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意大利市民喜剧的代表《一仆
二主》，日前在上剧场上演赖声川改
编版，名字也改为《一夫二主》。
《一仆二主》由意大利剧作家哥

尔多尼创作于 !"#$年，也是戏剧学
院的必读剧目。当时的威尼斯，人文
主义观念兴起，城市新兴的中产阶
级成为社会主体。应因着这个新的
市民社会的产生，哥尔多尼创作的
喜剧多半也聚焦他们关注的议题，
例如爱情、金钱、自由等等。

在上海上演《一夫二主》，从市
民娱乐文化的层面上而言，也颇有
研究意义。在该剧中，我们看见了意
大利民俗戏剧传统———意大利即兴
戏剧的形式。在这一形式包裹下，主
题处理不如后来形成的写实主义沉
重，而是轻快诙谐的。在嬉笑怒骂中
见真理，在插科打诨中穿讽喻。
意大利即兴喜剧源于 %$世纪。

起先是由流浪艺人即兴演出的草根
民俗演艺。演员穿戴面具，表演类型
化角色，在几个情节套路的基础上
即兴演出，从乡村到城镇，语言俚
俗，形式亲民，与学院殿堂里模仿古
希腊戏剧的学院喜剧，两者一俗一
雅，泾渭分明。即兴喜剧的类型化人
物都对应着当时的社会阶层，有富
家子弟，有老学究，也有商人形
象———通常有钱而吝啬，还有最为
重要的是机灵却喜欢恶搞的仆人。
来自新兴中产阶级的哥尔多尼，在
接受了学院训练后，取材俚俗的即
兴戏剧，并且以文字写成定本，结构
严谨，语言机巧，而且情节设计绝
妙。从这个历史脉络来看，《一仆二
主》可以说是俗文化变身雅文化的
过程。
上剧场上演的《一夫二主》，冲

突悬念源于世代仆人家庭出身的楚

法丁诺，为了谋求更多金钱而同时
服侍两位主子开始。观众在剧情推
移下，既担心他的计谋功亏一篑，又
看见他耍小聪明，让剧情继续推进，
把上层社会的人情秘密一步一步揭
露。与此同时，还一点一点制造偶
然，最后让有情有义的才子佳人有
情人终成眷属，而老狐狸的商人与
法官无法遂行私欲，落得儿子女儿
逃家，人才两失的下场。

上剧场的前凸式舞台（&'()*&
*&+,-）很适合这种市民大众喜剧的
氛围。演出时剧中人常常直接对着
观众说话，把泾渭分明的镜框式舞
台打破，变成一个广场上的说书场，
或是市集里的勾栏瓦舍。《一夫二
主》的市民风情非常符合“吃饭逛街
般上剧场”的娱乐休闲戏剧。然而，
在《一夫二主》里，我们看见了嬉笑
怒骂，看见了杂耍与滑稽，却也看见

了对人情义理的思考，对活着的省
思。
最后，我们看见了富家子弟和

贵族小姐，卸除了崇高的伪装，满足
了私欲，在取得爱情与金钱的满足
后自由离去。而总是饥饿的楚法丁
诺最后还是百忙一场，落得一无所
获。不过天无绝人之路，两个老糊涂
又提供了他两份职务，楚法丁诺又
有吃有睡了，还抱得美人归。在市民
社会里，大家刚从无到有，从贫到
富，对于匮乏还有恐惧，每个小市民
都是楚法丁诺，我们听见下场前的
楚法丁诺，诚恳又善良地说：“最幸
福的人，有吃有睡，有双手可以干
活，每天睡前跟关心他的人表达幸
福”，人生足矣。

至此，可以感受到“一仆二主”
为何被改为“一夫二主”。仆，是附
庸；夫，则是独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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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现代化的当下体验
!!!民族歌剧"白毛女#的传统与传承

! ! ! !中国民族歌剧奠基之作!歌剧"白毛女#

创作首演于 !.#/年$ 由文化部主办的%纪念

歌剧"白毛女#首演 "0周年全国巡演&上海站

日前成功上演'兼容民族戏曲!西洋歌剧乃至

话剧等舞台元素' 开创了合于现代生活的民

族歌剧样式( "0年来' 其创作理念与创作方

式'通过不断实践与探索'形成了为专业人士

认同的创作模式' 并形成了一个流传有序的

艺术传统'深入人心(

民族歌剧传统的形成' 是其人民性的体

现(一个艺术样式的人民性'并不仅限于其表

现对象'更在于其形态与人民生活的关联(民

族歌剧以西方戏剧为基本形态反映当下人民

生活'融入戏曲元素以贴近大众欣赏习惯'形

成新的艺术样式'这正是%扎根人民&的结果(

民族歌剧在舞台形态上很好地解决了中

西音乐理念的矛盾( 中国音乐自魏晋以来便

形成%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美学观念(基于

%渐近自然& 的思想传统形成对人声的崇尚)

而西方古典音乐理念'则以%完美&为目标'以

古典交响乐为其最高范式' 在更高的阶段上

追求情感与理性的平衡' 追求形式完美与思

想深刻的结合( 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民族歌

剧'从实际出发'撷取两者之长'把戏曲演唱!

演奏以及打击乐等元素纳入西方音乐的基本

框架( 如此'既彰显了演唱者的歌唱'又扩大

了音乐本身对思想内容!生活现实的承载(兼

具戏曲%抒情写意&和西方戏剧%叙事动作!情

节冲突&的特征'适应中国人的观剧习惯(如'

西方歌剧中极其重要的%宣叙调&形式'在歌

剧"白毛女#中被以技术手段加以调整'形成

有%宣叙&意味的唱腔'使一般观众易于接受(

同时'还较大程度使用了%话白&( 这种%话白&

显然并非简单的话剧对话'而是脱胎于戏曲念

白%无声不歌&的理念'提炼形成的新的舞台语

言形式( 此次复排版"白毛女#'借助主演雷佳

宽厚纯净的嗓音及其训练有素的台词功底'更

使演唱和念白衔接自然'情感传达精准质朴(

另外' 此次演出的舞台呈现相对于以前

的几次复排'也有了一些细微变化( 如'舞台

建筑布景都去掉了一度出现过的多面墙布

景' 而使用了一面墙的形式( 这一细小的改

动'显然更接近于戏曲的舞台形态'使大量动

作如关门开门!进门出门等'均得以借鉴戏曲

程式'为演员表演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显出

了更大的灵动感( 突出了民族性(

歌剧"白毛女#的演员表演'是值得特别

提出的一个方面( 由于吸收了戏曲的表演元

素'对演员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戏曲本来是所

谓%角儿&的艺术'要求演员具有%唱念做打

翻&的全面技巧( 西方歌剧则除了唱'其他要

求并不高( 民族歌剧对演员的要求虽不如戏

曲' 但在动作的舞蹈性以及唱念做舞的结合

等方面'较之西洋歌剧则显然更为繁重(因此

对所有演员' 尤其是歌唱演员而言都是一个

不小的挑战(历代歌剧"白毛女#扮演者'都从

各自的基本条件出发' 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

任务' 显示了艺术目标的统一性和表现手段

的丰富性( 历代歌剧"白毛女#主演的成功经

历' 以及 "0年来留存下的多个 %白毛女&形

象'实际已形成了这个剧目的传承模式'为经

典的保存提供了思路(

此次复排主演雷佳' 作为优秀的青年演

员'表现出色(首先'舞台表演松弛而不松懈'

演唱自始至终控制自如又充沛饱满( 前半部

表演细腻'后半部舞蹈动作繁重'雷佳均能胜

任'可以想见其艺术功底的扎实( 同时'从整

个"白毛女#的演出历史考量'从第一代代表

人物王昆! 第二代代表人物郭兰英到第三代

"白毛女#的代表人物彭丽媛教授'其表演成

就'都已成为各自时代的艺术高峰(雷佳作为

第四代%白毛女&'置诸前辈之列'并不显出明

显的弱势'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假以时日'

形成适应时代的新的高峰'应可以期(

经典复排'不仅是传统的延续'更具有当

下意义(歌剧"白毛女#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给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更为

民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

! ! ! !他燃烧了自己，从顶
燃到底，是一团悠悠的火，
一盏静静的灯。他点亮了
司法改革的火种，敢于担
当，砥砺前行，英年早逝，
留下了“燃灯者”的美誉。
上海越剧院和新民晚报携
手推出的当代越剧《燃灯
者》，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
院原副院长邹碧华的先进
事迹搬上舞台，接地气、重
民生、扬正气，是一曲动人
的光明颂。

越剧擅长演莺莺燕
燕，以先进人物为原型的
当代戏，困难更大。用戏剧
界的行话来说，若如实照
搬真人真事，就会缺少“戏核”，戏
剧冲突不集中、不尖锐，戏就不好
看。最终，编剧遍览各类资料，找出
了两个“戏核”：邹碧华化解老访民
和关心患白血病孩子的故事。这两
个故事都来源自真实案例，但材料
简单。编剧为了凸显邹碧华对老百
姓的关爱，和他的的智慧、风趣，作
了一些合情合理的艺术加工，由一
个青年记者串起全剧，让观众跟着
记者的步履和目光来了解邹碧华
这个人物。司法改革是邹碧华事迹
中最为引人瞩目之处，《燃灯者》还
虚构了一个邹碧华刚进法院时的
带教老师作“对立面”，构成了一对
原本情义深重的师生间的对手戏，
这使全剧的冲突更为集中。
《燃灯者》完成了气质转型。越

剧擅长演绎男女情感，夫妻情也成
为《燃灯者》的重头戏。邹碧华和
妻子唐海琳在夜晚互诉衷肠的一
场戏，以典型的越剧化的表现手
法展现。他们夜谈的内容，从大学
恋爱到红丝牵定的甜蜜回忆，到
妻子到对于丈夫敢当公平正义化
身的“庭前独角兽”和司法改革的
先行官的认同、支持，妻子最后温
情而坚定地唱出了“倘若马到绝
崖处，你尽可，挂冠辞职回家来”

的心声，无比感人。戏里
还有一个细节：妻子为
丈夫拔掉头上的白发，
继而发现邹碧华为考虑
劝说带教他的老师离
职，新添了更多的白发。
这几段对唱，虽然没有
了水袖，没有了舞蹈，润
腔方式也有转换，但对
唱深入地展示了邹碧华
真诚高尚的精神世界，
也使越剧的抒情戏味更
为浓烈。
越剧现代戏的唱词

是很难写的，既要通俗，
但不能俚俗；白话文体，
又要有诗意；既要押韵，

又要朗朗上口，要求剧作家有很强
的文字功力。《燃灯者》剧终，邹碧
华给恩师写信，用一段激昂而深情
的 /0多句唱，尽吐了这位改革者
的衷肠和对老师的敬爱之情，文字
雅俗共赏，情理交融、唱腔声声入
耳：“……成败何足论，功过等闲
看；生命如蜡烛，燃尽方无憾；一人
亮一点，何惧有黑暗；众人亮一片，
信仰天地宽；但等那，疾风骤雨洗
练过，碧丽中华，竞明光、拥璀璨、
我未负此生、死也安然！”越剧现代
戏的唱词，写得如此美妙而动人，
十分难得！
越剧是一棵树，开着两枝花：

一枝是女子越剧，一枝是男女合演
越剧，这是越剧发展的必由之路。
男女合演虽然会遇到许多困难和
阻力，但这条路势在必行，而且已
积累了许多经验。越剧《燃灯者》的
成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大幕徐徐降下，主题歌《燃灯
颂》的伴唱又深情响起：“悠悠一团
火，静静一盏灯，聚火照歧路，燃灯
递温馨。聚一团，人间温暖真情意，
燃一片，碧丽中华竞光明！”戏结束
了，但邹碧华的精神，化作一团更
加强烈的火焰，燃烧着、温暖着观
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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