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 谈·

从京剧《瑞蚨祥》

谈到东西方戏剧的融合

他是话剧导演出身．却成功执导了四十多部戏

曲作品：

他执导的多部戏曲作品．荣获了国家舞台艺术

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在戏剧圈里，他被称为“学者型导演”：

在学术圈里，他被称为“实践型学者”；

他一直在探索．如何将东西方戏剧更好的融合

他，就是著名导演——卢昂。

蛇年春节前夕．适逢卢昂导演在山东省京剧院

执导京剧新编现代戏——《瑞蚨祥》。赶到京剧院时，

他正在紧张的排戏。但依旧在百忙之中欣然接受了

我们的采访。卢昂导演的随和消除了我原本忐忑的

——专访著名导演卢昂

本刊记者张艳

情绪。在采访中，卢昂导演从正在排练的《瑞蚨祥》谈

起，继而谈到东西方戏剧的融合问题，对于如何更好

的做到东西方戏剧的融合，发表了自己的理解和看

法。

记者：首先，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瑞蚨祥》这部

戏?

卢昂：“瑞蚨祥”是中国百年老字号．发源于山东

章丘。该剧的主角——孟洛川，是“瑞蚨祥”的第二代

传人，也是“瑞蚨祥”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孟洛川

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期，鸦片战

争之后，中国民族工业岌岌可危，但同时，国门也开

始打开，国人看到了西方工业的先进。在那个时代．

孟洛川可谓是视野开阔，他的许多经营方式开风气

之先，成为现代商业的全新模式。他创立的“瑞蚨祥”

连锁商号极富盛名，至今仍是北京、天津、济南、青岛

等地的著名老字号商店。他本人很有传奇性，而且他

是山东人，也是孟子第六十八代嫡孙。因为有孔孟之

道的渊源。所以他的经商之道不仅仅是赚钱。而是

“顾国谋利”，具体说就是“经道义。营民生”。这六个

字，是孟洛JlI在剧中始终坚守的一个价值观念。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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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般的做生意．他首先经营的是道义和民生。虽

然有很多表现民族资本家的戏，但是为什么孟洛川

经营下的“瑞蚨祥”能成为那个年代最有创新性的，

也是北方最大的连锁商号，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而且我觉得，“顾国谋利”、“经道义，营民生”的经商

理念，在当今社会，也很有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唯利是图、利欲熏

心、见利忘义。假烟、假酒、假药品：地沟油、瘦肉精、

毒奶粉⋯⋯假话连篇、假货满天：层出不穷、屡禁不

止。孟洛JlI以及我们现在排演的《瑞蚨祥》就是要抒

写这样一个人间道义，塑造一个活生生的“经道义、

营民生”的民族商业精英，重塑民族商业之魂。这部

戏既解决了一个真正的大商者应该具备的品性，对

现代的商界也是一个警醒。

另一方面，这部戏是一出新编京剧现代戏，山东

京剧院适逢“十艺节”的契机．来排演这部戏，这个契

机也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第三次在山东排戏，之

前我在山东排吕剧《补天》和歌剧《赵氏孤儿》，希望

这次可以把这个《瑞蚨祥》排好。

记者：这个戏最能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卢昂：孟洛JlI这个人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能够

心系天下，有民族责任感。在这部戏中．我们对剧本

进行了修改，还重点突出了“兄弟之情”。他有一个

商业上的对手，叫艾隆标，是掌柜的儿子，也是孟洛

川l的母亲养大的孩子，孟洛JlI始终不离不弃、以德报

怨。这个戏有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苦难

中的坚守”，一个是“相煎中的宽容”。所谓“苦难中

的坚守”就是坚守一种道义，坚守商业家对民族利益

的责任，因为那个时代是苦难的：“相煎中的宽容”就

是面对兄弟用种种手段算计他，陷害他，他始终不离

不弃，选择了宽容。我觉得总体来讲，山东人比较厚

道、宽容，这和孑L孟之乡的渊源有重要关系。在孟洛

川这个人身上体现的这两个特别优秀的品性，也是

最感人的地方。

记者：您刚才说了这部戏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

“经道义，营民生”、“顾国谋利”的大商之道，二是“苦

难中的坚守。相煎中的宽容”。第二个主题好像原话

剧剧本中并没有太多的表现．对这个主题是不是做

了一些拓展?

卢昂：对，原来是有一个话剧，更多的是表达一

些历史事件。改编成京剧以后，不仅仅是一个剧种的

戏曲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和立意上，以及

相应的情节铺排上要有一个重新的构思。我刚才也

说过了．原剧本中的艾隆标就是一个商业对手，他们

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商场的争斗．这样作为一个电视

剧可以，但是作为一个舞台剧(戏曲)来讲，缺少情感

的冲击和撕裂。所以在戏中把他设置成孟母亲手养

大的孩子，和孟洛JlI就和亲兄弟一样，这样，不管是

他们之间的冲突斗争，还是最终的回归、交好，都有

情感因素在里面。就像“七步吟”一样，如果曹植和曹

丕不是亲兄弟，那么就没有什么故事了，他随便杀一

个大臣不是一个事儿，但是他杀的是自己的同胞兄

弟，就会有这样的千古绝唱。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刚

才也讲了，这一点在主题的立意上都得到了强化和

提炼。这里设置了很多情节和内容，应该说，从文本

上．已经超越了原来的传奇性事件的描写。

记者：在具体的执导过程中，您是如何来突出这

一主题呢?

卢昂：在这里，有大量的剧本情节的修改，使人

物的情感，人物关系充满了戏剧的矛盾；另一方面，

充分发挥京剧艺术的唱念做打。它要比仅仅是对白

的形式生动很多。在这个戏里面．生旦净末丑各行当

都很齐全，孟洛JlI是老生，艾隆标是花脸，母亲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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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旦，我们还增加了一个人物是容玉蜓，是旦角儿，增

加了一个爱情的线索。因为在戏里面，孟洛川要和

洋人做生意，跟洋人打官司，他需要一个通晓外文的

人，我们设置的容玉蜓这个人呢，也是留洋的学生，

一直跟着他，两个人患难见真情，所以在戏中也有抒

情性的爱情场面。容玉蜓这个人物也是之前剧本中

没有的。包括艾隆标与孟洛川是一母养大的兄弟，

这样的情节也是这一稿里面重新加进去的。耿宝坤

我们把他设置成小花脸，增加了很多喜剧的因素。

所以，整个戏生旦净末丑都很全，这样的话，就能充

分发挥京剧特别是声腔艺术的特长。I：L女I，孟洛川I

和老掌柜吵架一出戏，老生、花脸、旦角之间，老旦、

花衫的轮唱、对唱，包括最后两个兄弟之间回归时，

唱的“清江引”，包括二重唱、三重唱．从声腔上都能

把这种情感的冲击力表现出来．使京剧艺术的魅力

得到充分的张扬。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场面，开场、

闭场以及尾声的十二根柱子的移动。在舞美上，我

们抽取了三个东西，一个是十二根可以移动的大柱

子，第二是“瑞蚨祥”的匾额，这是它象征性的标示；

还有一个是窗珊，可以翻转、移动。因为戏曲还是要

求流动性，景随身变，环境的变化要参与到流动。其

实不光是环境的变化，还有一些戏剧形式上和一些

场面上。比如开场，音乐的流动，匾额的起伏，包括

开头和结尾都有一个擦拭匾额的仪式化动作，就像

天安门城楼有升旗、降旗一样，有注目礼。包括孟洛

川受到挫折反思那一段，这些东西都在运动，还有下

盲棋的时候，柱子的移动预示着危机四伏、大厦将倾

的这种语汇。这些场面都是充分发挥了戏曲的写意

精神，它不仅仅是一个写实的故事，它还有很多意境

的延伸。

记者：您在剧本分析中也是多次提到“以情动

人”、“以情撼人”，这种对人物情感的表现是您一直

以来的一个戏剧理念。其实这种心理现实主义的表

现手法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并不常见。对于这个问题

您是如何看的呢?

卢昂：在现代的戏曲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因为

戏曲比较程式化．特别是像京剧和昆曲这种程式化

比较强的剧种，他们的优势在于他们有丰厚的“家

底”和程式，同时也存在着程式的机械和僵化。演员

往往是演程式，演流派，但是缺少了内心的刻画。戏

曲从教学开始，就是从模仿开始的，演员不太善于角

色的创作。像这种新编的近代剧。属于现代戏了，简

单的用程式化的表演呢．在这个戏里是不可以的。所

以这个戏在整体表演风格上．怎样把话剧心理现实

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就是体验的技巧和性格化的技

巧，跟戏曲(尤其是京剧)的表现手段有机结合，创造

新程式，让它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台词都能够有感而

发，而且是性格化的表达，这也是导演二度创作最困

难和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戏里面，有一个很大

的创造，演员整体上提升很大。舞台上每个人物都很

灵动，很真切。比如上海滩的舞会，舞场里面有很多

戏，这种戏在传统京剧里面，很难表现，试想“圆舞

曲”用京剧程式怎样表达呢?在这个戏的排练过程

中，我做了大量的训练，做了很多“工作坊”、游戏。因

为这些年我每年都在做国际导演大师班，每年我都

会请很多国家优秀的导演做大量的表导演的训练，

他们很多人有很好的方法。所以在这部戏中，我就对

演员做了大量的训练，让我们的戏曲演员在舞台上

能够真正松弛、注意力集中、投入，能够自由、自如。

这是从元素开始学习，但是我觉得效果还是蛮好的。

这些年，我排了六十多部戏。多年来，我逐渐有一套

自己的方法，就是东西方结合的方法．就是把西方现

代的训练方法与戏曲“唱念做打”的表演手段结合。

我觉得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不同的剧种都在实验。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工作坊”．可以简单讲一下

吗?

卢昂：表、导演专业的学习。和平常的讲课可能

不一样。因为表演是个身体语言，所以它一定要在一

个场地里做专门的训练，有时候是做一些游戏，做一

些身体的训练，同时也教授方法和理念。这种授课的

形式，我们把它称为“工作坊”的形式．它不是讲课、

讲座这种纯讲述性的，而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式的。

有时候会做集体即兴的创作和游戏，通过这种方法

让演员身体得到解放和机能的提升。在现代话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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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方法，但是在戏曲中几乎没

有。

记者：您刚才提到东西方戏剧的融合．那么在这

个融合的过程中．您觉得如何把握这个“度”的问题，

才能避免出现诸如“话剧加唱”这样的现象出现呢?

卢昂：东西方戏剧结合的问题，从五十年代戏曲

开始向苏联学习话剧开始，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

探索。那时候现代戏的创作，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

品，比如样板戏。其实，有意识在导演方面进行探索

的，我觉得代表人物应该是焦菊隐先生。他在话剧

中大量的学习戏曲．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话剧民族

化问题的论述。在戏曲界里，有很多优秀的导演也

在学习话剧，比较成功的如阿甲先生、李紫贵导演，

他们都做了很多成功的剧目。所以，这个探索从上

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这个课题，可以说是个

世界性的课题，或者说是国际课题，不是一个简单

的、一两个作品就能完成的。其实更早在三十年代，

梅兰芳先生到苏联演出，当时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丹钦柯、梅耶荷德、布莱希特看了以后，对中国戏曲

都很惊叹。三十年代，梅耶荷德就曾预言“二十一世

纪人类的戏剧就是西方戏剧与中国戏剧的某种结

合”。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课题．这也是我的一个研

究课题，曾经写了专著《中西方戏剧的比较与融

合——从假定性看民族戏剧的构建》，去年写了一本

《中华戏曲文明的现代价值》，都是在探索中国戏曲

与西方话剧艺术的融合．而且是通过几十个作品在

探索。这也是我这一辈子做的一个重大课题研究。

这个课题需要不断的有作品出来。然后去总结一些

规律。这个课题也应该成为更多人共同的目标。在这

个过程中，我觉得决定性的因素在于这个导演或者

创作团队，必须真正具备这样一种素质，那就是学贯

中西。它不是简单的拼贴，这就要求：第一。对西方

戏剧要十分精通，而不是表层的现代派或后现代派

的拼贴；第二呢，对中国戏曲规律要烂熟于心。若做

不到这一点，往往就是表层的拼贴、嫁接，哗众取宠

的噱头。比如焦菊隐先生他本身就是学习西方文学

的，他翻译过契诃夫的剧本，斯坦尼的很多文章他都

·访 谈·

能自己翻译，也翻译过法国文学，对于西方文化的了

解可谓大家。同时，他又组建了“中华戏曲学校”，担

任校长，培养了李玉茹等名家，他对中国戏曲是非常

精通的。我觉得只有这样的导演，这样的艺术家，他

的眼光才能看穿中西方戏剧的精髓，才能把两个形

态迥异的艺术真正融合在一起。之所以出现“话剧加

唱”的现象，我觉得都是因为对传统戏曲和西方戏剧

不是特别了解．只了解了表层和皮毛，结合的东西也

是简单化的、表层化的，所以这种情况也蛮普遍的，

因为真正能做到学贯中西．并不容易。

记者：嗯，其实看您排戏挺有感触的，虽然您是

话剧导演出身，但是在京剧的唱腔、音乐、表演和舞

台调度等等方面可谓精通。

卢昂：嗯，是啊。在前期的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

唱腔，用什么板式，甚至用什么锣鼓，如果你熟识的

话，应该是心里有数的。在排戏的时候，我们是给它

程式化的动作，但是内心是什么?我们帮他们分析，

给它选择、创造一些京剧化(或者戏曲化)的表达语

汇，所以这就要求你既要对这些人物的思想活动、心

理刻画的分析人木三分。同时你也不能只是简单说

雯霎呈嚣篙恭鬻慧；每l这就要求导演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只有具备了这呵oJ
样的能力．你排的戏才能准确和迅速。

一

记者：目前为止，您也执导了四十多部戏曲作品

了，那么，您是如何做到对每个剧种都能烂熟于心的

呢?

卢昂：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很难，因为戏曲是有规

律的。大的方面讲，分为曲牌体和板腔体两种类型，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山歌体的。戏曲本身有它的规律

性。具体的剧种呢，还真要花很多时间去感知它。比

如我排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梨园戏这个剧种就很

独特，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我就要花很长时间去看、

去感知，去选择它的表演上最有特色的东西，并把这

个东西放大出来。为此。我为这个戏制定了一个四项

基本原则．这也是我这些年的导演美学观，具体来说

就是：重拾古典戏曲之古风遗制，回归古典戏曲之自

由精神，彰显梨园古戏之本体特色，弘扬古典艺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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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时尚品格。这的确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所以我一年只

排两部戏，大量的时间呢，就是在研究、感知。我一

旦开始排起来，是很快的。我们现在排的《瑞蚨祥》，

才排了一个多星期，但是我之前要花好几个月去修

改、研究剧本，另外就是感知这个剧种，了解这个剧

种，研究和修改唱腔。我一般筹备期是三四个月．真

正排起来一般需要一两个月左右，所以总起来呢，一

部戏也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平时在戏曲学

院上课，时间上也不集中，一般利用两个假期集中排

戏。这个其实对导演的职业道德有要求，现在我们

这个行业里，导演少，好导演更少，剧团又多。为了

评奖，剧团经常要去请一些大牌导演，所以也会出现

大牌导演满天飞的情况，也会出现一个戏剧节里一

位导演排十几台戏，结果大同小异．因为他们没有时

间做案头，没有时间做研究，因为他们接的戏太多，

一个月排一部戏，没法要求他对每一部戏深入研究。

他们会经常靠一些经验和一些组合来排戏，所以作

品就会出现雷同。我经常对学生说，不能这样去做，

因为剧团做一个戏不容易，投入很多资金和人力，对

你来说一部戏排不好，没有太大损失，因为你还有很

多戏，但是对一个院团来讲可能就会是灭顶之灾。

这是一个导演的道德问题。

记者：我觉得您的这种态度，也是您排的戏会出

精品的原因吧!

卢昂：客观上讲，一方面是我的时间不允许，因

为有教学的工作。主观上讲，我还是做研究型的学

者，我排戏其实是东西方戏剧的融合的一种实验。我

经常讲，我是个业余导演，我的本职还是一个老师和

学者。

记者：是，很多人称您是学者型的导演，我觉得

您也是一个实践型的学者．我也很想知道您对自己

的身份认同是怎样的?

卢昂：我首先是一个老师，因为我的职业本身就

是教师，教授表导演课程。作为老师，除了授课以外，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术研究。但是艺术学呢，它本身

又是一个实践性的学科，或者称为“临床型”的学科．

就像医生一样，在医学院当教授，肯定要攻克一些课

题，但是一个医生的天职又要治病救人．你的实验成

果是否适用，必须通过临床来检验。我的身份其实就

像是医学院的教授，要研究很多课题，这是学术，研

究出来的方法要在实践中去验证是否有效。其实这

么多年来，我一直是在教学、学术和导演创作这三者

之间，我觉得这三者是互动型的。我也鼓励我们的青

年老师去排戏．因为一个教授导演的老师要是老不

排戏，那么他教授的东西就是书本到书本．概念到概

念。其实，学术研究和实践都很重要，最高级别的导

演应该是兼有两者，你看焦菊隐的书，五卷本的全

集，他的文章，他的美学思考，他排的戏，都是大家。

我想，打个比方，在医学界，这三方面都很强的这是

顶级的。反过来，他之所以顶级，也是因为他能三者

兼顾。

记者：您要做到教学、科研和导演实践三者兼

顾．平时肯定挺忙吧?

卢昂：还好吧，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事业。我

想一个人最快乐的事，就是你做的事都是你喜欢的。

这个很重要，你选择的职业是你真正喜欢的．而且在

其中不断有所感悟，在感悟当中能够验证它是科学

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工作和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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