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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昆曲“与时俱进”应该
对经典“随心所欲”不妥
———蔡正仁张静娴昨直率评点2012版《牡丹亭》

由史依弘、张军主演的2012版《牡丹亭》虽然已经演毕，
但各种争论声依然不绝于耳，在一片赞美声之外，也有不少热
爱昆曲的戏迷写出长文对音乐、唱腔、舞美、灯光各方面进行
商榷。昨天，记者在上海昆剧团《景阳钟变》的排练现场，见到
了曾观看过2012版《牡丹亭》的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蔡正仁
和张静娴，说到该剧,两位“熊猫级”的老艺术家直言“草率
了”，蔡正仁认为这出戏“对于昆曲的传统采取了很随心所欲
的态度”，并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 ! ! !本报讯 （记者
杨建国）昨晚，歌唱家
田浩江在上海大剧院
中剧场的舞台上，弹起
钢琴、拨起吉他、拉起
手风琴，伴随着从纽约
赶回北京到病房最后
一次与哥哥相见的回
忆，唱起了一首首满载
着岁月情感的老歌。他
在这部个人舞台剧《我
歌我哥》表演时情不自
禁地笑出声、流出泪，
也让观众犹如亲身体
验他的人生旅程，一同
欢乐、悲伤。
舞台上堆满了行

李箱、吉他盒，就如一
位旅人的房间。在纽
约大都会剧院正要登
台的田浩江，接到了
哥哥住院的电话，《我歌我哥》由
此展开。踏上归途的田浩江以心
灵独白的方式，描述起哥哥在他
心目中印象。他偷看过哥哥的日
记，知道年轻时的哥哥满脑子烽
火硝烟；哥哥并无音乐细胞，却在
偶然听了一张贝六唱片之后，到
处向人“卖弄”父亲的音乐感悟
……一段段生活琐事的回忆，把
哥哥普普通通的形象栩栩如生地
呈现在观众面前。
《我歌我哥》用许多人熟悉的

那些歌、那些生活，激起了观众强
烈的情感共鸣。

网歌“登堂”草根“入室”
———从流行音乐十年回顾将网络歌曲单列评选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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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歌手高安#高林生#杨臣刚和乐天昨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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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继去年“中国金唱片奖”
首次把网络歌曲纳入评选范
围之后，近日，中国音协流行
音乐学会在筹备“中国流行
音乐金榜十年回顾”时，又把
平时隐没于各大音乐榜的网
络歌曲单列评选。流行音乐
学会常务副主席金兆钧认
为：“网络歌曲已全面进入大
众文化生活，成为了音乐产
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让
网络歌曲和网络歌手从幕后
走向前台，是促进文化发展
繁荣的一大举措。”经过评
选，最终入围“音乐金榜”的
#$组网络歌手，将登台 %月
&日在上海大舞台举行的“原
创金曲颁奖盛典演唱会”。据
悉，这也是内地网络歌手在
大型颁奖演唱会上首次集体
亮相。

进入千家万户
昨天，网络歌手杨臣刚

对记者讲起他当初演唱《老

鼠爱大米》时的境遇：“那是
#$$'年的事情，这首歌一出
来，马上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争议也铺天盖地。许多人认
为网络传播的歌曲没有生命
力，只能自生自灭。回过头来
看现在，通过电脑和手机寻
找自己喜欢的歌曲，已是每
个人的习惯，网络歌曲已与
大众生活紧密相关。”对于流
行音乐来说，过去十年的最
大变化，是传播方式和欣赏
手段的改变。网络歌曲从无
到有，从被评价为“低俗”“昙
花一现”到进入千家万户，满
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多元文
化需求，也使大批胸怀音乐
理想的“草根”们，从“地下”
走上舞台。

“接地”成为特点
流行音乐学会音乐产业

委员会主任钟雄兵指出，作
为数字音乐市场的主体力
量，网络歌曲取代了传统唱

片；歌手初露头角无人推广
炒作，靠点击率和下载率走
红，成长模式决定了网络歌
曲和网络歌手具备“接地气”
的特点，因此，迅速成为中国
流行音乐的中坚力量也在情
理之中。他告诉记者，#$()
年，我国数字音乐用户近 ))

亿，其中，在线音乐用户为
*+& 亿，无线音乐用户达 %

亿，数字音乐的市场总体规
模已达 #%+&亿元，与前年同
比增长 #$+&!。快速扩容的数
字音乐市场，把有形的 ,-载
体变为无形的数字载体，十
年来为我国的音乐发展，积
累了一大批歌曲资源，如今
依然呈方兴未艾之势。

倡导、推广佳作
显然，网络歌曲创作、演

唱和传播的自发性质，导致
作品存在良莠混杂的现象。
因此，金兆钧认为：“在流行
歌曲十年回顾活动中，把网
络歌曲单列评选，通过对歌
曲内容的价值观、歌曲的艺
术品质、传播率等因素进行
筛选，是为了倡导和进一步
推广佳作。”据了解，目前评
选出炉的 #$ 组歌手中包括
凤凰传奇、许嵩、庞龙、杨臣
刚、乌兰托亚、刘嘉亮、高安、
胡杨林、乐天等人，以及《荷
塘月色》《素颜》《两只蝴蝶》
《老鼠爱大米》《香水有毒》等
歌曲。 资深记者 杨建国

经典莫乱改
“再好的艺术也需要与时俱

进。”蔡正仁说，昆曲并非不能改，问
题是如何改。他说这些年越来越多
的人来参与昆曲的改革，对昆曲的
前途表示关心，这虽然是一件好事，
但也带来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其
中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对于昆
曲没有什么认识，没搞清楚哪些是
昆曲应该保留发扬的，哪些是要改
革的。
蔡正仁说，这一版《牡丹亭》的两

个演员都是很优秀的演员，让自己觉
得不能忍受的是由于该剧处理不当，
给两个演员增加了演出难度，搅乱了
他们的正常发挥。他说张军在剧中的
很多表演自己都不能同意，这些已经
不是创新的范畴了，而是对昆曲的传
统太不了解。张静娴则表示，自己原
来对这个戏很期待，但看完以后“很
心痛”，“人家居然把我们的经典做成
这样子。”此次《牡丹亭》的主创人员
很多都来自台湾国光剧团，两位老师
表示，对于国光剧团很多创新的原创
剧目，他们都是抱肯定态度的，但传
统的经典则未必适合用这一套创新
的手法，用那些方式来排《牡丹亭》太
“草率了”。对于网上议论较多的如昏
暗的灯光、闪亮的头饰、鲜艳的服装
以及戏的删节编排等，两位老师都从
昆剧传统的角度提出了不少中肯的
意见。

音乐莫搅戏
网上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是.

史依弘在这个戏里把唱腔的调门提
高了，而一些曲友认为昆曲是定腔
定调的，不能随便提调门。蔡正仁表
示，也不能说昆曲一定就不能提高
调门或降低调门，要看需要不需要。
他说在与杨春霞合作时对方也曾想

提高一个调门，但自己建议杨春霞
再用原调唱一遍，两相比较后杨春
霞承认，提高一个调门确实唱得很
舒服，但味道意境全部变了，最后还
是改回了原调。张静娴也透露，当年
华文漪也曾考虑过提半个调门，但
最后还是觉得行不通。
而对于这一版《牡丹亭》的音

乐，两位老师也有很多不同意见。虽

然网上对音乐也有不少好评，但两
位老师认为音乐好听不一定合适，
这个戏中太多的乐器已经严重影响
了演员的演唱，“配乐上丰富点都可
以，但唱的时候要慎重。”蔡正仁举
了“惊梦”一折中的一段“山坡羊”为
例，认为梆笛的出现对演唱有非常
大的干扰。因而说到对这个戏的希
望时，蔡正仁认为，首先要把那些干
扰唱的音乐“毫不留情”地去掉，“优
美的音乐可以保留下来，但前提是
不能干扰唱。”

批评当警钟
说到网上的热议，蔡正仁表示

非常高兴，“我现在最怕的是观众对
昆曲不当回事，那样我是很伤心
的。”对于网上观众的意见，蔡正仁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手上拿着一
份打印的资料，是网友“元味”对这
一版《牡丹亭》的评论。“这个观众比
我们那些文艺批评理论家高明多
了。”蔡正仁还表示，希望借媒体的
笔，对这些观众“大加赞扬”，“谢谢
这些观众对昆曲改革那么关注，有
了这些人，昆曲改革大有希望。昆曲
改革不是光靠我们这些人，我们这
些人有时也会马失前蹄。”“出现这
么多批评的意见，我很高兴。首先是
对于我们整天搞昆曲改革的人敲了
一大警钟。”两位老师也希望《牡丹
亭》的演员和主创可以听到这些批
评的声音。 本报记者 王剑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