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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十一世纪伊始的小剧场京剧

《马前泼水》风生水起，“小剧场戏

曲”日益得到专业戏曲人和不同观众的

认可。实验、先锋成了“小剧场戏曲”

的标签，然而，如何与时俱进地探寻传

统戏曲在现代审美语境的前行道路才是

“小剧场戏曲”的作为。

“小剧场戏曲”吸引了一批具有

探索精神和人文情怀的戏曲人，他们希

望将现代审美意识注入传统戏曲表现形

式，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传统戏曲的魅力

和中国文化的美。刚刚在北京结束首演

的“小剧场京剧”《谁共白头吟》，就

出自这样一群深爱着中国传统艺术的戏

曲人。

创排这部戏之初，很多业内人热衷

于挖掘冷门戏，由于女主演方开柳是著

名京剧苟派传人孙毓敏的入室弟子，所

以整理挖掘荀慧生先生的老戏成了创排

的初衷。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刘侗院

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年轻导演郭蔡雪两

位编剧与方开柳想到了《埋香幻》。然

而，创作了几稿下来，他们并不满意。

传统到底如何继承?仅仅是整理

复原老戏?一连五稿的推敲与思考后，

主创们选择了放弃复排、重新创排小剧

场苟派新剧目。方开柳说，真正抓住和

继承苟派的精髓，绝不仅是一颦一笑和

几个唱段、念白，而是从指导思想和创

作方法上去继承。如果苟先生在世，苟

派的戏一定不止这些，而是会不断排新

戏，追求更高的艺术目标。如果只是复

演，发展的步子就会受局限。

《埋香幻》没流传下来，很大原因

在戏的自身。结合《埋香幻》的元素，

受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爱情故事的启发，

编剧刘侗有了《谁共白头吟》的构思，

在与主创们反复磨合后，终于在舞台上

呈现了一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苟派剧目。

《谁共白头吟》讲述了富家千金

张盈月与表哥刘若士的凄美爱情故事。

张盈月本与丧失双亲的书生表哥刘郎青

梅竹马、两情相悦，却迫于父母之命，

嫁与大户公子吴良仁，从此如坠深渊，

唯有织锦度日，与表哥曾经的温情岁月

成了她全部精神寄托。一心博取功名以

图同表妹门当户对结好连理的刘若士却

屡试不第，误入山寨与盗寇为伍，终因

难舍而逼抢张盈月，欲将其奉为压寨夫

人。一心期盼与表哥重逢的张盈月却不

能接受刘郎的蜕变，赖以生存的精神寄

托也随即崩溃，最终以自己所织锦锻悬

梁自尽。

万方数据



传统的苟派角色，一股『生格鲜明，

演员很容易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而

这部剧的主角张盈月，却无法套用戏曲

的脸谱化，她既有年轻小姑娘的活泼，

又有大家闺秀的腼腆、正统，既有强烈

的、追求爱情的渴望和冲动，又有明知

走错路却不愿回头的倔强执拗。如此复

杂的性格和人性更像是面临多重选择的

现代人。爱还是不爱，执着还是放弃，

永远在矛盾交织中，一种排解不了的焦

虑。直到她心底驻守的那份模糊的爱坍

塌后，与整个生命一同终结。若是把这

部戏放回到过去，或许不会有人理解张

盈月，因为张盈月属于当下。传统苟派

的人物角色与现代人审美心理在张盈月

的身上合而为一。

演绎张盈月，方开柳经历了漫长的

琢磨过程。第一轮排演后，她很彷徨，

感觉自己只是用苟派技巧完成了一个人

物塑造，全然没有深入到灵魂。以往塑

造角色时，前辈们会将演绎角色的心得

和依据告诉给演员，可对这出原创剧，

方开柳不但要自己寻得心理依据，而且

要通过苟派表演的方法和程式将人物丰

满地树立起来。

苟派表演艺术家孙毓敏告诉弟子

方开柳：不能用行当或流派去套这个角

色，因为她是从无到有，要把自己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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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角色的前世今生，从她的角度思考

人生。你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人，在面

对戏中的事情和选择时，你会有的反应

就是她的反应。人物首先是从思想和心

灵上立起来的。

于是，方开柳走进了张盈月，张盈

月变成了时下千千万万的现代女性。时

过境迁，当梦寐以求的理想伴侣改头换

面。心底里仅存的爱的支撑被打破，人

又当如何面对?张盈月所爱的刘郎，是

否只是她心中的理想模式，当残酷的现

实，摧毁了她一切的希望与爱，生命怎

能有勇气继续!

为展现张盈月的复杂性格，方开柳

在遵循苟派旦角柔、甜、美、腻的塑造

基础上，突破了传统技法。传统穿水袖

目的是遮住手，表现闺阁小姐的尊贵身

份，可这出戏里，水袖很多时候是吊在

下面的，而手却是露在外面的，这在其

他行当中是不被允许的。穿上水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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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露在外面，一则表现张盈月的身份

是闺阁小姐，要守规矩，一则表现她内

心叛逆、青春，向往毫无牵绊的爱情。

水袖的细节变化，使张盈月的人物塑造

生动活泼。

念白的大胆处理也是非传统式的。

传统京剧如果以韵白处理，则从头到

尾都用韵白，只有在调笑时冒出几句京

白。但这出戏里，京白与韵白会随时转

换，却感受不到丝毫唐突或不自然。设

计念白的时候，用京白还是韵白，完全

根据角色情绪的需要，而非刻意搞怪，

所以观众欣赏的时候感觉不到变换的痕

迹反而很舒服。

最初，当导演郭蔡雪要求将第六场

大段的唱改为念的时候，传统戏演得习

惯的方开柳却无法接受。京剧的内心独

白全部是唱，情到深处，言之不足，必

歌之舞之。不让演员“歌”，取代而代

之“说”，再三商讨之后，方开柳才下

决心试试。

“不思量，痛断肠!一人任性，

二人心伤，罢罢罢，世上纵有孟婆汤，

痛饮一杯也难相忘。⋯⋯”这一段唱词

上韵，用韵白念下来，方开柳不但没有

不舒服，反而越排演越感觉自然。男主

角刘郎的饰演者老生李末，更是每次排

演此段时，都要在一旁仔细听赏。他将

导演不合传统的此类做法称之为“去京

剧化”，虽然在塑造刘郎这个角色时不

免有些抵触，但精彩大胆的创意带来的

效果也使他心悦诚服。

李末认为，上一场刘郎被舅母赶出

家门，他以七分钟的唱来宣泄心中的不

舍、无奈与挣扎，如果紧接着又是大段

张盈月的唱，不懂京剧的观众难免会感

到审美疲劳，反而情绪无法沉入内心。

这段唱词改韵白。唱与韵白的反差衔接

更出彩。

刘郎在全剧没有一个正式的上场，

这是李末最难接受的，也是最大的突破

和挑战。传统京剧讲亮相，以程式动作

突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个陛，尤其对老

生而言。没有亮相是不能想象的。可这

出戏的刘郎，偏偏出自绣楼之上张盈月

的意想，其出现或退隐要按张盈月的心

理节奏，故而他只能委身织锦的背后，

凭听和余光判断上场的节点。

传统戏和新编戏李末都演过多次，

但这种上下场的处理还完全没接触过。

桥段中。小生吴良仁、花脸刘若士与老

生刘郎同台的两场戏，更是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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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吴良仁上绣楼告知张盈月，

鱼送与盗寇做压寨夫人，以保全家

长盈月痛斥吴良仁一贯的奸佞之

目人翻脸。被织锦缠绕的张盈月，

莹着现实中的吴良仁，一端牵着意

勺刘郎。通过三人在一条织锦上的

纠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张盈月

g痛苦挣扎。

§后一场，山寨大王刘若士与张盈

l，现实中的花脸刘郎与意想中的

U郎同台，绕转张盈月不停地齐声

“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直

臣月叫了一声表哥。意想中的刘郎

i锣响远去，张盈月终得梦醒。

口蔡雪运用这种手法在没有特别的

￡理或技术条件下．大胆地完成了

{剧蒙太奇的成功尝试。在主演心

i出戏太多地方是突破传统的，可

；觉得远远不够。中国戏曲需要一

L不断挖掘、学习，井结合当下人

；心理、审美趣味不断革新。郭蔡

做“小剧场京剧”的人不能想着

自的东西哗众取宠，而是出于对戏

t发自内心的热爱和不懈深入的挖

E曲是中国人自己的戏剧，是中国

9根，不断学习老艺术家留下的好

结合现代审美做一些表达上的实

；“小剧场戏曲”继承发展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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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共白头吟》的参演者都来自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除了六位老师

外，最小的一位饰演媒婆儿吴妈的演员

束家兴，还是年仅十几岁的学生。从大

武生到媒婆儿的角色转换，束家兴的内

心很抗拒，但在老师们的鼓励和悉心指

导下，“媒婆儿”的成长有目共睹。

舞台对戏曲学校的师生无疑是最

好的锻炼，排演～部戏，对老师可以是

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的机会，对学生又

是可贵的学习机会。也因这次排演是在

学校而非专业院团，排戏时间是挤出来

的，条件有限，需要因地制宜、因人而

戏。甚至按照小剧场排演的戏，首演也

只能放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少儿戏

剧场的大舞台。

小剧场京剧《谁共白头吟》，在编

剧、导演、演员的倾力创作下，配以简

洁明快的舞美和服装设计，以及著名作

曲家谢振强创作的唯美曼妙的唱腔和主

题音乐，精彩地呈现给了首都观众，让

人感受到注入在传统戏曲发展中的新鲜

血液，感受到中国戏曲的美和中华文化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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