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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误区与现实选择

(((兼谈张曼君,新歌舞剧-的历史定位

李!伟

摘!要! 戏曲现代戏创作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理论误区" 一是把程式性作为中国戏曲的一大特征!进而认为!戏曲现
代戏创作如果不实现程式化!就不是戏曲$二是把行当化视为戏曲的又一特征!进而认为!戏曲现代戏必须用行当塑造人
物!否则就不是戏曲$三是把%戏曲化&作为创作的目标!把%戏曲化&作为评价现代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然而对什么
是%戏曲化&却语焉不详# 但是这些理论误区并没有束缚戏曲现代戏创作的实践# 以张曼君为代表的戏曲导演!在现代
戏的创作实践中!创造了%新歌舞剧&现象# 这实际上是回到了传统戏曲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以%乐&为本位的综合艺术
形态上!从而突破了%程式化&%行当化&%戏曲化&的魔咒!探索出了戏曲现代戏创作与发展的新路#
关键词! 戏曲现代戏$!程式化$!行当化$!戏曲化$!乐$!新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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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从辛亥革命算起已经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基本上证
明用戏曲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现代生活是可能

的% 张庚$郭汉城先生都先后宣称戏曲现代戏

,已经成熟-!张庚#,社会主义- $&#"或,不断趋
向成熟-!郭汉城 $""#刘厚生先生也认为它已经
解决了,艺术创造-即形式与内容不协调的问题#
完成了历史使命!X"% 然而#戏曲现代戏应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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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更好地发展#还是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任何探索与实践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也必

然伴随着各种观点的争鸣% 在戏曲现代戏的创作
实践过程中#也是如此% 有些理论经过实践的检
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就继续运用到实践中去)
有些理论则有可能经受不住实践的检验#最后被
淘汰)还有些理论可能先被错误地批评#后来又被
重新审视$采用$焕发新的光辉% 这些都是正常现
象% 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反复中逶迤前行的% 本文
要做的#就是尝试检讨与戏曲现代戏创作有关的
几个理论问题#以期于实践有所裨益%

一

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误区之一是#把程式
性作为中国戏曲的一大特征#进而认为#戏曲现代
戏创作如果不实现程式化#就不是戏曲%

张庚先生把,程式性-作为中国戏曲的三大
艺术特征之一#他这样解释程式',程式#是戏曲
反映生活的表现形式%- ,表演程式#就是生活动
作的规范化#是赋予表演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格
式%-,它是生活动作的舞蹈化%-他还认为#,戏曲
的程式不限于表演身段#大凡剧本形式$脚色行
当$音乐唱腔$化妆服装等各个方面带有规范性的
表现形式#都可以泛称为程式%-并指出了程式化
对戏曲的重要意义',程式的普遍$广泛的运用#
形成了戏曲既反映了生活#又同生活形态保持若
干距离)既取材于生活#又!有"比生活更夸张$更
美的独特色彩% 离开了程式#戏曲的鲜明的节奏
性和歌舞性就会减色#它的艺术个性就会模糊%
因此#程式对于戏曲#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了
保持戏曲的特色#就必须保留程式%- !,中国戏
曲- &"然而傅谨先生在谈到戏曲现代戏创作时#
则指出了程式与现代生活的内在矛盾',如果我
们认同程式化是戏曲最为本质的艺术特征#不向
程式化方向发展的现代戏就只能是一个幻想-
!Y%"% 现代戏是否应该追求使用程式呢5 如果
现代戏不追求程式#那还是戏曲吗5

其实#任何成熟的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艺术
规范#即程式% 芭蕾有芭蕾的程式#歌剧有歌剧的
程式#律诗有律诗的程式#八股文有八股文的程
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泛称意义上的,程式-并不
是戏曲的艺术特征#而是所有成熟艺术形式都应

具备的,套路-和,章法-% 当我们说到戏曲的程
式时#往往就是指它的,表演程式-#而,表演程
式-无非是对某些生活内容的虚拟性表演的固定
化#它仍然是戏曲,虚拟性-艺术特征在表演上的
体现#只不过重点在因某些生活内容的,模式化-
而导致表演手段的,固定化-#比如武将披甲上马
的一套动作形成了戏曲舞台上,起霸-程式#这套
固定的虚拟动作具有某种,普适性-和,泛用性-#
只要在表现武将出场的场合都可以拿出来使用#
就好比汉语中的,成语-#既有典故$出处或高度
的概括性#又能适用于许多相似的场合% 当然#传
统戏曲表演不可能都由程式组成#程式表演还是
需要和大量自由的虚拟表演结合起来才能讲好一

个故事#正如我们说话$写文章不可能全用成语堆
砌而成#而需要和大量普通词汇一起表情达意一
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中的程式表演和一般
表演都是虚拟表演#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固定化的
而后者是自由而灵活的%

同样也如张庚先生所说#,程式都是直接或
间接来源于生活的-!,中国戏曲- &"% 程式这种
固定化的虚拟表演之所以大量存在#乃是因为我
国古代人民的生活本身有许多模式化的$礼仪化
的$同质化的内容#而且数千年来变化不大% 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贩夫走卒#既有各自相对稳定的
生活内容#又有明显的阶级等差#并且都在其起居
住行$言行举止$穿衣戴帽等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生活内容日益丰富多彩#世
俗化程度不断深入#表面的阶级差异不再明显%
高度模式化$礼仪化$同质化的生活内容只会出现
在某些极其特殊的时刻#比如婚礼和葬礼等#大多
数时候人们的生活是不拘一格的% 也许现代生活
中的某些内容在某些阶段还有极其相似的一面#
但这些内容常常还来不及稳定和沉淀就会被迅速

发展的$日新月异的时代所改变#比如通讯从过去
的打电话到后来的手机到今天的视频聊天等#交
通从过去的自行车到公交$小车到高铁$飞机等#
日常工作从过去的手动到机械化到全自动等#没
几年就会发生各种更新换代$各种花样翻新#将这
些内容进行自由的虚拟表演尚可#但进行固定的
程式表演几乎不可能%

事实上#从艺术实践上看#表演程式化的程度
也是各不相同的% 一般来说#表现古代生活的#程
式化程度会高一些#表现现代生活的#程式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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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低一些)表现贵族生活的#程式化程度会高一
些#表现民间生活的#程式化程度会低一些% 体现
在不同的剧种上则是#梨园戏$昆剧$京剧等历史
比较悠久的#比较多地表现古代社会$才子佳人$
帝王将相的生活的#表演的程式化程度就会高一
些)而黄梅戏$越剧$沪剧$评剧等表现民间生活的
现代新兴戏曲#表演程式化程度就会低得多% 而
有些戏曲现代戏中新创的某些表演#如打电话舞$
拉洋车舞$开小车舞等#由于没有长期的普遍的适
用性#其实最多也只能算现代生活的虚拟表演#而
不能称为新的,程式-% 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新兴
剧种的程式化程度不高和现代戏的新创表演还不

是程式#就不能称之为戏曲%
总之#表演程式的确在某些古老的戏曲剧种

中大量存在% 但必须注意#并非所有的戏曲都有
严格的$高度的程式)程式也并非戏曲与生俱来的
特征% 许多所谓程式实际上是某些传统生活内容
的比较固定的音乐化$虚拟化$节奏化即歌舞化表
演% 如果生活变化了#多样了#就难于用比较固定
的程式化动作表现了#但依然可以用虚拟的$音乐
化的$节奏化即歌舞化的方式来表现% 当用这种
歌舞的方式表现现代生活的时候#可能会形成新
的程式#也可能形成不了新的程式#但只要有歌舞
的特征#即音乐化$节奏化$虚拟化的特征#就依然
可以认为是戏曲% 这样#就不存在说现代戏一定
要追求程式化的问题#傅谨先生的问题其实也就
不成问题了%

二

与程式化紧密相连的是另一个概念' 行当
化% 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误区之二是#把行当
化视为戏曲的又一特征#进而认为#戏曲现代戏必
须用行当塑造人物#否则就不是戏曲%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这样解释
,脚色行当-',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体制% 或作
角色行当% 史称脚色$部色#昆曲称家门#通称行
当#简称行% 有双重含义' 它既是戏曲中艺术化$
规范化的性格类型)又是带有性格色彩的表演程
式的分类系统% 这种表演体制是戏曲的程式性在
人物形象创造上的集中反映% 戏曲表演在创造人
物形象时#既要求性格刻画的真实$鲜明#又要求
从程式上提炼和规范#因而唱念做打各类程式无

不带有性格的色彩)经过长期的艺术磨练#性格相
近的艺术形象及其表演程式$表现手法和技巧逐
渐积累$汇集而形成行当%-!

解玉峰先生认为,脚
色制对中国戏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XY"#并指
出,京戏在近代走向名角龙套制的畸形道路以及
当代许多新编戏因话剧观念的影响有意淡化脚色

制#皆不宜视为中国戏剧自身演进的必然结果%
假如脚色制为中国民族戏剧之根本#离开了脚色
制#我们又该到何处去找寻中国戏剧呢-!V&"#几
乎把脚色制的兴废和戏曲的存亡直接画等号了%

以行当为中介塑造人物形象是中国戏曲不同

于西方话剧的鲜明特征% 张庚先生说',戏曲表
演艺术与其他艺术所要遵循的共同规律是要在生

活中间去寻求创作的源泉#寻求人物% 戏曲表演
艺术的特殊规律#就是通过0行当1和0流派1的手
段#创造舞台色彩鲜明浓烈的人物形象%- !,漫
谈- $F#"王安祈先生对此亦有深入论述',斯坦
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表演方法是以0体验1为主#
训练过程包括形体与心理#形体方面明确要求肢
体$声音$体态$姿势的肖似#心理方面也强烈要求
演员必须设身处地的想象所饰人物的内心#形体
与心理二者必须统一#而表演时则引出记忆中的
情绪#是一套0重新经历的创造过程1#演员将自
我融入角色之中#以角色自居而体验出外部动作%
体验派的表演以0来自生活$贵在真实1为准则#
0演员(((剧中人1之间无须通过程式规范的关
卡#这套表演和戏曲表演在本质上的不同#或可以
下图简单表示' !%"戏曲' 演员(((角色!各行当
表演程式"(((流派!流派宗师表演个性与气质
风格"(((剧中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演员!体验重新经历的创造过程"(((剧中人%-"

斯坦尼体系在塑造人物时#不需要通过脚色行当
这一中间环节#这是与中国戏曲最大的不同%

在戏曲表演中#每个人物都属于生旦净末丑
中某一个行当#每个演员从学戏之日起#就明确地
归属于某个行当!甚至流派"#每个行当都有属于
自己行当的一套表现人物的表演程式或独特手

段% 因此#行当化是中国戏曲特有的表现手段#当
然是中国戏曲的重要特征%

但在戏曲现代戏创作中要求行当化与现代生

活表现$现代人物塑造是有矛盾的% 行当意味着
根据人物的年龄$性别$身份$性格等将角色分为
生旦净丑等若干大类#每一大类下再分为若干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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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别% 然后每个剧中人物根据其特点对应由某
个行当来表演!应工"% 实际就是把每个人物先
分门别类#然后再,类型化-地表现出来% 然而现
代生活丰富多彩#现代人物性格多样#现代戏剧要
求从人物的个体复杂性出发#追求人物塑造的真
实性$丰满性与独特性#追求塑造,圆形人物-#最
排斥的就是人物塑造的,类型化-与,扁平化-#因
此与行当化的理念是格格不入$背道而驰的% 戏
曲行当是将生活拉开一段距离来观照的艺术#我
们很难想象时间和空间上都离我们很近的现代人

物通过勾脸谱$挂髯口来演绎%
那么#行当化演员训练体系是否还有存在的

必要5 回答是肯定的% 戏曲演员在学习的过程
中#仍然必须分行当学习相应的表演程式#同时对
于天分高的演员如果能够跨行当地学习相邻行当

的表演程式#对于今后塑造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
将大有裨益% 为了塑造丰富复杂的人物#可以尝
试打破行当#运用多种行当的技巧塑造丰富多元
的人物形象% 在这方面#现代京剧*骆驼祥子+里
黄孝慈$陈苍霖的表演#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
修+里尚长荣的表演#都是化用不同行当的表演
技巧塑造丰富人物形象的成功先例% 但对于表现
不断变化的现代生活与塑造不断深化的现代人物

而言#,跨行当化- ,泛行当化-都只是过渡阶段#
,去行当化-恐怕将成为必然%

但这是否意味着就取消了戏曲呢5 回答是否
定的% 中国戏曲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行当的#而是
经过多年的积累$探索之后形成相对稳定的行当%
这种行当化的表现手法和程式性的表演动作一

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形态在戏曲艺术上
的反映% 现代社会生活大大地发展变化了#急遽
地丰富多元了#那么#用来表现它的戏曲艺术也应
该相应地发生变化% 不必为了戏曲的行当化而把
现代丰富多彩的圆形人物硬性地装入行当化的模

板里#而应该有效地利用$化用行当化的传统资
源#萃取不同行当的技巧演绎具有丰富个性的现
代人物%

三

与前面两点相联系并进一步的是#戏曲现代
戏创作的误区之三' 把,戏曲化-作为创作的目
标#把,戏曲化-作为评价现代戏成功与否的重要

标准#然而对什么是,戏曲化-却语焉不详%
,戏曲化-是一个内涵不清$似是而非的词#

但一度却是新创戏曲的一种无上的标准#任何艺
术创新都会在,戏曲化不够-,京剧不姓京-,越剧
不姓越-等批评面前败下阵来%

所谓,戏曲化-无非是说一部新戏应该像戏
曲% 既然是,像戏曲-#一定是像,已有的-戏曲%
既然是像,已有的-戏曲#那就是希望戏曲最好不
要有变化#或者是变化不要太大#还有很多原来的
痕迹#否则就不是戏曲了% 这种从某种意义上否
定戏曲有表现现代生活$现实题材的必要性的观
点#其实已经被历史实践所否定% 历史已经证明#
戏曲变得不像以前的戏曲了#也仍然还可以是戏
曲% 根据路应昆先生的研究#,粤剧在民初- ,大
量编演紧贴现实的新剧以替换老套故事#脚色行
当从十大行变成了0六柱制1#唱念语音以粤语代
替0官话1#唱法改假嗓为平喉#唱腔不再以梆黄
!梆子$二黄"为主#而是大量吸纳小曲$0时代曲1
乃至外国歌曲之类#伴奏引入了萨克斯等西洋乐
器#舞台美术也花样百出#等等% 经此一番大刀阔
斧的改造#剧种面目大大改观#清代粤剧的0剧种
特色1实际上舍弃了大半% 按照今天的剧种概
念#转型后的粤剧可以说已经变成了另一个剧
种-!V"% 如果以表现新的时代内容为目的#必然
会带来剧种形式的新变化% 新编戏如果很多方面
都还像传统戏#处处以传统形态的维护为旨归#那
还要新编干什么5

,戏曲化-正是在用一种过去的戏曲印象$戏
曲特征来要求和规范新的戏曲创作#而不顾观众
审美的现实变化% 这是一种保守的戏曲观% 有论
者就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戏曲化理论阻
碍了京剧表演向当代人生活形态的靠拢% 现代戏
创作只有下大工夫于故事构思$人物创造和思想
深刻上#才能有力地吸引现代观众#才能足以和以
形式感审美的程式化表演吸引观众的古代戏相抗

衡%-!邹平 %#"只有以新的观念拥抱新的生活#
再用戏曲的形式表现出来#才更有利于戏曲的赓
续发展%

具体到戏曲现代戏创作#既然我们要用戏曲
来表现现代生活#那就必然要用一些现代的手段
来表现出生活内容的现代色彩$现代气质$现代精
神即现代性来#那么必然会对传统的戏曲形态有
所突破#甚至会产生很大的裂变#那又该如何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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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5 显然我们应该面向当下$面向未来#而不是回
到过去% 否则#就真的只有,老演老戏#老戏老
演-了% 今天有青年学者主张,现代戏的出路应
该是从0现代1出发#而不是从戏曲!传统"出发-
!李贤年 %#"% 这和张庚早年的说法,我们的目
的是为了表现新生活#而不是为了保存旧形式的
完整-!,现代题材- $&&"正好遥相呼应%

真正要使用,戏曲化-这个概念#应该再深入
地认识,戏曲-的本质% 作为我国民族戏剧的统
称#戏曲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广布各地#拥有三
百多个剧种)它历史悠久#远绍先秦#近至当下)它
渗透到了上至国家仪式下到民间祭祀的社会生活

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等层面% 各剧种情况千
差万别#历史长短不一#不可一概而论% 只有把握
了戏曲形态的基本特征$演变的历史规律#才可能
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此正所谓,文化
自觉-%

关于什么是戏曲#什么是戏曲的本质和规律#
近百年来有不少学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比较能
形成共识的是#中国戏曲是一种以,乐-为本位的
综合艺术#即,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剧场艺术%
王国维先生说',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
事%-!$V"张庚先生说',一般来讲戏曲的规律性#
是它的故事性$音乐性和舞蹈性#而这一切都需归
结到节奏上%-!,京剧- $WV"董健先生说',中国
传统戏剧#从先秦的0乐1!这种0乐1不是指音乐#
而是一种古代歌舞剧"#经过宋元杂剧$南戏#到
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形成了一种一以贯之的以
0乐1为本位#以诗$歌$舞三位为一体的民族戏剧
美学特征%-!$W$(W&"叶长海先生认为戏曲的首
要特征是,总体性或高度综合性-#即,保持着歌$
舞$诗三位一体浑然不分的上古0总体艺术1的特
色#而且有很强的吸收功能#随时自如地把其他各
种艺术因素融进自己的演出体制之中- !%V"等
等% 先秦以降#随时代变化的是具体的诗!文学"
的形态$歌的形态$舞的形态#而三位一体的总体
性特征从未改变% 环视九州#随地域变化的是诗
!文学"的风格$歌!唱腔"的风格$舞的风格#而三
位一体的总体性风格也并无不同% 相对于,乐本
位-的本质性和不变性#程式性$行当化等特征是
非本质的和可变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旭升
先生进一步将,乐-作为中国戏曲的本体予以发
挥论述',不仅戏曲从萌芽到成熟都是0乐1在其

中#而且更重要的#戏曲从精神本性到形态功能都
与乐密不可分#从而戏由乐生#戏乐一体- !V""%
因此#,对于中国戏曲的进一步发展来说#一方面
需要坚守戏曲艺术的乐本体#另一方面也要正视
戏曲艺术所应有的通变% 惟有在中国戏曲乐本体
的重新被发现或被认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中
国现代文化的境遇中真正为戏曲把捉其生存赓续

之血脉-!,三论- %W(%Y"%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曾经十分纠

结的所谓戏曲现代戏的内在矛盾#即现代生活内
容与传统戏曲形式!程式$行当"之间的矛盾#可
能没有那么严重% 它至多只是京昆$梨园戏等古
老剧种遇到的个别性麻烦#而绝不是越剧$评剧$
花鼓戏$沪剧$黄梅戏等新兴剧种遇到的普遍性难
题% 历史和生活是一条绵延不断的河流#本无所
谓传统与现代的分界#戏曲本可以自然地表现生
活#没有什么矛盾和障碍% 所谓矛盾和障碍也许
是由于我们限于某个剧种$囿于某个时段而产生
了片面的认识% 如果我们不强行要求所有剧种都
表现某一种规定好的现代生活#如果我们用今天
的方言文学$今天的地方音乐$今天的民间舞蹈#
三位一体地去表现我们今天的生活#也许就没有
多少矛盾和障碍了% 这样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很接
近于西方的音乐剧#但又完全是本土的民间的艺
术#还能不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青睐吗5 试想#如
果我们一定要用京剧$昆剧去表现今天全体中国
人的城市生活#当然会有不适与不似之感#但如果
用沪剧!西装旗袍戏"表现今天上海市民的生活#
用楚剧去表现今天武汉市民的生活#用歌仔戏去
表现今天闽南人民的生活#应该并没有多少不适
与不似之感吧%

四

张庚先生晚年对戏曲的规律以及程式和行当

等问题是有反思的% 他总结道',戏曲中有许多
东西是可以变动的#但一切舞台上的艺术手段都
要合乎歌$舞$剧相结合的原则#合乎此原则#戏曲
才成立%-!,从新剧目汇演看- $YW",戏曲的歌舞
性$节奏性和故事性#即0以歌舞演故事1是不变
的%-!$YF"而,程式并不能等同于戏曲规律本身#
它只不过仅仅是戏曲规律性在戏曲艺术发展中的

表现形式% 由此看来#程式是可以被改变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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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京剧- $Y#" ,正确地运用0行当1这个手
段#不会走向公式化#也不会变得概念化#因为我
们不把0行当1看成一个死的东西#而是可以突
破#可以发展的东西%-!,漫谈- $F#"基于这样的
认识#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戏曲在表现现代
生活时#哪些可以变并大胆地去变#哪些不必变也
不应该变%

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实践在最近几年有一个值

得注意的现象(((,新歌舞剧-现象% 其代表性
人物是著名戏曲导演张曼君#她的艺术主张是所
谓,退一进二#三民主义-#即,退回到戏曲艺术本
体自身-,把现代观念融入戏曲创作#在尊重戏曲
艺术本体的基础上进行现代阐释-,民间音乐$民
间舞蹈和民间习俗在舞台上的应用- !%"% 她在
其导演的秦腔*狗儿爷涅槃+ *花儿声声+#评剧
*母亲+ *红高粱+#湘剧*月亮粑粑+等剧中都大
量采用富有民族民间色彩的音乐$舞蹈#还有不少
是群舞和合唱#其轻歌曼舞$欢歌劲舞的形式#和
传统地方戏曲剧种的面貌有了很大距离#却很容
易让人想起西方的音乐剧%

其实这种理论与实践并不陌生% 早在上个世
纪 $# 年代末#田汉提出要,以旧的歌剧!即传统
戏曲"为基础-#,建设中国的新歌剧- !%%X"% 经
过几十年的实践#以及欧阳予倩$焦菊隐等的共同
探索#形成了一种建设,民族歌舞剧-的思路% 这
种思路也是希望将现代理念植入传统戏曲母体#
从而使传统戏曲在音乐$舞蹈等方面向更高层次
发展!这种发展既是以传统戏曲为基础的#但并
不排除向西方的音乐$舞蹈学习借鉴"% 田汉们
的探索后来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过主要体现
在新编历史剧领域!李伟 V%"% 张曼君的探索则
主要集中在戏曲现代戏领域%

这种尝试虽然已经和传统的戏曲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田汉戏曲在故事的整一性$主题的现
代性方面和传统戏曲已有很大不同#但在音乐与
舞蹈方面和传统变化不大)张曼君则在音乐与舞
蹈方面也和传统戏曲拉开了距离#而某些故事的
主题因过于教化而缺少现代性(((但无论如何#
它们依然是用新的故事$新的音乐$新的舞蹈组合
起来的新的戏剧样式#即依然是,乐-本位的诗$
歌$舞一体的剧场艺术#故依然可以称之为,戏
曲-% 特别是张曼君#她导演的戏曲有虚拟表演
而少程式表演#更少传统意义上的基于行当的人

物塑造了% 正如同为导演的王晓鹰所指出的'
,她所追求的0新歌舞演故事1中的0新1#就在于
0非程式化1% 她有意识地$持续地$渐进地在中
国戏曲的演出框架中寻找以非程式化的0新歌
舞1来演绎故事$抒情写意的可能性#包括非程式
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情感抒发和非程式化的舞台
气氛意境的营造%- !%V" ,张曼君的0新歌舞演故
事1已经让她在戏曲演出中获得了一种非程式化
的舞台自由#也让她的戏曲演出创作在一个新的
层面上充分体现了中国戏曲艺术0抒情写意10诗
化象征1的审美特质%- !$#"但必须指出的是#张
曼君的新歌舞剧之歌舞#用于烘托气氛$营造情境
的群舞场面过多#而深入细致地刻画人物$表达感
情的值得回味的歌舞性表演则过少#这多少违背
了戏曲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舞台原则#而给人以
臃肿冗余之感#因而并不足取% 当然#我们不能因
噎废食地否定张曼君的探索对于戏曲现代戏创作

的重要意义#相反#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张曼君的创
作实践是当下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现实选择#也是
对理论探索的某种回应%

戏曲现代戏创作在面向新的时代语境时#还
有许多新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 比如在全民文
化水准普遍提高的条件下#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是
否应该表现更新锐的主题5 在普通话比较普及的
背景下#表现城市生活的戏曲是否还应该采用方
言来演唱和念白5 在全球化背景下#戏曲现代戏
应该多大程度上吸收世界文化的元素甚至表现异

域风情5 等等% 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并以更开放
的态度接纳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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