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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戊戌变法是一场思想启蒙运
动，也证明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
中国行不通———正如很难用三言两
语来总结戊戌变法的成败，要判断
以变法为主题的话剧《北京法源寺》
的得失，也颇为困难。昨晚，这台声
名在外的大戏，启动了第 !"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话剧观赏的第一个
高潮。事先一票难求，与剧场观感体
验对比起来，令人五味杂陈。

东方文化 西方文明
戊戌变法是一场西方文明与东

方文化的冲突。戏曲是东方文化，话
剧源于西方文明。那么，带有戏曲样
式的话剧《北京法源寺》是否能变冲
突为融合呢？最突出的形式，就是每
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身穿长衫、
或穿戴朝服、或身着僧衣、或穿着军
服———在抢话筒，争夺话语权。争夺
的架势甚而有时不输给摇滚明星。
看清朝民国时期的人物在抢西方人
发明的立式话筒，似乎是一种隐喻，
却感觉怪怪的。

全剧开场的定调人物是康有
为，他在话筒前发表的宏论包括对
自己一生的评价———相当一部分来
源于他立下的文字。据导演田沁鑫

透露，为排演该剧她看了 #$余套有
关戊戌变法的书。可是，一身戎装的
袁世凯经常出来抢话筒。头一遭，就
被法源寺的和尚泼了一脸滑石粉。
他自嘲道：“我就是这样粉墨登场
的！”按他的意思，历史是康有为等
文人写的，未必真实反映了武将的
心声。抢话筒成了主要矛盾之后，面
对观众慷慨陈词，几乎成为全剧十
余角色最常用的艺术手法。这在中
国戏曲里，名“背躬”，亦即背对剧中
人，面向观众说台词。而他们一个个

轮流说台词的方式，在西方戏剧里，
名“政论剧”，亦即，以不怎么摆事
实，只顾讲道理的方法传播理念，重
在气势。谁来抢话筒，似乎是由灯光
来决定的。天幕上由多媒体装置投
影出一块匾额或一个门楣来表明场
地是法源寺、朝廷或者茶楼，舞台左
右两侧基本搁着几排椅子———不抢
话筒的其余角色就坐等。灯光基本
聚焦在台口。袁世凯成了一个插科
打诨的大老粗，被康有为讥为“你就
是一块钱！”但是，康有为、谭嗣同以

及与他们同一立场，参与戊戌变法
的人们偶尔也负责搞笑，说起各自
方言。

风格跳脱 不拘程式
全剧风格跳脱。上一秒还处在

戏曲表演的程式里，下一秒就有周
星驰的无厘头。体现在文字上，就是
半文不白。这一点，也形成颇容易引
发观众笑声的喜感。例如，当一位文
人向光绪递上奏折时，全文几乎是
文言文，在感叹“不得不变法”后下

一句接的是“你让干啥就干啥”。康
有为也玩这一套，时而颤颤巍巍地
坐在皇帝身边哀叹国家命运，时而
不顾礼数直接抱着光绪大哭。李鸿
章作为大臣也常常要找位子坐，并
不断反复：“最近我腿软！”
最符合人物本身气质的要属奚

美娟扮演的慈禧，与周杰扮演的光
绪，尤其是他们为变法争执的那一
段。首先，他们不抢话筒，其次，两人
都有皇家气度，说起话来不紧不慢，
句句声调起伏不大却内容汹涌澎
湃。光绪认为慈禧反对的主要理由
是“君主立宪制”———这一制度首先
架空的就是掌握实权的慈禧。而慈
禧反对光绪的理由，是因为他的顾
问是日本人伊藤博文，甚至要让英
国、日本等其他国家的人来主政大
清……虽然历史上是否真的具体讨
论到这一步，一般人不得而知，但是
这倒是很符合人物性格和情境，是
颇有戏剧冲突的一幕。

顾及左右 似是而非
等他们辩论完之后，全剧又滑

向了风格跳脱的局面。局面如此不
融合，似乎也是不得已。导演田沁鑫
觉得中国人就是复杂的，历史又是
那么难以分辨，所以她决定“插科打
诨”：“以大家评述的方式，这样就能
顾及左右，在似是而非之间。”全剧
基本就是以每人轮流演讲的方式，
讲述了 !"%"年 %月 !! 日至 &' 日
!$天之内，戊戌变法的突转。这种
手法，与西方戏剧专注讲故事，隐含
人生哲学让观众自己去发现的编剧
法则并不相同———这是经过千年实
践，最吸引全球观众的普遍原理。这
种方式，与中国戏曲以歌舞演故事
的方法完全不同，这也是数千年来
得到中国观众认可的结构。所以，要
说该剧如何抓住人，大约就是满满
的爱国情怀，以及和戊戌变法一样
的求新精神吧！

首席记者 朱光

康有为与袁世凯抢话筒
西太后与光绪帝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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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在 &($$$平方米的新展厅内，仍
是一批海内外优秀画廊，上海大剧院、香格
纳、罗浮紫、索美、奥赛、巴塞、华府、卡咔度
等，撑起了今年艺博会的半壁江山；虽然，每
年成为销售热点的俄罗斯油画仍然占据了
相当的篇幅，岭南名家陈永锵、海派名家萧
海春、陈佩秋大师弟子陈无忌的作品依旧受
到藏家热烈追捧；虽然让人永不疲倦的大师
达利，当今艺术市场中炙手可热的“名将”薛
松、张洹、查国钧、仇德树、王小松也都带来
了他们的看家作品……走过第 &$个年头的
&$)*上海艺术博览会今天上午正式揭开神
秘面纱———首次迁址世博展览馆（浦东国展
路 )+%%号），让这个蜚声亚洲的艺术品交易
盛会，展现出新模样。

新人新作祝福新址

枕着金秋的太阳，从地铁站出来没几步
路，就到了世博展览馆南门。入口处，有不少
参观者正手举着门票与本届艺博会的主题雕
塑《生命之树》（见图 记者 胡晓芒摄）合影留
念。雕塑高约 (米，直径近 ,米，主体以黄铜
制成，珐琅点缀其间，如水流一般滴落流动。

细细打量，雕塑整体从下至上，以虚实结合之
手法呈现水、陆、空动物。年仅 ,$岁的上海青
年艺术家施君告诉记者，他创作的灵感来自
中国志怪古籍《山海经》中连接天地的神木，
“蜀王朝曾根据《山海经》中所记载的‘建木、
若木、扶桑、穷桑、寻木、马桑’等神树，铸造出
用以祭祀的青铜树，上敬天神，下祈吉祥。”时
值上海艺博会 &$周年，这不仅是现代工艺与
远古文明的对话，更以“生生不息”的姿态表
达了对艺博会今年迁址新场馆的祝福，并且
也在无形中象征着与过往的联系与传承。

老将新鲜试水市场

展厅中央的显眼位置，雕塑家余积勇新
创作的大型黄铜雕塑单结，相比艺博会参展
的大多画作都要来得“大只”，煞是醒目，“这
跟我以前做的‘结’不太一样，一半是露出来
的，一半是裹在里面的，是一个新的试验，接
下来我还有很多衍生的‘结’要打。”或许余积
勇的名字对大多藏家来说并不算太熟悉，但
他的“结”却遍布上海的公园、展览馆和美术
馆，再若枚举几件他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观
众或许就更加印象深刻，比如现矗立于南京
路人民公园地铁广场《五卅运动纪念碑》、比
如就竖立在世博展览馆南门外的五彩的《飞
翔的心愿》。但余积勇说，这其实是他第一次

参加艺博会，“以前一直做大型城市雕塑，没
走进市场，总感觉离老百姓还是有点远，也还
有很多想表达的东西。”余积勇所在的海平线
画廊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他们等比例缩小
复制了余积勇的获奖作品《古老的传说》，“余
老师一共复制了 %%件，三万元一件，可以买
回家直接放在客厅。”

新法打破声色界限

如果说施君们和余积勇们还不能完全展
现本届艺博会的“新”，那么邱子皓首创的音
乐绘画实在叫人耳目一新。“经过我不断地尝
试，成功地实现将绘画和音乐这两种艺术形
式进行准确地对应，绘画可以作为一种音乐
语言来取代五线谱，而音乐也可以基于绘画
而创作，她们是一种可以互相翻译的状态。”
此前从事化学科学研究的邱子皓，去年参加
艺博会的时候还只是一个美术爱好者，而今
年他带着自己的专利和作品来到现场，给记
者哼着歌介绍自己的一幅幅画作，有点忐忑，
更多是骄傲。看邱子皓的绘画作品，乍一眼，
有蒙德里安的造型和画面的意味，仔细品味，
打破了“声”“色”的界限，确多了几分流淌与
灵动，似一首首更加优美的乐曲。这种奇特的
审美过程，相信将给观众带来一段奇妙的旅
程。 本报记者 孙佳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