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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戏曲的
The Development，Gains and Loss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Shanghai Opera

上海戏曲在改革开放以来，在题材上从古今两翼同步发展，在近年形

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

由各剧种的演唱特点所决定，昆剧、京剧和越剧擅演古装戏，沪剧自

上世纪4眸代起专演现代戏，淮剧多演古装。但也不乏现代戏。戏改之后，
尤其是“文革”期间。京剧一度盛行现代戏。“文革”后，过去曾经编演过

现代戏的越剧，也新创了Ⅸ鲁迅在广州》、 《雷雨》等作品；昆剧也曾上演

过根据Ⅸ我的前半生》改编的《婉容》和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伤逝》。可

是京、昆、越剧观众大多喜好古装戏，故而近3哞来，尤其是近年新创而获
成功的都是古装戏、历史题材作品。沪剧则几乎全是现代戏。

这个两翼各自发展创作格局，符合剧种的特点、观众的需求，是非常

明智和合理的。

京、昆剧的成功剧目，都是历史题材

例如进入精品工程和获过大奖的京剧Ⅸ曹操与杨修》、 《贞观盛

事》、 《廉吏于成龙》和《成败萧何》，昆剧《班昭》和《景阳钟变》

等，与昆剧经典《牡丹亭》、 《(长生殿》等和京剧的不少传统戏如《贵妃

醉酒》等，组成了当今国内一流的戏曲杰作的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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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京剧虽然尝试过现代戏， “文革”中风行全国的8个样板

戏，上海作品过半，名列前茅，其他3部作品——北京艺术家编演

的名声最大的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皆改编自上海沪剧作

品(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改编自上海同名电影)，而后者在艺

术上还不如沪剧原作⋯。但是上海京剧界在改革开放以来不再致力

于此，在演好传统剧目的同时，全力发展新编历史题材作品，成

绩斐然。环顾国内，新创的现代剧目花费的精力和财力巨大，但

迄今无成功范例。上海编演的现代题材昆剧也无影响。可见违背

艺术规律，创作就不会成功。

擅长编演现代戏的沪剧，则创作紧跟时代，自20世纪90年

代初的《今日梦圆》描写地铁建设、 《清风歌》记叙反腐倡廉，

直到最近的《敦煌女儿》赞美为艺术献身的知识女性、 《挑山女

人》歌颂自立自强的农村妇女，都真切反映了上海和中国的时代

风貌，成绩卓然。

缺乏史识。当今名作难以成为传世精品

上海戏曲以其出色成绩，处于全国的前列，但与戏曲的黄金

时代相比，依旧黯然失色。像当今国内其他名作一样，上海的这

些名作，能否成为传世精品，颇有疑问，而公认的经典，则暂付

阚如。问题安在?

在作品的内容上来说，京昆的历史题材作品，缺乏史识。

缺乏史识，首先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把握不准。

最早出名的上海京剧《曹操与杨修))，尽管取得较高的艺

术成就，但在1989年一月上海衡山宾馆举办的全国研讨会上，阿

甲、俞琳等专家认为此剧够不上“历史剧”，只能称作“历史故

事戏” (报刊对此未作报道，故而这个观点少有人知)。我认为

此因其重要情节如曹操杀“妻” (实为妾，绝不能称为妻)、杨

修的才华似乎超过曹操等描写，严重违背历史真实、完全不符合

历史人物的实际曙1。

后来昆剧《班昭》为了塑造新的艺术形象，将补写了少量篇

幅的班昭描绘成《汉书》最后完成的真正作者，将著作权归入其

手。这就成了班昭主动隐名，而让班固“欺世盗名”。至于戏中

弥漫的穷酸味，则极大地损害了古代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口1。

另如京剧Ⅸ成败萧何》对刘邦、韩信这样名声煊赫的历史人

物和韩信被杀事件，也做典型的错误评判。鲁迅、郭沫若等人，

虽是文化大家，却因时代的限制和读书粗心，误读《史记》和

《汉书》，错误地将刘邦批作。流氓无赖”，乱说刘邦“大杀功

臣”，误导了包括《成败萧何》这样的一批作者。此剧将虽有军

事天才，却因政治和人品上的无赖、无德而成为汉庭公敌的韩信

作为高尚的英雄吹捧，从而又误导观众和读者Hl。

近la连获多项大奖的昆剧《景阳钟变》，戏中的崇祯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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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充满不平、忏悔和对老百姓的歉疚，心中装着老百姓。这未免

拔高了崇祯。崇祯一味怨恨大臣误国，不怨自己。所以他心中没

有忏悔意识，只是后悔用错了人。他竟然两次说到待百姓要好，

不要乱杀，尤其是竟然要转告“李氏”——他不可能称之为“李

氏”，而是。闯贼”，严重歪曲了崇祯的性格和心理。这个转告

产生三个问题：一、拔高崇祯，不符合崇祯的认识水平和扭曲心

理，二、混淆了剧情：王承恩是与崇祯一起来死的，崇祯难道以

为他不死，从而可以转告李自成?剧中王承恩的自杀，的确也没

有明确的交代，三、误导观众，以为在崇祯的劝说下，李自成会

待老百姓好。事实是李自成军队进京后彻底腐败了，腐败的军队

不残害老百姓?腐败的劣迹和残害百姓的恶行当时有许多具体的

记载。李自成兵败撤出北京时，最后一批逃兵数千人被受尽迫

害、怒火万丈的北京市民追杀，这是李白成恶待老百姓的恶果。

此戏虚构崇祯与王承恩喝酒的场面也不妥当，当时连喝闷酒

的气氛也不存在，当时的情景极其恐怖，形势极其紧迫，两人心

里是一团乱麻，如何思考、反悔和对话?崇祯性格刚愎，至死执

迷不悟，王承恩也绝对不能当面指责、批评皇帝，这不符合这个

太监的性格和心理，更何况已经没有改正的机会，批评也已失去

了意义。

当然，上海这些作品的缺点是国内各剧种共同的，并非上

海一家独有。以《成败萧何》对刘邦和韩信的塑造来说，同去年

来沪演出的北京话剧Ⅸ韩信》一样，都误以为刘邦全靠韩信打天

下，不知《史记》评论刘邦： “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

兵，可谓尽之矣。” (《刘敬叔孙通列传》篇末赞语)给汉高祖

的军事指挥水平以最高评价。刘邦承担汉军的最高指挥重任，接

连获胜，大略统计：反秦起义时，ll胜3平；西进灭秦战争中，9

胜2平，打败或消灭秦军名将王离、赵贲、杨熊等率领的秦军精锐

主力；此时韩信尚未投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让韩信攻打侧面战场，还将手下三位

猛将中的两位——灌婴和夏侯婴派调派给韩信(自己只留下樊

哙)，韩信全靠他们上阵攻城略地。刘邦自己则亲自与项羽对

垒，承担主战场的重任：战绩为13胜2败，消灭项羽军的大部和主

力之后，将其团团围困在垓下。

韩信在侧面战场未遇强敌，唯一有实力的是齐国。齐国因为

刘邦派去的郦食其已经成功说服齐王联汉攻楚，韩信乘其对汉军

不再防备的形势下背信弃义地偷袭和占领齐国，而且全靠刘邦派

来的灌婴和夏侯婴两位猛将与齐国残存诸将勇战才艰难获胜。

最后，刘邦全胜楚军，将项羽包围于垓下之时，韩信和彭越不

听刘邦的号令，不愿与刘邦会师、合力歼灭项羽；一年后，刘邦听

从张良的建议，许诺更大的利益，他们才姗姗来迟，攻打项羽。

西汉统一天下后，诸王叛乱，汉高祖亲自指挥军队，儿战1l

胜。韩信未能出力，最后他自己陷入叛乱，被诛。

综上所述，京剧《成败萧何》和话剧《韩信》错以为刘邦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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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韩信打天下，剧中韩信功高盖世和功高震主的认识，是剧本作

者误读《史记》的产物。Ⅸ史记》公正写出萧何、张良和韩信在

楚汉战争中的各自贡献；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但韩信不得不承

认汉高祖善于将将，也即他是在高祖的指挥和安排下立的战功。

戏曲音乐的“创作”不成功。

从总体上来说，除了昆剧《牡丹亭》、《长生殿》和昆京的

传统经典与名作，忠于传统曲调，规矩演唱之外，近年所有的新

创优秀作品，在音乐上都未获成功。其共同结果是，所有新创作

品，没有一个唱段在观众中流行，可谓全军覆没。此或因唱词缺

乏诗意和魅力，更因音乐创作的水平不高。尤其是沪剧，唱腔的

创新和改动，达不对优美动人的高度，不仅没有超过老腔老调，

还很不及老腔老调。

这个不成功，全国皆然。例如来沪演出的苏剧《柳如是》，

剧本、演出皆好，但是唱得不好听，还用西乐伴奏，喧闹的声音

盖过了优美的胡琴，令人大失所望。

【1】参见拙文‘京剧(j步采浜>对沪剧(芦燕火种>的侵权与醢鳙得失)．‘上海戏捌'1驰7年第2期o
【2】’见拙文‘(■撮与桶修)札记)．‘上海艺术采'1990年第1期．上海京剧院鳙‘(■撮与柄修)创作评论

羹'．上海文化出版杜2005。
【3】●见拙文‘略谈昆剧(班昭>的思想缺钙和穷t昧)．‘立艺报)2007年1月23日。
【41‘论历史■材的文艺作品的价值趋向)．中国文联主bll‘文艺蕾策与价值引颈——中国文联。第五置当代文艺

论坛文簟”'．中央文献出版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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