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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鲜活的话题
——小尉场话晨《血溅乌龙院》观后

陈虹

由山东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2010级导演班学生排演

的毕业大戏——小剧场话剧《血溅乌龙院：》，以全新的手法诠

释了八百年来总也无法回避的话题：男人和女人、金钱和权

力、前程和爱情、地位和利益。时至今日，这些话题依然能引

起我们的共鸣。古人与今人的理念交织碰撞，留给我们无限

思考。小剧场这样时尚开放的表现形式，更是把老故事时代

化，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易于年轻人接受。

传统剧目《乌龙院》是京剧麒派老生代表作，其唱腔苍

劲、古朴，表演传神，多年来久演不衰。剧中复杂的人物内心

呈现，尽显麒派风格。阎惜娇、宋江、阎妈妈的人物塑造更是

深入人心。之后，许多剧种和流派都以麒派《乌龙院》为蓝本，

加以移植和改编，足见《乌龙院》剧目在戏曲领域的影响和地

位。全剧包括：晁盖遣刘、宋江闹院、刘唐下书、坐楼杀惜。之

前其他剧目的移植或改编都是以戏曲为主体，而改编成小剧

场话剧，是一次大胆尝试。以话剧的形式展现故事，同时又巧

妙融入戏曲元素，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恰到好处的京剧锣

鼓点的加入，让全剧灵动新颖，加强了剧情的表现力，使舞台

呈现更具戏剧化。演员表演在话剧表演基础上，点缀戏曲身

段，让人物个性变化跳跃，加强了戏剧的假定性和空间感。语

言也融入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和词句。跳进跳出的思维模式，

让人在时空倒错中咂摸故事的真实与内涵，更深入浅出的体

会经典剧目的时代意义。

人物的复杂内心

故事来源于古典小说，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回“宋江

怒杀阎婆惜”。宋江在山东郓城县衙门当一名押司，买下乌龙

院别墅，包养年轻貌美并小自己20多岁的阎婆惜，可以说是

春风得意金屋藏娇。其实这桩婚姻一看便知，不过是一场交

易，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宋江包养阎婆惜，如果说纯属意

外，不如说是顺水推舟，或半推半就。宋江在江湖上是条好

汉，仗义疏财，侠肝义胆，又有“及时雨”的美誉，书中描述其

“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其实骨子里不然，四五十岁的男人，

很难抵挡年轻貌美女孩儿的诱惑。与其说是济贫救困，不如

说正中下怀，更透骨一点，则是趁人之危。

那个时代，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因此，宋江骨子里根本

没有把这种女人当回事，更没在乎“情感”两个字，“又不是我

父母原配的妻室”是他的真实想法。他心里只有他的兄弟、事

业和前程。所以，一开始，宋江就知道，这桩婚姻不过是个交

易，因此并没有当真。阎妈妈跟随丈夫带女儿从外地到郓城

投靠朋友，结果朋友没找到，丈夫因病身亡，还欠下一些债。

在这种情况下，卖掉女儿埋葬丈夫，是唯一一条可以走通的

路。在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把女儿嫁给宋江这种

功成名就的男人，衣食最起码有了依靠。原本阎家就不是一

个普通过正经日子的人家，自小教女儿学唱，专门行走“行

院”这样的社交场所，经多见广，养女儿就是为了挣钱。在温

饱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谈感情真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情。因

此，剧中阎妈妈反复强调：“儿啊，你我二人的下半辈子过活，

都在宋大爷身上”。可见，阎婆一开始就知道，女儿是自己的

生活依靠，虽然宋大爷比女儿大的离谱，但比起饿肚子或到

处卖唱，这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稳定生活，正是阎妈妈所

追求的。至于女儿的情感世界，真是与她毫无关系。女儿和张

文远偷情，阎妈妈并不觉得意外，因为一开始，她就没有把女

儿嫁给宋江当成一桩美满婚姻。为利益匆忙结合，造就了两

人的尴尬和不稳定性。阎妈妈内心，其实也觉得有点对不起

女儿。对于张文远的出现，她觉得是对女儿的一种弥补，因此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说有所顾忌的话，也就是害怕这事

若宋江知道，被赶出家门，失去现成的吃住。三个人内心深处

的不在意和互相利用，使得这种结合极为危险。因为他们谁

都没有把“感情”，当作男女结合的基础，而是以其他需要作

为基础，当这种需要一旦消失，那么二人的结合就无法牢固。

他们都忽略了，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是除了本能之外，

还有思维。除了本能的需求，还有精神的需求。

阎婆惜是整个事件的根源。现实生活中，老夫少妻，有谁

相信是有真感情的呢?八百年前如此，八百年后亦如此。男人

的悲哀在于需要女人作为成功男人的标志，而成功的高度，

又与拥有什么档次和年龄的女人为截点。这不仅是社会世俗

的需要，也是人从动物进化以来、始终无法摆脱的劣根。但是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是有情感的动物。

阎婆惜年轻貌美，为了生活，为了享乐，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几

岁的老男人。这种桥段，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男人花钱占

有年轻貌美的女人，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实力和手段。对于成

功男人来说，美女是奢侈品，而不是日用品。消费美女，只是

证明他成功的一部分。女人用青春貌美，换来享受，换来对青

春貌美的维护费。各取所需，各得其所。然而，《血溅乌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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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血溅”来告诉人们，践踏情感，无视人所拥有的情

感本能，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断膨胀，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残酷

现实。山东艺术学院导演班2叭。级学生，用小剧场话剧的形

式再现一个八百年至今都通用的故事，意义重大。从学生自

己的角度提出：生存空间和时代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为什

么人物却生活的如此相像?这也是现实社会中人们必须反思

的问题。

学生们的表演，虽然不够专业，但作为导演专业学生，更

能体会人物心理，情感的呈现更加真切朴实。没有华丽标准

的表演技能，但他们用自己真实的内心体会，让人物更加贴

近生活。又充分利用小剧场的表现形式，把戏曲的假定性融

入其中，让全剧高潮迭起，扣人心弦。认真而激情四射的表

演，出神入化，感动全场。 ．

欲望双刃剑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艺术，始终是一道飞驰的风景。时代

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对于艺术的发展和呈现均有直接关系。

传统戏曲传统观念，现代思想现代观念，跨越时空的故事，在

不同时代里生成根源，依然走不出一个无法回避的生存环

境。

小剧场话剧《血溅乌龙院》讲述的是八百年前一个看似

为情、为财而走向灭亡的俗套故事。然而，现代社会，依然有

人走着这条俗路。时代变了，事件变了，场景变了，人物变了，

人性没变。佛家说，人活一个“欲”字，人死一个“欲”字。欲望

是人类的本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原推动力，也是改造世

界改造自己的原动力。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人类的进

步也是无限的。然而，在“欲”不可回避的双刃剑下，谁能够把

握“度”，谁就是最大的赢家。往往这个“度”是那样地难以控

制，特别是在无法抗拒的诱惑面前，欲望无限膨胀，最终导致

毁灭。

阎婆惜，在走投无路时被迫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宋

江，然而，当生活稳定，衣食无忧了，自然就不甘心青春年少

陪伴一个糟老头子了此一生。她完全忘了，是这个糟老头子，

给了她一切。其实这种给予、这种改变，催生了另一种欲望的

形成。欲望不断攀升，是一个永远也没有的尽头，永远也无法

填满的壕沟。人性的“欲”是无限的。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善，欲

望也会随之而改变。精神需求的“欲”逐渐代替生存所需求的

“欲”。恰恰在这个时候，张文远出现了。这也正是阎婆惜自怨

自艾鲜花插在牛粪上、最无法释怀的根本原因。张文远恰恰

“生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又是“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

蓬游荡”，“品竹调丝无有不会”的风月高手，更重要的是和阎

婆惜年龄相当。阎婆惜原本就是唱曲出身，专在“行院”行走

的风流女子，见惯了风花雪月，自然耐不住寂寞。二人一拍即

合，相见恨晚，如胶似漆，根本就不管这种追求，如同飞蛾扑

火。欲望是本能的释放形式。然而，人是有思维的，不是像动

物那样单纯为了生存。人，通过思维而形成的欲望，往往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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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本身。如果说阎婆惜一开始的欲望，解决了衣食住行的

基本生存需求，那么，和张文远的苟且，完全是一种本能的膨

胀。而这种膨胀一旦开始，很难再停下来。尝到了甜头，更会

不顾一切。现实社会，许多因为欲望走向毁灭的人，最初也许

都是为了温饱，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走上绝路。只是在利益和

各种理由的驱使下，放大了欲望的可能性。水能载舟也能覆

舟，这把双刃剑，始终游弋在欲望的行进当中，既推动人类进

步，又摧毁人类灵魂。

现实意义

《血溅乌龙院>以小剧场的表现形式展现故事，本身就是

一个时代符号。然而，从服饰到布景，似乎又把我们带进了一

个遥远的时代。演员的表演和间或融入的时代语言，让我们

的思绪，在八百年间游走。时而古代、时而现代的间离效果，

不断提拉我们的道德神经。同时，又在寻找似曾相识的身边

故事。随着故事不断延伸，观众看到舞台上人物无休止的欲

望追求所造成的危险步步逼近，从而引起心理震撼。这种故

事外化，正是把生活中最为隐晦的个人行为撕开，呈现给观

众。让观众直接看到人物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全部过程。也许

生活中，自己身临其境，根本就没有回头看看，那个让自己享

受的过程，其实是走向深渊的路。

戏剧的根本定义，就是假定情境中，人物心理的直观外

观。就是要把人物灵魂深处从来无法见人的心路历程撕开。

让观众评判。山东艺术学院导演班的学生们，选择这样的内

容和形式来进行故事展现，就是要把自然生活中的场景压

缩、延伸、外化让更多的人看到，欲望无节制的尽头就是毁

灭。美国当代剧作家爱德华的《欲望花园》讲述美国中产阶级

为了得到更奢华的生活，不惜背上沉重的贷款也要买下带花

园的房子。为了装修花园，女主人不惜当高级妓女挣钱。这正

是把一个人的欲望膨胀，具体到了龌龊的现实行为。而我们

日常生活中，只能看到事物的表象，看到光鲜辉煌的一面。戏

剧，就是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阴暗背后，甚至自己都无法看

到的背面，呈现出来，把思考和判断留给观众。事物本身也许

没有对错。有的只是道德准则的评判和约束。其实，《欲望花

园>的女主角和阎惜娇为了自己的欲望，不惜招来杀身之祸，

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现实中的落马贪官，哪一个不是因为欲

望的膨胀，最终走向毁灭?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欲望也

在不断升级。假若一个人不能用坚定的道德信念约束行为，

阎婆惜的欲望毁灭的只是自己，而身处高位的官员们所带来

的，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

感谢山东艺术学院导演班2010级师生，用这样一个手法

和视角，给我们带来一台引起思考的戏剧。让这个八百年来，

依然鲜活的话题，用他们的方式，再一次撞击每个人心灵深

处的道德警钟。愿不正当的欲望，及早扼杀在萌芽之中。净化

灵魂，净化社会。

(作者单位：济南艺术创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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