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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民乐团的《海上生民乐》
作为开幕式演出，是中国上海国
际艺术节举办 !"年来第一次。此
举，确实充满了挑战。我们认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民乐是国之瑰宝。我们要充满
文化的自信，只要坚持中华美学
精神，坚持开拓创新，做到中外交融，那么，
要实现具有海派文化特点的高水平文化演
出，且融入音乐文化和城市气质，是可以实
现的。
在整个策划中，我们坚持 !#个字：中国

元素、国际表达、中国故事、世界演绎。我们
认为，民乐要走向世界，必须不断国际化。这
样，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
制造的民族音乐作品，用中国音乐的母语，
讲中国的故事，与世界进行对话，这是整场
演出的灵魂。
《海上生民乐》不仅是上海民乐的最高

演奏水平，还要体现海派文化兼收并蓄和时
尚多元的风格，重质感而清新，重内涵而轻
盈。在策划思路上，我们遵循天人合一、大道
自然的美学观，整场演出分《风》《雅》《颂》
《和》四个篇章，用文化的线索来结构全场曲
目———首章《风·古风自然》《雅·雅韵天成》
《颂·千古之爱》《和·乐和天下》。

全场通过古老的乐器、经典的曲目、精
湛的演奏，及其三者交融，来抒发山河之爱、
家国之爱、生命之爱。并且，运用开放的音乐
风格，来抒发生活的祥和、美丽的梦想，最终
体现出“乐和天下”的主题，以及“大美民乐”
的意境。《海上生民乐》以全新的面貌和姿
态，赋予海派民乐新风采，尽显上海文化开
放、自信、包容、创新的新格局。体现了民族
音乐当代气质、国际表达。
从艺术上分析，这次的音乐作品中，每

一首曲目，无论是传统经典还是
当代新作，都是经过重新创编的
佳作，对应了传统和现代，经典与
创新。这些作品既体现了民族化
的丰厚底蕴，又融合了当代观众
的审美品味，让观众体会出民乐
在现代表达上的独特魅力和巨大

潜力。
其次，在表演形式上，除了原汁原味的民

乐精彩演奏之外，又融合了吟诵、吟唱、舞蹈、
戏曲、绘画、书法、电声、爵士等全球文化元
素，使中国古老、悠久的民乐，与世界经典音
乐，在奇妙的对话中融会贯通，形成异曲同工
之妙。从中，体现出海派民乐作品的融合开放
和创新特质；以及，上海民乐的实力和追求，
使海派民乐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尊重。
在舞台美术设计上，采用了当代视觉美

术的理念，以大时空的方式进行多媒体视频
效果处理，以此来挖掘中国民乐在表达上的
虚实结合的写意意境，把听民乐和看民乐有
机结合，努力打造一台民族音乐的精品，体
现了东方特质、当代表达，简约、唯美的视觉
效果。

此次《海上生民乐》，以民乐独奏、小型
重奏为主，既符合民乐规律，又适合海内外
巡演。演出汇聚了陆春龄、龚一、罗小慈、钱
军、胡晨韵、汤云理等上海民族乐团的最强
阵容，著名表演艺术家黄豆豆、马晓辉、张
军、高绍青、高红梅以及著名大提琴演奏家
巴斯蒂安·瓦尔涅也倾情加盟演出。

这场演出带给观众的是向中国民乐精
神的致敬，并唤起了对中国优秀文化的挚
爱，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
界大同”。
大美民乐、乐和天下，这就是我们创意、

策划、演绎这台节目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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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出名为《仲夏夜梦南柯》的跨文化戏剧，
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与汤显祖的《南柯
记》搬演到同一舞台。一梦串两剧，实现了中西
两位戏剧大师的跨文化对话，使得该剧成为第
九届上海国际小剧场戏剧节演出剧目中颇具
实验价值的戏剧。
《仲夏夜梦南柯》分上下两场，上半场是由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
夜之梦》，下半场由英国利兹大学演出汤显祖
的《南柯记》。全剧希望借助“梦”这一主题将两
位剧作家的作品相连接，中英两所高校师生通
过各自对原著的解读和改编，以全新的演绎将
两部作品融为一体。

若以情节整一性而言，全剧当然是断裂
的，可以说是两部作品的拼凑。但以意象和主
题的整合而言，呈现在舞台上的两部作品并非
毫不相关，两剧都贯穿着对人生和当下的思
考。这在该剧的舞美上有着深刻的体现。空旷
的舞台上只有一块白布，通过投影形成一棵槐
树的造型，进而让人联想到这是一片森林。中
方改编本《仲夏夜之梦》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
置成“槐树爱巢”旅馆，四位追求爱情的当代大
学生先后入住，精灵略施魔法，他们进入了与
现实完全不同的梦幻之中，重现对爱情作出了
选择，最后皆大欢喜。

而英方改编的《南柯记》恰恰发生在槐树
根下的蚁穴之中。剧中淳于棼梦入蝼蚁国，爱
情如意，官运亨通，及至醉生梦死，到头来惊觉
人生一梦，从此大彻大悟。槐树上下，两个世

界，表面上青春洋溢，存在一个有幸福可以去
追求的世界。而根底下，人世之沉浮，幸与不
幸，不过如梦幻泡影，空空如也，创作者于此有
深意存焉。
至于这场对话究竟是否完美呈现，则有赖

于创作者对戏剧艺术的领悟和把控。就剧本改
编而言，中方改编本《仲夏夜之梦》在保留莎士
比亚原著核心思想的前提下，对角色、情节、场
景、台词和人物关系等都作了重大调整。改编
之后的故事，贴近当代青年生活现实，契合当
下社会审美意识，短短 $%分钟的演出，浓缩了
原著精华之所在。英方改编本《南柯记》基本沿
袭了汤显祖剧作的故事线索，情节整一，但出
场人物较多，角色之间的关系一时难以令人把
握，其改编的精练程度不及中方。
而就表演来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演

出稍显稚嫩，其动作流畅和自然程度不如利兹
大学，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浓郁的校园演剧色
彩。利兹大学学生的表演自然生动，收放自如，
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长期专业表演训练
带来的演出惊喜。

这场关于莎士比亚与汤显祖剧场对话的
实验演出，曾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展演，《约克
郡邮报》称赞这是一次“难得的国际合作”。当
我看完《仲夏夜梦南柯》后，我也觉得“难得”。
中英两所高校学界同仁策划制作的这次跨文
化戏剧演出让我看到了学界在戏剧研究之外，
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推动戏剧实践发展的艰辛
努力，难得！

! ! ! !“何人心内悲伤如斯？哪
个哀吟惊落流星？”当哈姆雷
特以一腔昆曲念白走上舞台，
这部用中国戏曲讲述莎士比
亚悲剧的新编当代昆曲《我，
哈姆雷特》，在上海国际艺术
节开幕第二天登上中华艺术
宫舞台，其大胆新颖的改编、
“一人多面”的演绎、先锋前卫
的理念给上海观众留下深刻
印象。

作为叙事的一个角度，也
是表演者本身相对剧场的一
种存在，“我”，张军，在长达 "&

分钟的独角戏中，一人分饰生、
旦、净、丑，以唱念做打的形式
在哈姆雷特、奥菲利娅、父亡魂
和掘墓人四个年龄、风格、性别
完全不同的角色之间闪展腾
挪，不同角色在方寸间转换，堪
比川剧变脸。然而比变脸更为
技高的是，在以服饰作为转换
符号的同时，张军在闺门旦的
清丽婉转、净行的粗犷沧桑、小
生的悠扬绵长和丑角的滑稽
古怪间变声切换，角色的肢体
动作也在其变身中瞬间转换，
或婀娜妩媚、或跌撞摇晃、或缓
步稳行、或疯癫嬉闹。由于保
留了莎翁剧本中的部分英文
台词，演员须在中英双语之间
切换台词。所有这些叠加在一
起，无论从体力上还是技术上，
对演员来说，都是一个艰巨的
挑战。
如何将一部架构庞大、世

人皆知的经典复仇故事呈现
在舞台，编导者有意避开对原
著故事的直接重现，而是将笔
墨聚焦在人物的内心世界，轻
叙事而重抒情，中国传统戏曲
及表演方式绝非关于自然和
再现，它通过假设和虚拟的结构、言语、行动和
音乐性等元素的风格化而产生意义。园林与
坟冢、歌台与泉台、秋水枯尽、花叶成泥，唱词
念白与程式化表演所营造的东方意象及对原
著进行的本土化处理，将莎翁经典悲剧与角色
自身人生体悟加以糅合，从不同的视角探测人
性的深度与人生的厚度。剧中“我”对哈姆雷

特执念“放下”的劝说及掘墓人
“世间人龙争虎斗，孜孜不倦，终
须一个土馒头”的警世之言，将
西方“人文主义的悲剧”与东方
宿命论哲学观进行了嫁接。

顶着“实验昆曲”的帽子走
到今天，张军在舞台上为昆曲表
演开拓了诸多可能性，不断开拓
着新世界。以传统昆曲的唱念做
打融入舞台实验手段，在颠覆观
众对传统戏曲既有认知的同时，
也开辟了传统戏曲的新路
向，缔造了全新的东方
剧场美学。用导演李小
平的话来说，“在乱码
的年代，‘我’，张军，
在 '&!(年以不乱码的
情境演绎了文化对话下
的哈姆雷特的乱码，将自
己跨越出去，而不是恪守章法。”

这一“跨越”将传统戏曲以
实验的形式推向观众，对接传统
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性是
一个人与生俱来而又推却不掉
的东西，这场跨越文化的表演潜
在而又个性张扬地表达着民族
文化的自主性。传统戏曲艺术在
现代社会所进行的文化对话与
反思呈现了“实验昆曲”的一种
精神和方向，在社会高速前进、
在人们沉溺金钱游戏而遗忘生
活本身时，有助于我们重拾传统
文化记忆，在对传统文化的重构
及与不同文化的对话中重建民
族文化身份。

对传统的继承，我们往往会
陷入一种“结构性怀旧”中———即
传统总是有德性和永恒的，而现
代总是低俗和短暂，任何与传统
不符的艺术实践常被归咎于毫无
价值。另一方面，脱离对传统的继
承，创新往往沦为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如果我们将“创新”视作戏曲艺术的“现
代化”转型，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认识
论和方法论立场看待创新与传承？“生存还是
毁灭，这是个问题”，这是剧中一直困扰哈姆雷
特的问题。当我们就此延展开，对传统进行活
态传承，在传承中包容创新，传统戏曲艺术的
生存还是毁灭，这真的不是问题。

责任编辑∶金 晖 朱 光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sherry@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C32016年10月15日 星期六

/文化时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仲夏夜梦南柯》
一场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跨文化对话 ! 曹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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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摄影 记者 郭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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