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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崑足本《牡丹亭》
明年首登香港藝術節

創排55折戲 只刪不改演繹瑰麗曲詞

大公報記者 張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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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崑劇演出中，湯顯祖《臨川四夢》中最享盛譽的
《牡丹亭》一直是崑劇名作的代言。然而，因為體量巨
大，以及唱做繁難和當下觀眾的審美範式變化等各種因
素，這部作品一直沒有全本演出。

融合古典人文與現代審美
2022年，上崑與著名導演郭小男攜手，重回原著脈

絡，傾注全團之力創排足本55齣崑劇《牡丹亭》，通過
上、中、下連續三台大戲的體量，融合古代經典人文精
神美學風範與現代人文思想、審美理念重塑經典，力求
打造出一部思想精深、藝術精湛的崑曲藝術佳作。

杜麗娘痴情慕色，一夢而亡。足本《牡丹亭》上本
講述南安太守杜寶之女杜麗娘終日困鎖深閨，一日與侍
女春香遊園，為美景惹動情思，於夢中與書生柳夢梅相
會生情。夢醒後因相思日深，傷感而亡。杜寶奉旨上任
抗金，起行前將女兒埋葬在後花園。觀眾在上本可盡享
〈閨塾（春香鬧學）〉、〈驚夢〉、〈尋夢〉、〈寫
真〉、〈鬧殤（離魂）〉等經典段落，感受杜麗娘對青
春及愛情的熱切追尋。

中本透過〈拾畫〉、〈幽媾〉、〈回生〉等場次，
講述死後的杜麗娘感動地府判官，特許她魂遊四方，尋
找夢中情人。柳夢梅偶於後花園拾得麗娘生前畫像，得
與麗娘重聚，遂結為人鬼夫妻。後夢梅掘墳開棺，麗娘
還魂復生。

在下本，柳夢梅高中狀元，與杜麗娘終成眷屬。杜
寶於淮揚禦敵，幾經曲折終解圍困。柳夢梅為杜麗娘前
往尋父，卻被誤會是掘墳賊而遭拷打，後柳夢梅高中狀
元，杜寶赴京升任宰相，闔家團圓。

原著「集唐詩」首次呈現舞台
上崑55齣足本《牡丹亭》改編自已故劇作家王仁傑

劇本縮編，忠實還原湯顯祖原著的主題內容與精神內
涵，特別將歷來甚少演出的二十齣戲重新納入，
在原本的愛情主線外，鋪陳社會背景，昇華
人物對生命意義的追尋，務求令觀眾對杜
麗娘及柳夢梅有更透徹的了解。全新的
演繹不僅超越了該劇作 「純浪漫」 的
固有印象，更凸顯愛情、理想與社
會、時代之間的碰撞，體現深厚的
人文價值。

上海崑劇團團長谷好好將排
演足本《牡丹亭》比作一次
「藝術長征」 。她介紹，這對
一個院團是一場嚴峻的考試，
對於演員更是巨大挑戰，55齣
足本《牡丹亭》相當於一口氣
排三部大戲， 「光是戲服就有
100多件，更不用說數不清的
身段和唱詞。」

上崑製作忠於原著精髓，演
繹原汁原味的瑰麗曲詞，將原著
每齣戲末的 「集唐詩」 （使用唐人
詩句重新寫作的詩歌）首次呈現於舞

台之上，展現湯顯祖的匠心獨運。而演出舞台以轉台設
計為主，輪次呈現閨閣、花園、宮殿及鄉村等場景變
化，節奏明快且充滿電影感。布景、燈光與服裝皆結合
崑曲典雅韻味與現代審美風格，營造出虛幻朦朧、詩意
唯美的舞台氛圍。

特設情節致敬湯顯祖
導演郭小男認為，《牡丹亭》人鬼情故事中，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使命和責任，他們共同勾畫出當
時社會的面貌。湯顯祖用一個小姑娘思春的小心思，
就展現出一個宏大的社會格局。

2016年逢湯顯祖逝世450周年時，上崑一氣呵成
捧出四本《臨川四夢》，走遍境內外二十餘座城市，
成為當年的文化盛事。讓觀眾印象深刻的是，今次在
足本《牡丹亭》全劇結尾，兩位主角走到書齋中正在
寫作的湯翁面前，向湯翁深深鞠躬。郭小男稱，這
樣特意設置，是現代人對湯顯祖這位偉大巨匠的無
限敬意。

「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幾許。」 谷好好介紹
稱，上崑於1992年曾亮相香港藝術節，演出
《玉簪記》等經典劇碼。

時隔32年後，明年3月2日至3日，上崑將攜
足本《牡丹亭》再度相遇香港藝術節的舞台，
其中3月3日一天內將連演兩場。

此外，香港藝術節每年舉辦多元化的
「加料」 節目，上崑在演出前將開展崑曲講
座導賞，期待香港的 「崑蟲」 們能盡情享
受這場崑曲視聽盛宴。

圖片：受訪者提供

上崑《牡丹亭》得
到岳美緹、蔡正仁、張

靜嫻、李小平等多位國寶級崑劇藝術家指
導，由優秀的青年演員共挑大樑。國家一
級演員、閨門旦羅晨雪，把杜麗娘從懷春
少女到溫良少婦的心境轉變演繹得絲絲入
扣，憑藉此角於今年6月奪得中國戲劇梅
花獎；飾演柳夢梅的女小生胡維露，在下
本中挑戰此前少有演出的官生戲，也帶來
連連驚喜，成為新科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
獎得主。一齣好戲，開出兩朵好 「花」。

在足本《牡丹亭》演出中，羅晨雪既
要表現閨中杜麗娘的青春懵懂，又要讓這
個人物逐漸覺醒，主動 「奔赴」。為此，

她在細節上煞費苦心，例如對於袖舞道具
水袖的使用，要展現克制的閨中女子身份
時有意收斂水袖的長度和舞動的幅度，而
到了要表現為愛勇敢追求的女子形象時，
則又盡情地打開水袖，這樣的設計從側面
巧妙襯托出人物的心境變化。與大多數
《牡丹亭》版本不同，上崑足本中的柳夢
梅由 「女小生」擔綱。 「女小生」是由女
演員扮演小生角色，通俗講即 「女扮男
裝」。上崑有着 「女小生」的傳承，在足
本《牡丹亭》中扮演柳夢梅的胡維露將崑
曲中的這一傳統延續下來。胡維露學過很
多官生戲，而官生戲要求把嗓子放寬，表
演尺度張合更大，人物表達更有力度，這
幫她很好彌補了女演員演小生容易氣場不
夠的短板。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明代劇作家湯顯祖的巨作《牡丹亭》寫
大家閨秀杜麗娘和書生柳夢梅由夢結緣，續譜生死之戀的傳奇故事，誕生
四百多年以來，一直被尊崇為崑曲藝術巔峰之作。

近日，由上海崑劇團（ 「上崑」 ）傾注全團之力創排的55齣足本崑劇
《牡丹亭》在國家大劇院連續三天演出，現場一票難求，在北京掀起崑曲
熱潮。上崑足本《牡丹亭》明年3月初將首次亮相香港藝術節，以忠於原
著精髓 「只刪不改」 的原則，演繹原汁原味的瑰麗曲詞，為香港的戲迷帶
來一場崑曲視聽盛宴。

戲曲藝術的傳承
發展需要不斷創新，此

次足本《牡丹亭》加快了
敘事和每齣戲轉場的節奏

感，唱腔音樂根據清代成書的
《納書楹曲譜》整理改編，在

遵循傳統崑劇藝術的前提下，對南
曲唱腔柔婉流麗有餘而剛勁跌宕不

足等特點進行調整與豐富，劇中並多
次採用古琴、古箏、笙等樂器，充分發
揚民族樂器個性較強的特點，創作出貼
近情節人物、清新流暢、細膩雋永的音
樂形式風格。

足本《牡丹亭》近期在國家大劇院
演出。《大公報》記者受邀觀摩時注意

到，該劇作整體上強調忠於原著精

髓，但在不影響文本
的細節上，也適時加
入幾處 「挑逗」 現代觀眾
的包袱，如石道姑用四川話
（在湯顯祖原著中，杜麗娘和
石道姑就是西蜀人士）口音唱台
詞，叫正在約會的杜麗娘和柳夢梅
開門時說的是 「地方巡警查戶
口」 ；老秀才陳最良被嚇得暈倒，討金
娘娘命令手下給陳秀才做 「人工呼
吸」 ；地府判官審判時，表現一個男子
好唱歌，順口就讓他來了幾句 「好一朵
美麗的茉莉花」 。

不少觀眾反映，上、中、下三本
《牡丹亭》有八小時之長，這些 「無傷
大雅」 的搞笑細節，讓他們時不時得到

了紓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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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與香港同宗同
源，對於中華民族的傳統
藝術表現形式，香港同胞
很容易理解和接受。香港
崑曲粉絲眾多，資深 『崑
蟲』 逢崑戲必捧場。」 谷
好好稱，以往演出時，剛
下車就會有香港戲迷圍着
要簽名，關心演員到香港
適不適應，吃得好不好，
有戲迷甚至把每一場演出
都整理成畫冊收藏，演員
都覺得到香港演出就像回

家一樣。
2019年初，香港西九文

化區戲曲中心開台
啟用，上海崑劇團
成為內地第一家在
這裏上演大戲的院
團。2023年國慶，
上崑來到香港西九
文化區戲曲中心演
出實驗崑劇《椅

子》。
谷好好對

《大公報》記者
表示，上崑與香港文化
界和香港觀眾一次次的
「雙向奔赴」 ，讓彼此的緣
分延續至今。內地與香港高校就
有持續的崑曲交流合作。早在
2014年至2017年間，在內地與
香港大學合作開設的 「京崑通識課
程」 「京崑戲曲進階課程」 等項目
中，上崑青年演員時常前去給香港學
生們 「開小灶」 ，幫助他們更好地了
解和學習崑曲。四年之前，谷好好也
常以 「一個禮拜飛來一次」 的頻率來
香港給學生上課，現在學生們全部可
以登台演出，演唱《牡丹亭》等一些
經典曲目。除了教授課程，上崑還到
香港高校表演經典崑劇，激發學生對
崑曲的興趣，播撒崑曲的種子。

「未來，上崑將繼續積
極探索與香港高校在崑曲研
究、創作、表演等方面的
深入合作，共同推動崑
曲藝術的傳承和發
展。」 谷好好
稱。

一齣好戲花開兩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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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崑劇團
足 本 《 牡 丹
亭》明年3月
初將首次亮相
香港藝術節。

◀《牡丹亭》寫大
家閨秀杜麗娘和書
生柳夢梅由夢結
緣，續譜生死之戀
的傳奇故事。

▶足本《牡丹亭》
幕後排練照片。

◀國家一
級演員、
閨門旦羅
晨雪飾演
杜麗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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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麗 娘
痴情慕色，
一夢而亡。

▲ 地 府 判
官 審 判 麗
娘。

▶今年國慶，
上崑來到香港
西九文化區戲
曲中心演出實
驗 崑 劇 《 椅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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