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经历一年多的精心准备，上昆人
都如同期待自己的孩子降临一般，期
待着今晚昆剧《浣纱记传奇》在东方
艺术中心的首演时刻。曲圣魏良辅，
毕生创制水磨调；诗人梁辰鱼，著就
天下首部搬上舞台的传奇剧《浣纱
记》；还有将弦索引入昆曲的张野塘，
以及许许多多未能在史册留名的昆
曲艺术家……他们如流星一般闪过
历史的长空，却让精雕细琢的昆曲艺
术成为人类永恒的瑰宝。

致敬先贤 观照当下
《浣纱记传奇》由上海昆剧团的

中生代演员黎安、吴双、张伟伟和罗
晨雪主演。可以说，从创作的第一天
起，这部戏就受到文艺界和学术界
等多方面的期待。这部传递昆曲先
贤家国情怀的作品，让人们因一部
戏而关注一段历史，关注昆曲这门
艺术的诞生，回溯昆曲发展，这在当
今的原创剧目中并不多见。上昆团
长谷好好说，昆剧《浣沙记传奇》不
仅是一次简单意义上的新剧目创
作，而是一次“昆剧人演昆剧人自己
的历史”的尝试，上昆人在这部剧中
致敬先贤、观照当下，共同探寻昆曲
艺术之渊源，这是新时代赋予当代
昆曲人的历史使命。
提起梁辰鱼所著的《浣纱记》，

世人大多记得的是范蠡与西施的坎
坷爱情经历，但整整 !"出戏里，爱
情戏只有 "出，其他多是春秋时代
吴国与越国的征战，所以此前曾被
命名为《吴越春秋》。梁辰鱼在《交
战》一出中写出激扬文字：“兵马萧
萧，弓刀各在腰。吴儿逃遁，还将金
镫敲。鼓角风高，旌旗云外摇，三吴
侠少，先声压海涛。”编剧魏睿感受
到，梁辰鱼倾心的不只是儿女情长，
在创作中找到他的家国情怀，便找
到了打开昆剧《浣纱记传奇》的钥
匙，走入他的史学家情怀、戏曲编剧
的千秋感叹，便找到了昆剧《浣纱记
传奇》的创作气场。

严谨考证 遵照史实
剧本创作并不容易，魏睿历时

一年半更易十二稿，小的修改不计
其数。上昆就此剧多次召开大型研
讨会，还多次到梁辰鱼的故乡昆山
巴城采风。《浣纱记传奇》所触及的
是昆曲史上至为重要的题材，面对
学者们的严谨考证，魏睿遍览相关
古籍，寻着梁辰鱼创作《浣纱记》的
步伐，沿昆曲艺术的大河溯流而上，
整个艺术创作从跃跃欲试到迷惑彷
徨，终到柳暗花明，力求一切艺术想
象都遵照史实，每一戏剧情境皆有
史实出处。

此次担任导演的卢昂在二十多
年前就和上昆有过合作，当时他初
出茅庐就执导了昆曲表演艺术家岳
美缇的封箱戏《司马相如》，如今合
作的演员年纪都比卢昂小了。排戏
过程中，卢昂不禁感慨“没见过这么
忙的团”，演员们从早上 #点开始练
晨功，每天要排 "个班头筹备不同
的戏。岳美缇此次也作为艺术指导
出山，带领学生们仔细研读剧本，酝
酿人物性格，运用昆曲程式塑造出
鲜活的人物形象。岳美缇说：“活在
当下的昆曲从业者，有责任再现祖
先们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我很期
待看到魏良辅、梁辰鱼、张野塘等祖
先们重生在舞台之上。”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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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评弹团计划于下半年推出的红色中
篇评弹《初心》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昨天
的策划会上，$位编剧就中共早期党员张人亚
托父亲假造衣冠冢、保留下中国共产党首部
党章的故事，提交了 $份不同的故事提纲。随
后，评弹团主创及外聘 %位艺委会顾问现场
讨论，从 $条模糊的大纲中抽丝剥茧，提炼出
可以保留的精华，留待统一整理创作新作品。

新尝试
这是上海评弹团启动重大项目的一项新

尝试。从上世纪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上海
评弹团最后一位专职编剧退休后，团内的编
剧岗就一直空缺。每逢创作新作品，都是由资
深演员撰写或者外借编剧。这次《初心》的编
剧团，就由评话演员吴新伯、上海越剧院编剧
莫霞、东方卫视中心公益媒体中心编导杜竹
敏 $人组成。
同时，《初心》的外援顾问团由作家沈嘉

禄和担任《电视书场》《喝彩中华》等多个戏曲
节目总导演的王昕轶组成。作家来改编评弹
作品，听起来有些新鲜，除了深受评弹多年影
响，沈嘉禄本人坦言写作和评弹是可以相辅
相成的，所以才揽了这份瓷器活，“我首先想
到的是能向评弹艺术、评弹演员学习什么，然
后再努力向评弹创作奉献绵薄之力”。
在沈嘉禄看来，评弹艺术最大的优势是

表演艺术，它能将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
演绎得耳目一新，尤其擅长挖掘人物的内心
世界，从剧本创作的角度来说，搭结构、塑造
人物形象都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他认为，用
评弹来表现张人亚的故事，其实非常合适，主
人公是如何把党的秘密文件送到宁波老家，
怎么想到藏在棺材里面，他的内心活动是怎
样的？他的父亲又是怎么想的？所有牵扯到的
人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评弹的艺术特点可
以在这部作品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新机制
上海评弹团日前首次跨领域聘请了 !名

艺术顾问，除沈嘉禄和王昕轶以外，昆剧表演
艺术家张静娴和作家马尚龙也应邀加入，为
上海评弹团艺术建设提供多方面的专业指
导。而《初心》就是艺术顾问加盟后创排的第
一部作品。采用集体创作的模式，上海评弹团
团长高博文感慨这既是“不得已而为之”，因
为实在是没有专职编剧来做这件事，又是回
归传统———在过去评弹长篇几乎都是由演员
自编自导自演，到了上海评弹团成立之初的
(&")年，为适应当时观众的需要，评弹团创
立了中篇评弹的演出形式，而第一部中篇《一
定要把淮河修好》就是由演员通过到淮河工
地下生活之后集体创作而成的。
评弹作为一门语言艺术，演员自己既承担

说唱，又承担导演等职责，在创作上是直接与
编剧对接的。因此，在没有专职编剧的情况下
想要创作出好作品，演员需要将二度创作的结
果反馈给编剧，一来一回不断打磨修改，才有
可能在舞台上起到好的效果。而评弹团为创排
新剧目建立的新机制，将大大提升演员与编剧
的互动效率，尝试为评弹团带来新的创作理念
和艺术气象。 本报记者 赵玥

!"#

$%&'

1

2

3

昆
剧
人
演
昆
剧
人

﹃
照
﹄
出
历
史
与
当
下

原
创
剧
目
!浣
纱
记
传
奇
"今
晚
首
演

!

上
海
评
弹
团
艺
委
会
合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