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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瓶装旧酒，醇香依旧

新版京剧《霸王别姬》成功的启示

口陈云发

2013年1月31日晚，由著名表演

艺术家尚长荣、史依弘等领衔主演的

优秀传统京剧《霸王别姬》，经上海京

剧院整理复排后以豪华阵容展演于上

海大剧院，这是京剧艺术家在新年春

节奉献给公众的一场艺术盛宴。

京剧是有历史传统积淀的老剧

种，它兴起于清代中期，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尤其是古装传奇京剧，能不

能再出新，这一直是有争论的话题。

时代的不同、理念的改变、创作人员

水平的出新和舞台科技手段的发展，

戏曲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再发

展的。即使是传统戏。也可以演出新

意来，让古树开花结果。当然，对古

典传统戏，除进行示范、展示或教学

演出时老戏老演之外，不妨用今天的

价值观取向，对剧本进行艺术整理、

丰富，对唱腔、音乐保留或删简，因

为今天观众的欣赏价值观与过去时代

不同了，舞台科技手段高了，服装也

能更亮丽了，乐队也大了，完全可以

使老戏演出新意来。

上海京剧院的新版《霸王别姬》

首先有一个强大的演出阵容，尤其是

选调了最强势的主角演员，唱念做打

都拿得下来；另有整齐的配角，名演

员当小角色(如著名武生徐孟珂演了

Concubine>

一个报子)，表演时配角当主角滨，一

招一式都不松懈；还有亮丽、齐整的

龙套及宫女，武打时技精而不乱。这次

由艺术大家尚长荣先生主演此戏中“悲

歌别姬”这样的重头场次，实在是给全

剧画龙点睛、锦上添花。尚长荣是一位

传统艺术底子深厚的“老花脸”，他的

念白、唱功、身段动作无不透出一种“霸

气”，他演楚霸王，艺术爆发力与角色

所需的气质真正是融为一体了，在表

演时善用眼神及面部动作，身手敏捷，

铜锤花睑的底子加上架子花脸的功底，

唱时吐词清晰，具有黄钟大吕的威武

和磅礴，看得人很过瘾；武旦(刀马旦)

出身的史依弘，饰演虞姬不仅扮相漂

亮，“梅腔”纯真，还以其深厚的武功

底子，使得剑舞更加出彩，动作干净

利落，既有力度又有美感。这里还要

特别指出青年演员杨东虎的表演，他

在第一、二、四、五、六、七场饰霸王

项羽，高水平完成了任务，其表演特点

是能文能武，亮相动作有力度、有气势，

扮相有霸气和威势，演唱时吐词清朗，

这是个很有前途的演员。

其次，是剧本的丰富、整理和舞

台的调度上有新的亮点，过去老版本

的《霸王别姬》共九场，不拉幕流水

式推进剧情，这次改为八场，拉大幕，

这种结构借鉴了话剧，亦无不可；同

时，在基本保留故事脉络前提下，对

剧情也作了一些革新，如原先的演法，

末一场虞姬自刎后，以项羽含悲带马

出去迎敌而结束，这次改为项羽拒绝

艄公帮助渡乌江，在乌骓马投江后他

亦自刎，以加强英雄的悲壮感。老版

本全戏第一场以韩信点将始，开幕即

人物起霸，有曹参、周勃、英布、樊

哙、彭越等人物，这次第一场名为“霸

王亲征”，剪去一些枝蔓，删略了一些

人物，从结构上看比前更洗炼。同时，

为了符合当代人欣赏舞台剧的时间习

惯，删了一些唱段及繁杂的起霸等程

式，使剧情更紧凑，时间上也不拖沓了。

传统戏的出新，一定要遵循原有

的、经过时间考验并且公认的艺术本

体，不能搞虚无主义而改得面目全非。

传统戏重排重演时，虽然可以修改、

革新，但精华艺术要素的保留，是成

功的前提，否则观众就不接受。如果

将楚霸王的花脸脸谱取消，改为俊扮，

甚至将一匹真的黑马牵上舞台，就会

破坏京剧固有的艺术虚拟、写意的独

特魅力。这次我们欣喜地看到，上海

京剧院的演出既锐意出新，又真正“循

规蹈矩”，尚长荣、杨东虎的楚霸王脸

谱和史依弘的虞姬造型都是原汁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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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题上海战培

●尚长荣饰项羽，史依弘饰虞姬

韩信、刘邦、李左车、虞子期等造型

和服装也是遵循传统，没有搞“写实

历史”，这都容易为戏迷所欢迎；尤其

是在第八场“悲歌别姬”中，保留了

百听不厌的【南梆子】“看大王”及【西

皮二六l“劝君王”两段经典唱段，保

筐了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歌

诗”，新老戏迷自然是大呼过瘾。当然，

我觉得第三场“韩信点兵”的开头中，

为了表现汉军的勇悍(非此不能战胜

楚军也)，也应该有“起霸”的程式，

这不是可有可无的赘舞，而是人物鲜

亮、勇武登场出彩，客观上可以烘托

主要人物的英姿，表示汉军、楚军都

不是“豆腐渣”。但“起霸”时程式应

精炼、革新，以便控制好时间。本场

结束时，应遵循传统演法，让大将及

兵丁龙套先下场，然后才是韩信和刘

邦跑双圆场下场，这场戏也是烘托霸

王的，不是过场交代，说明项羽碰上

的是一个劲敌。

《霸王别姬》内容的出新也许还

有更精磨的空间，主要是在文本整理

的理念方面，也许可注入一些新的研

究见解，推成出新。

传统戏为了好看、简单，把项羽

的失误归结为刚愎自用、拒诔霸道，

这当然也很好，而且这一理念使项羽

已成为刚愎自用者的代名词。但假如

我们读《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陈

胜项籍列传》，就会发现从历史研究的

视角看，项羽的失败在于更复杂的政

治原因，即他思想保守，不愿延续秦

朝所开启的政治制度改革，走了分封

诸侯、分裂国家的老路。项羽在取得

霸主地位后，不是继承秦朝统一国家、

废分封为郡县的正确政策，而是恢复

西周的分封诸侯制度，自己不当皇帝

而当类似于周天子那样的霸主王，自

立西楚国，占九郡之地，封刘邦为汉王，

准许从前六国贵族复国成为诸侯王，

又裂土分封功臣为侯，这样，这些新

诸侯问便很快为争土地而发生战争。

项羽的政策既助长了分裂势力，又未

得到既得利益集团诸侯们的欢心，实

在是一错再错，他的刚愎本质即在于

此。反观刘邦，得天下后把大部分土

地改为郡县，为照顾功臣、皇族皇亲，

一方面是为了拱卫汉朝廷(如亲族王、

侯)，一方面也是照顾大家的认识(秦

取消诸侯分封制改郡巍；}理蝓准备不

足，人们认识还跟不上，，帮而也分

封了功臣、子孙亲族为王为侯(这个

政制一直延续到清朝)。但刘邦脑子

却清醒，不仅当了皇帝君临天下，而

且绝对不允许诸侯势力、尤其是异姓

诸侯势力坐大，一经感受到威胁，便

即翦除，后来刘邦杀韩信、英布、彭

越，手段虽很政客很残忍，却说明他

懂得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今天我们

假如要给项羽别姬的戏注入新的理念

的话，能否在当代史观下有一些新的

拓展?

令人兴奋的是，上海不仅+分重

视经典传统剧目《霸王别姬》的演出，

还将投入巨资拍摄成戏曲电影，一为更

广泛传播京剧艺术，二为更永久地保

留艺术火种。这次《霸王别姬》再拍

电影，其意义相当于当年拍摄《秦香莲》、

Ⅸ杨门女将》等，是可以期待的精品盛宴。

演员珠连璧合的演出，必将留下一段

艺术佳话。 翠(摄影：楼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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