏曲的永恒性与当下性．而且这种当下

性融化、隐涵在它的永恒性之中，旨在拂拭与擦亮传统剧目，使

之成为当代戏曲或者当代的传统戏曲f一一在这里．“传统”或

“古典”并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一个美学概念)．模糊继承

与发扬的分界：而不是多多少少经由进化论观点出发的将传统

剧目改造为当下戏曲。可以说，由传统戏《秦香莲》整理改编而

来的京剧《香莲案》是其中的典型。该剧细腻展现了秦香莲的情

感层次一一尤其是她被抛弃后虽然痛苦但并不伸冤．就算是陈

世美连孩子都不要了她觉出了丈夫的心冷意寒也不曾绝望．反

而挺直腰杆决然带儿女返乡．乃至被追杀．韩琪为保存无辜之

人自刎．秦香莲这才为了死去的恩人告发陈世美。而传统戏中

的秦香莲是更为柔弱的．她一被抛弃就去拦王丞相的轿子喊

冤．几次三番地恳求陈世美相认于她．要他忠诚于当初“若中了

状元决不抛弃糟糠”的盟誓。《香莲案》突出秦香莲的外柔内刚，

正是为了契合程派外柔内刚的唱腔气质。该剧也展现了陈世美

情感与心理上的动态发展．有别于传统戏中凝定的展示，“夜

访”一场显现了他对亲情有一转念的顾惜、人性有一丝儿的残

存。甚至连包公形象也捋了一下．传统戏中的包公被国太软硬

兼施相威胁之后拿出俸银300两赠予秦香莲想平息此事．“有

心放了附马爷”：到了该戏中被公主相要挟只有一时的语塞与

为难，(秦香莲因此决定不告了，“不愿人间失好官”)。这些都符

合当下观众的审美心理与欣赏习惯．张三阳这个店公形象捏合

了传统戏中王丞相的人物与戏份．浓墨重彩地突出了这个人物

身上的乐善好施、义气助人．接续的是传统戏衄中常见的急公

好义的张大公李大公式的人物传统，(如《白兔记》中的窦公，都

属于这一类的“末”或“丑”)：传统韵昧浓厚。剧中新设计的寒

衣，维系着陈世美、秦香莲的情感变动，与《飞虎将军》中李存

孝的羊皮袄，京剧《韩玉娘》中程鹏举的鞋如出一辙。都是古典

戏曲常见的以贯串性道具来关合人物情感变化的手法．该剧着

力在整体舞台上回归传统．甚至在舞美上都苦心经营出老戏的

感觉．第一场“客店”的装置就有做旧之感。哪怕是一双儿女．也

加强了他们与秦香莲左搀右扶、左仆右跌的“互动”．以此滋润

主要人物的身段与唱做．加强画面感与造型感。流派特征明显、

行当齐整、表演精彩使得《香莲案》成为一出崭新的“老”戏。

《香莲案》为吕洋量身定做，旨在为“程派创一出新戏”，《景

阳钟》则重在全面展现昆曲“大官生”的行当特色．《飞虎将军》

着力于呈现南派武打一一盖派武戏魅力。具体来说．改编自传

统名剧《铁冠图》的昆曲《景阳钟》与由南派短打武生折子戏《飞

虎峪》拓展而来的京剧《飞虎将军》在主题的设计上会比《香莲

案》走得更远一些，有着近于新编历史剧的一面，改编的幅度会

大一些．但这两个戏的主题是牢牢为流派与行当服务的一一或

者说互为作用。《景阳钟》继承了传统戏的精髓，保留了原有的

《乱箭》《撞钟》《分宫》《杀监》等精彩折子，(增设的仅三出：《廷

议》《夜披》《景山》)，黎安一改以往以风流倜傥巾生戏见长的路

子，以台风大气的大官生应工．挑梁全剧．无论是唱腔还是表演

都突破了自我．尤其是崇祯决意自尽独往景山这一折．黎安用

了大量的身段动作来刻画人物此时的心境。这个戏“文戏武做”

的特点极为明显。《飞虎将军》则重在“武戏文唱”。如果说盖叫

天先生一生琢磨的是武松形象．他的第四代弟子翁国生则把半

辈子的心血倾注在了李存孝这个人物身上。《飞虎将军》中的李

存孝有着细致的人物心理刻划．在技术上更是“大集锦”一一集

京昆短打武生、箭衣武生和文武生为一身，有着高难度的技巧，

极繁复的表演．展示了翁国生从艺近40年来深厚的表演功底．

成为其舞台艺术的符号象征。

新版汉剧《宇宙锋》也旨在学习经典、继承经典、发展经典，

充分展示汉剧这一古老剧种的艺术精华、高超技艺。尤其是主

演王荔源自陈伯华大师的拿手绝技令人称奇。全剧在原来“修

本”、“装疯”两个传统折子戏的基础上．接头续尾拓展为故事完

整、传奇性强的七场大戏。该剧也是从女主人公契入，梳理了赵

艳蓉由从父而至劝父、抗父、戏父的情感与心理变化过程，尤其

将人物细腻的情感变奏投影在细微的细节之中并外化为程式

感强、法度严整的唱做．如第二场新创作的“洞房”．赵艳蓉见丈

夫和衣而坐沉沉睡去，畏其受风寒，欲为之盖衣，却又羞又惧，

踌躇犹豫．相似于越剧《碧玉簪》中的“三盖衣”而又不同，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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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人物自我的劝慰、自我的说服又有着一份自我的责任、信

心与从容，这些情感镶嵌在演员忽慢忽快、时紧时舒的碎步、圆

场、水袖的表演中。剧作家的创作就象高速摄影一般，将人物的

情感细化、延留、放大，或者说也是以创作折子戏的心态来演绎

这场戏，以达到与后面的“修本”、“装疯”同样的速度与型态，以

避免造成该戏的“头轻脚重”。评剧花派传人均以《牧羊卷》(《朱

痕记》)为看家戏，由这个传统剧目整理改编而来的评剧《赵锦

棠》，“重点保留了‘牧羊山’和‘哭坟’的精华。全剧以赵锦棠为

主角。梳理了她的情感变化：巧妙地从其左手的朱砂痣切入．导

引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主线”①。丑角的插科打诨，使

该戏滋润．情趣盎然．在淡化悲剧意味的同时也冲淡了一些真

实性，但这种暂时的冲淡反而使戏保持着更深的感染。这也是

传统戏曲所特有的“含蓄”。

京剧《韩玉娘》的整理改编与《赵锦棠》是同一种路子。《韩

玉娘》来源于梅派剧目《生死恨》(而该剧又来自明传奇《易鞋

记》)，“其结构铺设并非简单地将19场戏压缩为6场，而是拈

出韩玉娘为主要人物．以其情感为基点．讲述她守盼夫君十八

载的悲苦经历。该剧将与主要人物相关的‘受伤被擒“柴房配

婚’等原有的叙事性情节推至暗场．集中笔墨于‘织房入梦“夫

妻永别’等情感浓郁的抒情场面；故事的主题由《生死恨》对战

争苦痛的揭示．转为对中国传统女性忠诚贤良的道德品格的书

写”②一一这与《赵锦棠》相似。这些都符合于当下人的审美需

求．尤其该戏对程鹏举的重新定位更对应了当下人的心理期

待。原剧《生死恨》中程鹏举不仅狭隘、多疑，还一再出卖韩玉娘

一一三次向金兵告密，揭发韩鼓励其投军报国：韩对之却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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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弃，另今人不能不予以置喙。到了《韩玉娘》

中．程鹏举成了一个有着报国之志、情深意重

之人一一将原剧中程鹏举被掠至守营的细节

改为他主动投军：并将程的不慎失鞋被玉娘拾

走，改为主动留鞋给妻子以示真情；这一切的

改动无不为了达到对程鹏举正面形象的塑造．

使得韩玉娘对程鹏举的深情与思念显得入情

人理，而不是一味、无条件、盲目地“贞”了。——

对于今人而言．这确乎是个不能不动的“大关

节”。相应地．人物行当随之改变．程鹏举由原来

的小生改为老生．以贴合人物的精神气质。

许多人对传统戏的主题不出忠孝节义多

有责难．常常斥其过于简单不够深刻。这些整

理改编传统剧目也大多难逃此诟病。但其实死

生、忠奸、义利、恩怨等等都是人生大问题，而

戏曲舞台无时空限制的自由给了人物内心对

这些大问题的感触以充分表达的自由．唯其深

刻生动而震撼感人才得以代代相传．并具有恒常的意义(又或

者说这种深刻与西方戏剧多探讨“存在”意义的深刻是两种哲

学背景下的深刻，不存在孰高孰低)。在必要的时候，时代对这

些主题的呼唤更为强烈，邕剧的振兴从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三

进士》着手。并不是随意为之，这个孝题材的戏被屡屡安排进校

园演出．试图医治的是这个时代青年人的流行病症。而常常又

有人斥责整理改编是一种不争气的啃老．“大树底下好乘凉”。

确实啃老现象常常为我们所嗤鼻．但戏曲恰恰是允许啃老的．

而且必须啃老：因为戏曲程式(包括舞蹈动作程式与音乐曲牌

程式)和流派的形成是历经长期的积淀、历史的累积．是无数人

智慧的结晶，在口传身授、咿呀学唱的无数人的代代相传之间

淙淙流淌的是千百年来文化上醇厚温润的血脉亲情．每个时代

都必将得到她的滋养与爱抚：否则失去根性。通俗地说这是文

化上的民族主义。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发展．并逐渐汇

入这条长河成为新的传统。此外。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有不少戏

以人名为剧名．剧名的改动传递出一种自觉为名角量体裁衣进

行改编的强烈愿望。或者说这些戏都主要为一个演员．一个流

派，一个行当写戏；都是拈出主要人物进行铺排；而这些戏又多

以女性为主角，因此花旦戏与青衣戏相对居多．这丰富、充实了

旦行的表演经验．值得其他行当借鉴。由于行当的齐整和剧目

的生产是一对共生与反哺关系．比如净角少了．净角戏也就少

了，反之亦然。因此为着戏曲队伍的丰富、整齐，剧目创作的进

一步发展、繁荣，我们呼唤涌现各行当如丑行、净行的戏。暖

责任编辑，白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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