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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昆剧团精心打造的红色题材重磅之作——现代昆剧

《自有后来人》 首演成功。“李铁梅”“李奶奶”“李玉和”等经典角色

在昆剧舞台上与观众见面，对昆剧现代戏创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

新。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昆曲艺术家蔡正仁是本剧的

艺术指导之一，并饰演了“鸠山”一角。今年也恰逢昆曲入遗 20 周

年，600年的古老剧种在今天的舞台上依然闪耀光芒，其秘诀何在？本

报记者专访蔡正仁，讲述创新背后的故事和探索，以及对昆曲艺术传

承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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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乐奏有于阗
张 敏

谢华的图画书创作及其他
孙建江

一

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是上海昆剧团
建团 43 年以来创排的第一部大型革命现
代戏。它取材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长春电影
制片厂的同名电影，此后，多个戏曲剧种进
行了改编创作，尤其是京剧《红灯记》家喻
户晓。在人们印象中，昆剧表演多为传统
戏，如《长生殿》《牡丹亭》《桃花扇》等经典
剧目。昆曲能不能演好现代戏？艺术界、学
界，乃至观众都有不同的看法，赞成者有
之，否定者也有之。我认为“能不能演好”不
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系昆曲作为一个剧
种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从艺几十年，始终觉得昆曲的前辈
们很了不起，优雅婉转的水磨腔适应表现
各种不同的情绪。与京剧的板腔体不同，昆
曲唱腔是用曲牌体来体现，没有过门，一气
呵成。这种艺术特色能否把现代人物演绎
好，有一个认识过程，也有多年的实践。在
《自有后来人》之前，上昆也曾在一些小型
剧目上做过一些现代戏的探索和实践。例
如上世纪 70年代创作的《燕归来》，90年代
创作的《两岸情》等，在当时都产生了非常
好的影响。特别是“昆三班”创作的小剧场
实验昆剧《伤逝》，排演至今近 20 年，依然
受到戏迷观众的喜爱。而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的背景下，创排大型革命
现代昆剧《自有后来人》，是首次以大戏的
规格来创作现代戏，在文本、唱腔、念白、表
演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意义十分
重大。

如何创新？这是创排《自有后来人》面
临的首要问题。对于戏曲的传承，习近平总
书记说的“守正创新”是关键，这既是个原
则，也是重要方法。创排昆剧现代戏必须创
新，但首先要尊重自己剧种的传统和艺术
规律。只有守住这个本体，它才是昆剧。所
以主创团队很冷静地一致认为，在《自有后
来人》中，依然要唱曲牌。在守正的基础上，
我们又要根据现代戏的主题、人物大胆突
破。比如昆曲曲牌是成套的，每个曲牌的顺
序都有固定安排，对于表现这个题材有一
定的局限性，所以在唱腔上，我们采取了

“破套存牌”的方式，以人物的思想感情特
征来运用曲牌。昆曲有几千只曲牌，情感十
分丰富，正好发挥了长项。

再比如念白。以往我们创作昆剧现代
戏，念白与传统戏不一样，就是简单地使用
普通话，产生很多问题，不能把昆曲的艺术
特色充分表现出来，以至于有人说这是“话
剧加唱”。这次，几个主要人物大胆使用了
带有口语化的韵白，我理解为“有韵味的、
口语化的”念白，感觉非常好。

作为上海昆剧团建团43年以来创排的
第一部大型革命现代戏，《自有后来人》的
难度不言而喻。为了把这部戏排好，主创团
队全情投入，不停地讨论、排练、总结、再讨
论……我和尚长荣、张静娴、李小平等老艺
术家天天在一起，“绞尽脑汁”，还经常“争
论”，大家的心朝着一个方向——把这部戏
排好，探索出昆剧现代戏创新的路子。大家
的付出得到了最好的回报，首演四场，场场
爆满，观众情绪高涨，掌声不断，很多观众
在多种媒体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感受：“惊
艳！打破了原来对昆曲那种缠绵悱恻的感
受，今天也能看到激情澎湃！这就是艺术的
魅力和带给观众的感染力！”“我是抱着一
个好奇的心情来看昆曲演现代戏，真的出

乎我意料！让我感觉跟他们一样，情感投入
进去了，几次都流泪了。真的没想到昆曲把
现代戏演得那么自然、那么精彩。”这充分
说明，昆曲不仅能演现代剧，而且能演好现
代剧。

《自有后来人》的创排更加坚定了我们创
作昆剧现代戏的信心和决心。昆曲艺术能够
表现现代题材，一方面充分展示了我们这个
古老剧种的艺术活力和魅力，另一方面也彰
显出昆曲艺术的前途更加光明。从这个意义
上说，我更加钦佩我们的老前辈，他们把昆曲
艺术一代一代传承得这么好，为我们提供了
丰厚的根基；让我对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守正
创新”的重大意义体会得更深，昆曲艺术发展
的秘诀就是这四个字，我们要按照这个方向
努力下去。

二

2001 年 5 月 18 日，中国昆曲入选首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是昆曲入遗 20
周年，5 月 18 日，上海昆剧团举办了一场

“霓裳雅韵·兰庭芳菲”名家名角主题晚会，
纪念昆曲入遗 20 周年，以及昆剧传习所成
立 100 周年，这不禁让我回忆起自己的老
师们。

1921 年，苏州昆剧传习所成立，揭开

了昆曲在近现代传承发展的序幕。当时，昆
曲传习所中学员的名字中都有一个“传”
字，寓意把昆曲传承下去，此后，传字辈艺
术家们担当起了昆曲传承的重任。上世纪
50 年代，昆曲的存在非常困难，用四个字
形容，可谓是“奄奄一息”，如果不采取措
施，昆曲这个剧种就要消亡了。值得庆幸
的是，1954 年，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
训练班（即“昆大班”）成立，我当时 12 岁，
有幸成为这个训练班的第一届学员。后来
华东戏曲研究院撤销，成为上海市戏曲学
校，我也就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届昆曲毕
业生。当时，全国一共只剩 20 多位传字辈
老师，他们集中授艺，短短几年时间，培养
了两三百名昆曲演员，成为挽救昆曲的重
大举措。

从那时开始，几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昆曲焕发出新的气象，喜欢昆曲
的观众越来越多。这里面全国政协京昆室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3年，由京昆室牵头
组织全国政协委员赴湘、浙、苏 3 省 8 市深
入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政协首

次对昆剧院团状况的一次考察。考察报告报
送党中央、国务院后，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批示，国家有关部门拨付重点扶持昆曲艺术
经费5000万元，从2005年到2009年每年1000
万元，为昆曲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昆曲不断
繁荣发展，现在全国有八大昆剧院团，1000
多位从艺人员，着实让人欣慰。在这种环境
下，昆曲人更是奋发图强，不断创作好戏奉献
给观众。2007年，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共
分四本，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演5轮20场，结
束了当代《长生殿》全本绝迹于舞台的历史，使
300 年的传奇文本焕发出新的光彩；2014 年
12月，“名家传戏——2014全国昆曲《牡丹亭》
传承汇报演出”在北京天桥剧场举行，大师版
《牡丹亭》，以及之后全国七大昆曲院团陆续上
演七个不同版本的《牡丹亭》，让观众们拍手叫
好，对昆曲在新时期的传承发展有深远的影
响。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包括刚刚上
演的《自有后来人》。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有责
任感，要把昆曲艺术优秀的传统继承好，在继
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一定不能松气。

三

这次在《自有后来人》中，除了担任艺术
指导，我还扮演了“鸠山”一角。我今年 80 岁
了，但我非常高兴地接下了这个任务。我从
12 岁开始学戏，从事昆曲艺术 60 多年，我自
己也没想到在这个年纪还能参加一部大戏，
担任主要角色，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因为我
还 可 以 为 昆 曲 艺 术 传 承 发 展 贡 献 自 己 的
力量。

当然，以我现在的年纪，舞台表演已经不
是工作的重心，比这更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昆
曲是人的艺术，昆曲的传承更是以人为核心。
不管是抢救、保护、挖掘昆曲剧目，还是打造
精品力作，都离不开人。这也让我有一种紧迫
感。与很多剧种相同，昆剧的剧目随着一代代
传承的同时，也流失了很多，比起传字辈老
师，我会的戏少很多，现在的年轻演员会的更
少。所以对现在的老艺术家们，要抓紧时间把
他们身上的戏记录下来，更多地传授给年轻
演员。

当前，各个昆剧院团都在不断努力，但还
需要我们再加把劲儿。在昆曲人才培养上，师
资不足成为突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仅
靠地方力量还不够，需要集中力量，集中师资
来培养学生。

现在，我几乎每天下午给上海昆剧团的
年轻演员们上两个半小时的课，虽然比较辛
苦，但我乐此不疲。看到年轻演员们好学的样
子，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师俞振飞先生和
沈传芷先生，也越来越能体会老师们的心情
和期望。每一代昆曲人都不懈努力，不断推出
精品力作，守正创新，昆曲一定会迎来更加繁
荣灿烂的明天。

古老剧种的创新魅力
口述/蔡正仁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谢颖

▲蔡正仁在昆剧 《自有后来人》 排练中

采访蔡正仁先生前，我在上海昆剧
团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一张照片。一
张 A4 纸上是 《自有后来人》 的剧本，
其中，“鸠山”的名字都用红色笔圈了
起来着重突出，而鸠山的六句唱词则用
黑色笔竖行抄写出来，每个字旁边用红
色笔标出了工尺谱。这张纸的主人是蔡
正仁先生，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大熊
猫”。“大熊猫”形容的是国宝级的昆曲
艺术家，今年，蔡正仁先生更荣升为

“80 后大熊猫”，但是对待自己的角
色，他的严肃认真一如从前。

不过，这次在昆剧 《自有后来人》
中饰演鸠山，蔡正仁先生一直在与年龄
作斗争，因为记忆力大不如前，背台词
和曲子要花比以前多几倍的时间。在全
身心投入后，他依然为观众奉献了一个
充满惊喜的角色。而乐观的蔡先生还笑
称：这样也有好处，我的记忆力明显变
好了！

从 12 岁学习昆曲开始，蔡正仁先生
始终与昆曲为伴，自身的艺术不断丰富，
不断精湛，同时，又把几十年积累的经
验、智慧、思考融入昆曲的发展中。2017
年，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开启全国
巡演，历经5城20场，足迹遍布广州、深
圳、昆明、上海、北京。那一次，我采访
蔡正仁先生时，有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

“昆曲后继有人、传承发展，没有什么比
这更令我高兴了。”传承，始终是他的关
切。他会情不自禁地对老师说，你们的梦
想已经实现；他也会对自己的学生说，你
们很幸福，赶上了好时代，更要珍惜时
光，提高自己，为昆曲的传承发展多
做事。

每一代昆曲人，都是承前启后的关键
一环。对蔡正仁先生来说，无论是创排现
代戏，还是为学生授艺传戏，都是为传承
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与老师相同的梦想
——愿昆曲有美好而光辉的未来。

只在承前启后中
本报记者 谢颖

记者手记：

昆剧《长生店》剧照，蔡正仁饰演唐明皇。

文史的力量
吴尚之

从江苏大运河
这张文化“名片”说起

贺云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