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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

丁!盛

摘!要# 白先勇在青春版$牡丹亭%与新版$玉簪记%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其目标是"让昆曲的古
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核心是"古典为体'现代为用#* "昆曲新美学#主导下的几部作品'体现了很高的制作水准'获
得官方与学界盛赞的同时'也引发了戏迷的质疑* 本文从白先勇"昆曲新美学#的理论内涵与创作实践着手'结合多方观
点分析后认为'"昆曲新美学#是一种创作观念'而不是新的昆曲美学'如果要提到美学的高度来认识它'可以视为一种舞
台美学'不仅适用于昆曲'也适用于其他戏曲剧种*
关键词# 白先勇+!昆曲新美学+!青春版$牡丹亭%+!新版$玉簪记%
作者简介# 丁盛'艺术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主要从事戏剧史论研究* 电子邮箱! F2/E8,-/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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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联合制作了青春
版$牡丹亭%!"KK( 年"-新版$玉簪记%!"KK& 年"与$白罗
衫%!"K#$ 年"三部作品)对当代昆曲创作产生了重要影
响, 白先勇不仅善于策划与推广)而且善于总结与提炼)
先后主编了青春版$牡丹亭%与新版$玉簪记%的系列创作
评论集)从创作实践中提出了'昆曲新美学(的概念)在北
京-苏州-香港-台湾的大学开设以'昆曲新美学(为名称
的昆曲欣赏课程, 学界对白先勇主导的昆曲创作尤其是
青春版$牡丹亭%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涉及'昆曲新美学(
的研究不多, '昆曲新美学(是一种新的昆曲美学)还是

一种创作观念)尚未见有论及, 本文从'昆曲新美学(的
具体内涵出发)结合几部作品的创作)对这个问题进行
辨析,

一( &昆曲新美学'之概念

'昆曲新美学(源于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的创作实
践, 白先勇不是戏剧理论家)青春版$牡丹亭%开始排练
时)没有'青春版(的概念)也没有'昆曲新美学(的理论)
他是一边做一边梳理总结)最后形成理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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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建国以后的昆曲演出有过一个短暂的繁
荣)出现了$十五贯%这样'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美谈)
但接下来的'文革(十年)昆曲绝迹于戏曲舞台, 进入新
时期后)昆曲创作演出得到恢复)尤其是 "KK# 年昆曲被联
合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述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后)昆曲创作和演出一片繁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
时期,

但是)新世纪前后的昆曲并没有找到一个吸引更多
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进剧院来看戏的着力点, 白先勇认
为)'如果一门表演艺术没有年轻的观众)它不会有生命
力的)会越演越老化下去, 年轻观众非常重要)现在昆曲
的危机不仅是表演老化)而且观众也老化( !'昆曲新美
学( )", 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白先勇认为是'它的演出
方式与现代观众的艺术需求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所以它
的整个舞台美学与现代主流的审美观念也随之产生了差

距()一直萦绕在他心中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存活了六
百年的古老剧种重新搬到二十一世纪的舞台上让它再放

光芒(!'昆曲的美学价值( #($#(%", 他希望通过青春
版$牡丹亭%等剧目)把传统文化的美召唤回来)把年轻人
召回剧院)促进文化认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这就对昆曲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保持昆曲的
遗产属性)又要与现代剧场-现代舞台美学对接, 明清时
期的昆曲)主要在厅堂红氍毹或是古戏台上以'一桌二
椅(的方式演出)除了必要的砌末)基本上没有布景)观众
多为近距离的欣赏, 进入工业化时代后)传统的古戏台
被现代剧院取代)伸出式三面舞台被西式镜框式舞台取
代, 现代剧院有着现代化的舞台机械与灯光设备)而且
多为千人大剧场)与传统演出场所不可同日而语, 社会
环境变了)演出条件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也随之变了,
今天的观众)看着好莱坞大片-玩着电子游戏长大)对舞
台演出的视觉要求自然不一样了,

面对社会环境和观众的变化)昆曲演出不能一成不
变)几百年一副面孔, 白先勇认为)每个时代的演出方式
都有其独特的美学)'一种表演艺术它如果要存在-要发
扬-要光大的时候)必须反映当时一些观众的审美观(
!'昆曲的新美学!上"( #K'", 昆曲要根据客观环境的
变化而变化)但是在变的时候)它的根基不能丢掉, 白先
勇指出*'昆曲有它自己的一套美学)基本上它是抽象的-

写意的-抒情的-诗化的)这几个是不会变的(!'昆曲的新
美学!上"( #K(", 因而)白先勇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古
老的昆曲在现代舞台重放光芒)又不伤及昆曲的古典美
学)回顾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时)他说*

我的原则是要做到正宗'正统'正派$让昆
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化剧场互相接轨$让传统
与现代的文化对接& 尊重传统而不因袭传统$
利用现代而不滥用现代%古典为体$现代为用&

剧本不是改编$只是整理$保留原著的精髓$只
删不改& 唱腔原汁原味$全依传统$只加了些烘
托情绪的音乐伴奏& 服饰布景的设计讲求淡雅
简约$背景采用书画屏幕$留出足够的空间便于
演员表演$绝对不把话剧里写实的布景或者西
方歌剧音乐剧里热闹的东西用到昆曲上来&
(吴新雷!白先勇 &*)

这段话概括了白先勇创作的原则-目标与方法, 他
将'正宗-正统-正派(的作为创作原则)正宗意味着嫡系
相传-上有传承)正统意味着符合昆曲传统)正派意味着
是来自发源地的南派昆曲, 其目标是'让昆曲的古典美
学与现代剧场接轨()方法的核心是'古典为体)现代为
用(, 体与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体是内在的-
根本的)是第一位的)用是从生的)第二位的, 当代昆曲
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加入现代元素)但是古典遗产与现代
元素之体用关系不能颠倒)更不能伤及固有的昆曲美学,

青春版$牡丹亭%演出后)在海内外获得的成功超出
了白先勇的预期)他与创作团队在接受社会各方赞誉的
同时)对他们的创作实践进行了适当的总结)先后出版了
$牡丹还魂%!"KK( 年"-$姹紫嫣红2牡丹亭3###四百年
青春之梦%!"KK( 年"-$姹紫嫣红开遍* 青春版2牡丹亭3
巡演纪实% !"KK) 年"与$圆梦* 白先勇与青春版2牡丹
亭3%!"KK$ 年"四本创作与演出评论集, 这时'昆曲新美
学(的概念还没成型)但主体内容已经有了,

青春版$牡丹亭%之后)白先勇与苏州昆曲推出了新
版$玉簪记%)制作的美学观念更进一步)正式提出了'昆
曲新美学(的概念, "K#K 年白先勇在$艺术评论%上发表
$昆曲新美学###从青春版2牡丹亭3到新版2玉簪记3%
一文)指出这种新美学的本质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把
一些现代元素放进去)同时不伤害传统精神(!$", 次年)
在其主编的$云心水心玉簪记* 琴曲书画昆曲新美学%一
书中)他开宗明义地表述了这一新美学的内涵*

我们决定新版+玉簪记,整体高雅风格$恢
复昆曲!雅部"的原貌$而以中国文人雅士的文
化传统***琴曲书画为基调& -../昆曲的音
乐唱腔'舞蹈身段犹如有声书法'流动水墨$于
是昆曲'书法'水墨画融入一体$变成一组和谐
的线条文化符号$这便是我们在+玉簪记,里企
图达成的昆曲新美学的重要内涵& (!琴曲书
画" ))

之后)白先勇在其他场合又作了补充阐述*

我们的文化是线条文化$我们的书法是线
条的$我们的绘画也是线条的$昆曲也是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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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看昆曲那些舞蹈$那些水袖动作$你把它
画下来$就是一幅狂草$而且那个笛音就像抛物
线似的$都是线条的& 整个这种书法'佛像'昆
曲都是符号$还是统一的& 所以我们用在一起
的时候$有一种和谐感$互相的加大了$这就是
我们在追求的昆曲新美学& (!昆曲的新美学
(下)" *)**$)

从白先勇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昆曲新美学(发端于
青春版$牡丹亭%)在新版$玉簪记%后正式提出)其内涵可
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以昆曲'抽象-写意-抒情-诗
化(的美学原则为根基与出发点+二是古典与现代融合)

古典为体)现代为用)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
轨+三是古典与古典的融合)把琴曲书画这些古典元素融
合在一起)创造抽象写意之美的极致)恢复昆曲'雅部(的
原貌, 青春版$牡丹亭%的重点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新
版$玉簪记%的重点则是传统与传统的融合)即琴曲书画
的融合,

倘若将'昆曲新美学(归结为一个字)那这个字就是
'美(, 白先勇是一个爱美之人, 昆曲过去是精英文化-

高雅文化的代表)其文词-表演与音乐)在他眼里是美得
不得了, 但当代许多昆曲演出)舞台过于简陋)服装不够
美)灯光也只是解决照明)缺乏现代审美意识, 为此)白
先勇希望以一种新的理念来改造昆曲的舞台呈现)昆曲
本身高雅的地方不变)将其不够雅-不够美的地方雅化-
美化)目的是呈现一个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从内到外都
美而且雅的昆曲,

当代舞台艺术创作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需要不同
的专业人员协同合作)白先勇深知这一点, 他指出'昆曲
新美学(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创造)'我并非昆曲界出身)

制作昆曲虽然有一个主轴的大观念)但我也很注重行家
的建议)像张继青-汪世瑜-岳美缇-华文漪等等)都是毕
生浸淫在昆曲中的艺术家)还有张淑香-华玮等研究中国
戏曲艺术的学者)王童-王孟超等对舞台美学有独到见解
的专家)我综合他们的意见)调和鼎鼐)经过多次实验改
进)然后成形, 这是团队合作的创新)不是我一人的主
观-妄自大胆,(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我身为制作人必
须担负最后的成败责任)我对美的追求是不可妥协的(
!陈怡蓁 #%", 虽是集众力所成)但不难看出白先勇在其
中发挥的主导作用, 事实上)每部作品上演之后的阐述
与总结)他也是整个团队中用力最多的人,

二( &昆曲新美学'之实践

'昆曲新美学(是白先勇从创作实践中提出的理论表
述)讨论这个问题时)除了厘清其概念与内涵)还需要对
相关创作实践进行一番考察)完整地理解与把握这个概

念的实质)为相关后续讨论作好铺垫, 对青春版$牡丹
亭%等三个按照'昆曲新美学(理念创作的剧目)可以从剧
本整理与舞台呈现两个方面来考察,

'昆曲新美学(关照下的文本整理)或是只删不改)舍
弃与情节主线关系不大的枝节)掸去传统文本的灰尘)让
其意义更好地呈现于今天的观众面前)或是做适当改编)
重新发掘传统文本的现代意义, 传统昆曲剧本有墨本与
台本之分)前者为文学剧本)由文人创作)后者为演出本)
由艺人在演出实践中重新整理而成, 某个古典作品如果
墨本与台本俱存)今人整理剧本时)可以从墨本出发)也
可从台本出发)从墨本出发可以参考台本)从台本出发也
可参考墨本, 青春版$牡丹亭%依墨本整理)将原著五十
五出按'只删不改(的原则整理成'梦中情( '人鬼情(与
'人间情(三本)计二十七出, 如从台本出发整理文本)往
往在传统折子戏基础上)根据剧情需要适当增补数折)连
缀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习惯上称之为小全本戏, 白
先勇携手苏州昆剧院制作新版$玉簪记%与$白罗衫%之
前)上海昆剧团与江苏省昆剧院分别有这种小全本的$玉
簪记%和$白罗衫%)前者包括$下第% $琴挑% $问病% $偷
诗%$催试%与$秋江%六折)后者包括$井遇% $庵会% $看
状%$诘父%四折, 新版$玉簪记%以上海昆剧团的演出版
本为基础进行整编)突出书生潘必正与尼姑陈妙常爱情
故事的'圣与俗-空与色-精神与情欲的相对辩证( !张淑
香 #$(", 以$投庵%取代$下第%)让潘必正来投庵时与陈
妙常一见倾心, $催试%一折二人偷情败露后)增加了尼
姑们暗地里议论纷纷的情节)突出圣与俗-色与空的矛盾
冲突, 新版$白罗衫%以$缀的裘%所收折子戏为基础整
编)包括$应试%$井遇% $游园% $梦兆% $看状% $堂审%六
折)重塑了徐能的人物形象, 其中$堂审%一折为编剧新
写, 两衫合一真相大白之后)徐能先是以双亲健在为由
请求徐继祖放他一马, 为报十八年养育之恩)徐继祖放
了徐能, 然而)徐能不忍心徐继祖因此自毁前程)返回公
堂认罪自杀了, 这一改动)突出了徐能从杀人不眨眼的
江洋大盗到心怀慈爱的父亲以及自我反省-认罪的心理
转变过程)人物形象变得高大的同时)也强化了作品的悲
剧意识, 这种整编策略)不仅融入了整编者的现代意识)

还考虑到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赋予传统作
品以新的解读视角与生命力,

与文本整编相较)这三部作品的二度创作更充分地
体现了'昆曲新美学(的要义)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以尊重昆曲美学为前提)
在舞台设计-服装-音乐以及舞台表演等方面融入了创新
元素)看上去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传统昆曲采用'一桌二椅(的演出形式)舞台是一个
空的写意空间, 如何在现代大舞台上保持这种写意性而
又不至于空荡荡)对主创团队是一个考验, 白先勇认为*
'$牡丹亭%是神话故事)整出戏是个梦境)如何拿捏好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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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之间的比例是成功的关键)也成为每折戏的最高美学
原则(!陈怡蓁 ##", 为此)他画了个图给舞台设计王孟
超)标明每一折戏的虚实比例, 青春版$牡丹亭%里没有
用具象化的背景)而是通过书法-绘画以及投影营造了一
个写意的舞台空间, 这种设计美学)在新版$玉簪记%和
$白罗衫%得到了延续, 如$白罗衫%基本上沿用折子戏
'一桌二椅(的传统形式)只增加了虚化的多媒体背景和
一个后区小平台,

在这样的舞台空间里)导演从演出的整体性出发对
演员表演作了相应的处理, $牡丹亭%$玉簪记%与$白罗
衫%是昆曲舞台上经常上演的剧目)$缀白裘%收入三剧折
子戏不等)大部分折子戏的表演有传承下来)如$惊梦%
$寻梦%$叫画%$看状% $琴挑% $偷诗% $秋江%等)至今不
仅能演出)而且仍受观众的喜爱, 汪世瑜-翁国生与岳美
缇都是熟悉昆曲场上表演的艺术家)他们作为导演对表
演指导的任务)一是加工传统折子戏)二是让'捏(出来的
新戏表演上与风格上尽可能往传统折子戏上靠, 为了整
体的舞台效果)青春版$牡丹亭%与新版$玉簪记%对传统
折子戏的表演做了新处理, 郑培凯主编的$普天下有情
谁似咱###汪世瑜谈青春版2牡丹亭3的创作%一书)详细
记录了青春版$牡丹亭%中汪世瑜对传统折子戏的创新处
理)此处不再赘言, 新版$玉簪记%的导演翁国生)在传统
经典折子戏的基础上)重新构想了$投庵%$催试%$秋江%
三折戏的整体结构)增设了十二名年轻小尼姑作为群像
符号和场面衬景)以她们的唱念做舞贯穿全剧, 此外)他
重新编排了$秋江%一出)把剧中人物的内心激情通过外
化的江中追舟的舞台场面-身段技巧和大开大阖的舞蹈
表现出来)以复杂的肢体语汇形象化地营造出了一个水
波荡漾-波涛起伏的水上世界与主人公之间紧紧相连的
情感天地!翁国生 "'&#(K",

服装设计也是'昆曲新美学(的重点)其总体方向是
在传统服装的基础上进行雅化)即服装样式基本不变)但
在绣花图案-色彩方面做全新设计, 如$牡丹亭%的花神)
白先勇指出*'我看过很多版本的$牡丹亭%)有的花神仿
佛是一群宫女)拿着塑胶花晃啊晃)让人感觉根本不像下
凡的仙子, 还有的走到另一个极端)一群演员穿着透明
的薄纱)载歌载舞)好像舞女(!'昆曲新美学( %", 青春
版$牡丹亭%的十二位女花神)不拿塑胶花)披风上面绣着
一年四季不同季节开的花)全为精美手绣)整体和谐而又
有不同)让花神形象的视觉美感大为提升, 三位男花神
的设计)则从楚文化的出土文物中获得灵感)手拿招魂幡
的飘带)'惊梦(在春天)使用绿飘带)'离魂(是白飘带)
'回生(是红飘带)与生而死-死而生的剧情相呼应, 青春
版$牡丹亭%的服装设计方向是淡雅)新版$玉簪记%则是
淡雅加简约, 陈妙常的传统服装是菱形图案的百衲衣)
全新设计的服装则代之以淡雅的莲花图案)人物形象也
为之一变,

唱腔音乐方面)总的原则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适
度创新, 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时白先勇指出)'唱腔原汁
原味)全依传统)只加了些烘托情绪的音乐伴奏,(事实
上)音乐的创作要复杂得多, 音乐家周友良集青春版$牡
丹亭%唱腔整理-音乐设计与配器于一身, 唱腔整理方面
他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经典唱段基本不动)对不常演出
的-人们不是太熟的唱段)在不影响原有风格的情况下抽
掉了一些板眼)使之节奏紧凑更为流畅)如$冥誓%中的
6太师引7等)二是重写小部分唱腔与情节相悖的曲子)如
下本$圆驾%中的6南双声子76北尾7)三是新写$标目%中
6蝶恋花7这样$纳书楹曲谱%里没有工尺谱的曲子, 音乐
设计方面)周友良从6皂罗袍76山桃红7两个曲牌提取最
具代表性的旋律来加以发展完善)通过各种不同的变奏
手法)形成杜丽娘与柳梦梅的主题音乐)贯穿全剧, 配器
写作方面)他注重突出昆曲清-柔-雅的风格)也突出了一
些特色乐器的作用)如高胡的运用)委婉抒情的音乐主题
常常以它独奏的形式出现,!

周友良的创造性工作)为青
春版$牡丹亭%增色不少)研究昆曲的学者)懂音乐的少)
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第二)传统与传统的融合)体现在书法-绘画-古琴与
昆曲的融合上,

青春版$牡丹亭%里)空灵的舞台中加入了中国书法
与绘画)营造一个有别于传统折子戏的演出空间, $训
女%一场)杜宝出场时)舞台背景是董阳孜的行草书写的
诗句*'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
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分四幅挂设, $闺塾%的背景是
奚淞的水墨绘画)内容是梅-兰-竹-松)$惊梦%的背景则
是柳枝图, 可以看到)书法与绘画在青春版$牡丹亭%里
作为布景的一部分)起到装饰演出空间的作用, 在新版
$玉簪记%里)书画'不再只是布景)而是随剧情表达人物
的内心情绪的(!陈怡蓁 #'", 第一折$投庵%的开场)背
景用的是小楷写成的大段$法华经%)女主角来投庵时)背
景变成草书的'净(字)接着男主角投庵)僧俗相见)背景
变成了'荷(字, $问病%一折)舞台上垂空悬挂'色不异
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条幅, 最后一折$秋
江%)背景则是三幅一组的草书'秋江()紧扣剧情推进变
化)一幅比一幅更抽象)最后漾为江水的背景, 绘画的运
用与书法相似)如$偷诗%中用了奚松画的白描观音-佛手
与莲花为舞台背景, '佛手执莲(的形象随着主人公心理
活动的变化而变化*'当妙常独居卧房时)佛手捻着莲花
骨朵+当必正偷诗看到后洞察到了妙常的芳心之后)佛手
中托着的莲花则半开半合+而当陈-潘二人互明心意时)

佛手中的莲花则呈现完全绽放的姿态( !翁国生 "("",
古琴的融入在$琴挑%一折, 陈妙常与潘必正抚琴时)伴
奏中加入了两处琴曲)由古琴演奏家李祥霆用唐代宝琴
'九霄环佩(演奏)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丰富了音乐可
听性, 琴曲书画的融合将古典的元素重新作了安排)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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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

予它们以新的生命)看似没有多少创新)却促成了'昆曲
新美学(的诞生,

三( &昆曲新美学'之辨析

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在创作实践中发挥了主导作
用)掸去了传统文本的灰尘)重新发掘传统故事的现代意
蕴)更重要的是按照当代审美观念的要求改造传统昆曲
的舞台呈现方式)从而让昆曲的古典美学与现代剧场接
轨, 厘清了这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昆曲新美学(是一
种新的昆曲美学)还是一种创作观念)抑或二者兼而有
之. 这个问题容易引起误解)需要辨析一下,

讨论昆曲美学)先要了解戏曲美学, 已故学者陈多
将戏曲的美学特征归纳为*'舞容歌声)动人以情)意主形
从)美形取胜(!*%")这十六个字概括了戏曲的基本样式-

表达内容-表现方法与技巧特点, 昆曲作为戏曲大家庭
中的一员)不仅应该符合这个美学特征)也应该有不同于
其他戏曲剧种的美学特征)即昆曲之所以为昆曲的艺术
规律, 当前研究戏曲美学的著作多)研究昆曲美学的著
作少)笔者所见只有朱恒夫的$昆曲美学纲要%)该书从文
学-表演-音乐-舞台美术以及喜剧-苦戏的几个方面对昆
曲之美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结语里将昆曲美的质素归纳
为八个字*'圆融-雅致-合度-诗化( !#&*", 白先勇将昆
曲美学原则同样归纳为八个字*'抽象-写意-抒情-诗化(
!陈怡蓁 #K", 朱恒夫作为戏剧理论家)对昆曲的组成要
素与审美效果全面论述后总结出昆曲美的质素)白先勇
作为文学家)从他自己感性的体悟出发概括出昆曲美学
原则)二者路径不同)都触及到了昆曲何以美的本质,

与昆曲美学!或美的质素"相比较)'昆曲新美学(的
提法'新(在何处. 或者说)'昆曲新美学(有哪些方面与
昆曲美学不同. 这个问题涉及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昆
曲传统, 笔者认为)昆曲传统是数百年昆曲发展历程中
由历代文人-曲家与艺人共同创造-积累下来的关于昆曲
文学-声律-表演与舞台美术的规则与范式)以及为了确
保场上艺术的整体性与一致性而形成的四者之间相互匹

配与制约的美学原则, 具体而言)昆曲传统包括四个方
面###声律传统-文本传统-表演传统与舞台美术传统,

这四个方面服从于一个美学原则)即白先勇归纳的'抽
象-写意-抒情-诗化(, 昆曲的美学原则与声律传统-文
本传统形成后具有稳定性)属于昆曲传统中的静态部分)
而表演传统和舞台美术传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属于
昆曲传统中的可变部分,"

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以昆曲美学为出发点)在两
方面创新)一是传统与现代融合)二是传统与传统融合,
其主要用力于昆曲传统中的可变部分###舞台美术传统
与表演传统)通过创新元素的加入)让舞台呈现符合现代
审美观念)对昆曲传统中的不变部分###文本-声律与美

学原则没有做改变)而这也恰恰是白先勇认为不应该变
的地方, 因此)'昆曲新美学(没有拓展昆曲美学的内涵)
仍然在昆曲美学的范围之内)因而不是一种新的昆曲美
学, 那么)'昆曲新美学(是否拓展了昆曲传统. 目前还
不好说)这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所有的创新需要创作
者-表演者与观众共同认可并在今后的昆曲创作与演出
中自觉使用)从而形成固定的艺术语汇)才能融入传统-

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而拓展之,
如果要从美学的角度来认识白先勇的 '昆曲新美

学()可以称之为一种舞台美学, 这种舞台美学并不等同
于'昆曲美学(, 从本质上而言)白先勇的'昆曲新美学(

是从创作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创作观念)目的是创作
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戏曲作品)这不仅可用于昆曲)也适
用于其他戏曲剧种, 当代昆曲创作的主流观念是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创作实践中经常被理
解为一种比例关系)'昆曲新美学(中'传统为体-现代为
用(的理论表述)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理解较为全面与
深入)为当代昆曲创作的现代化指出了方向,

在'昆曲新美学(理念下创作的青春版$牡丹亭%-新
版$玉簪记%与$白罗衫%)总体上呈现了比较高的制作水
准, 然而)'传统为体-现代为用(的原则)在具体创作时
并没有完全得到贯彻)有些做法甚至背离了传统, 这方
面的质疑声音)主要来自观众)以戏迷'南北昆(和'巴乌(
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以下择取与本文论题相关的方面略
为述之,

首先)从继承昆曲表演传统来看)'南北昆(认为青春
版$牡丹亭%对$惊梦%里对6山桃红7表演身段的改动)在
传统范式的继承上存在着致命的缺点!'白先生(", 对这
一改动)汪世瑜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历来6山桃红7的表
演基本上是淡雅-含蓄的, 即使柳梦梅与杜丽娘亲密得
4和你把领口松-衣带宽-袖梢儿揾着牙儿苫也)则待你忍
耐温存一晌眠5)也只是拉拉水袖)荡荡脚)点到即止(
!'普天下( (%", 这样的表演他觉得不够)因为柳梦梅在
杜丽娘梦中出现)象征着杜丽娘对生命-青春-爱情与性
爱的渴望)应该在表演上具体化, 为此)他改动了传统的
表演身段)'整个舞台充满二人的情爱)强化了水袖的舞
动力)把抖-翻-飞-扬-甩-转-绕-勾-搭等水袖功能发挥
到极点, 在舞台上出现的相拥-相磨-相亲-相爱-仰背-

旋转-推磨-又不时把水袖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梦中恋人
的浓情-狂欢)与日常的人伦和唯美写意浑然一体)使观
众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往返流连(!'普天下( (%#(*", 戏
迷'巴乌(指出)这样的处理)放弃传统程式身段不用)忽
视了昆曲表演内敛含蓄的风格特点 !'说两句 4白牡
丹5(", 汪世瑜作为表演艺术家与导演)从戏的可看性与
表现人物内心的要求出发)热辣地呈现杜丽娘的爱与欲)
'南北昆(和'巴乌(从昆曲典雅含蓄的美学风格出发)认为
这种改动在传统表演范式的继承上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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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昆曲舞台表演手段的创新提升来看)'南北
昆(认为)蔡正仁用小官生的发声去处理巾生的念白和唱
腔)是一种舞台表演的创新提升)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
$玉簪记%拿不出这样的例子来说服观众)人工刺绣的服
装-名家书法与绘画-九霄环佩琴)'这些都是和昆曲舞台
节奏毫不相干的东西)0//1把观众的注意力从演员表
演上不断转移)令他们无从体会昆曲固有的表演节奏带
来的真正美感(!'+3S-M3/12/;-F. G-2/ M3/12/;2/E8(",

与笔者交流时)'南北昆(指出)青春版$牡丹亭%和新
版$玉簪记%放弃很多有保留价值的昆曲舞台表演传统)
掺入了不少非昆曲的元素)偏离了昆曲的基本舞台形态,

那些通过青春版$牡丹亭%开始观看昆曲的观众)'实际上
被领入了昆曲的隔壁###虽然是邻居)但毕竟不是一家(
!'白先生(", 这种批评比较激烈)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因而)有必要对白先勇的创作观念作进一步探讨)比
如'琴曲书画昆曲新美学(的提法, 古琴-书法与绘画这
些传统艺术)融入昆曲演出后)是否如白先勇所说那么和
谐. 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

新版$玉簪记%里)剧中人抚琴而歌时)用古琴作为伴
奏)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无疑是好的, 然而)书画融入
演出后的效果)有时并不理想, 新版$玉簪记%里代表女
主人公心情'秋江(二字)尽管是灵动的草书)但作为舞台
背景占据观众视觉的主体)抢了演员的戏, 传统折子戏
的演法)背景是中性的守旧)守旧与表演不发生关系)演
员以桨代舟)表演出江上追舟的戏剧情境)观众需要调动
想象来参与才能完成戏剧时空的建构)进而达成戏剧审
美, 有了'秋江(的背景后)舞台上多了一种视觉语汇)美
是美了)但是观众也为此不得不去理解背景的含义及其
与表演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反而不利于观众进行戏剧审
美, 再如$偷诗%一折里白描'佛手执莲(的背景图)是人
物内心的图解与外化)随女主人公心理的变化而变化)也
是同样的问题,

琴曲书画这些传统艺术)它们的共同的特性是抽象
写意, 将它们叠加在一起)如果融合不好)不仅不利于看
戏)还容易改变舞台空间的性质, 传统戏曲舞台上结构
场次的方法是'转场戏()'舞台上不存在独立的-固定的
舞台空间)而且依附于剧中人的表演)并随之流4转5-分
割-缩小和放大(!陈多 $")演员一个转身或是跑个圆场)

舞台空间就变了, 青春版$牡丹亭%三部作品)舞台空间
大多由布景确定)独立于演员的表演的而存在)如前文提
及的$训女%$闺塾%$问病%$秋江%等场次加入字画背景)
舞台空间在演员上场前已由布景确定)而且它的位置与
大小是固定不变的, 这样舞台上结构场次的方式就变成
了'定场戏(, 从'转场戏(变为'定场戏(后)舞台空间从
一个假定性的可变空间)变成了一个确定性的不可变空
间!通过换场的方式变换空间", 这样的空间建构在与表
演发生关系后)昆曲的外在形态也随之不同了, 相比那

些在写实布景里跑圆场的做法)青春版$牡丹亭%等作品
没有往写实方向发展)总体上把握住了传统昆曲的写意
抒情的特性)但与当前多数戏曲创作的做法一样)变'转
场戏(为'定场戏()偏离了传统昆曲舞台上结构场次的方
法与昆曲的舞台美术传统,

结E语

当代昆曲的主要任务)一是传承)二是创作, 传承旨
在保存遗产)创作旨在为昆曲的发展做出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贡献, 正是历代文人-艺人与曲家的不断创作)才
形成了如此丰厚的昆曲遗产###文本-曲谱与场上表演
的规范, 所以)在传承之外)今人的创作同样关系到给未
来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当今的昆曲创作)除了少数按照
'一桌二椅(的传统方式演出)大多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
历程, 当代昆曲创作该如何现代化. 白先勇的'昆曲新
美学(及青春版$牡丹亭%等作品创作实践)为我们提供了
案例, 作为一种创作观念)'昆曲新美学(对传统与现代
的关系的表述###'传统为体-现代为用()是较为全面与
准确的, 作为一种舞台美学)'昆曲新美学(试图拓展昆
曲传统的可变部分)将'一桌二椅(的传统演出方式与现
代剧场-现代观念结合)探索一种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昆
曲演出方式, 白先勇对当代昆曲的创作实践-传播推广
与观众培育是有贡献的, 青春版$牡丹亭%等作品)虽然
存在一些问题)但白先勇及其主创团队从总体上提高了
这些传统剧目的创作与制作水准)这也是大家都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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