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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诗话台湾诗话台湾

■“一次几乎不可能

达成的演出奇迹”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台北 《重
逢·牡丹亭》 首演前的媒体见面会
上，说了这样话：“ 《重逢·牡丹
亭》此次能够赴台演出，是一次几乎
不可能达成的演出奇迹。”为什么
说，是一次“几乎不可能达成的演出
奇迹？”

林恺：因为疫情阻隔，两岸间已
经有三年以上未曾进行如此大规模的
剧团赴岛交流。《重逢·牡丹亭》剧
组由上海、江苏（包括南京、昆山等
地）、北京多个省市多个演职单位的
人员组成。一下子要给来自多地的这
么多人员办理赴台证件，首先需要我
们对各地审批手续要相当熟悉，同时
还需要岛内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
我们要十分感谢国台办交流局的大力
协助，才让我们最后得以顺利按计划
赴台。

记者：这部戏入岛演出，台湾方
面审批的过程顺利吗？

林恺：岛内的文化演出，首先是
要能订到想演出场地的档期。比如我
们想选择的台湾两厅院剧场，因为是
代表台湾最高规格的演出场地，所以
场地预定特别难。这里的演出日程本
来已经排到2025年了，但十分幸运
的是，我们的剧目不仅顺利地通过了
两厅院的节目评议，而且在我们提出
档期申请时，刚好有个演出方退掉了
原本预定的演出档期，我们才获得
11月末的这6天珍贵的候补演出档
期。后来在提交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
门演出审核时，我们也都很顺利地通
过了。

记者：我 知 道 您 深 爱 中 华 戏
曲，对多个戏种都有深入的研究。
此 次 是 什 么 机 缘 ， 让 您 成 为 《重
逢 · 牡 丹 亭》 这 部 昆 曲 剧 目 的 制
作人？

林恺：我和上海大剧院2019年
7月合作制作的昆曲《浮生六记》得
到了巨大的回响，触动我想和该院再
合作一把，把经典的《牡丹亭》用新
的戏剧解读视角，再次搬上舞台。
如同莎士比亚的剧作一样，我认为
《牡丹亭》值得不断地带着新鲜的视
角去品读、去解读、去呈现。于
是，我2020年向上海大剧院提出，
希望与他们再次合作，重新制作
《牡丹亭》。没想到，我的想法很快
得到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女士的反
馈和支持。前后花了两年的时间，
于 2022 年 8月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共演出五场，场场观众爆满。在新
冠疫情期间，如此大制作，估计各
地都很罕见。

■一部用当代戏剧视角

重构的“双梦记”

记者：昆曲 《牡丹亭》 大陆很
多剧团都排演过，台湾著名作家白
先勇先生制作的青春版 《牡丹亭》
至今在两岸青年观众中留下了深刻
的 印 记 。 上 海 大 剧 院 这 一 版 《重
逢·牡丹亭》 的新意是什么？最大
看点是什么？

林恺：这要感谢编剧罗周小姐。
我提出要重新制作《牡丹亭》，希望
罗周能用当代的视角重新解构和编排
剧本，让观众看到一台有别于过去传
统舞台感的《牡丹亭》。罗周就提出
了破解传统解读《牡丹亭》故事密码
的大胆想法，亦即在大家熟悉的杜丽
娘《惊梦》《寻梦》的梦中之外，另
起一个柳梦梅之梦的视角，亦即原本
汤显祖《牡丹亭》中《言怀》一折，
自述梦到梅花树下，立着一个美人，
遂改名柳梦梅。于是也就有了观众们
在《重逢·牡丹亭》中，看到了杜丽
娘和柳梦梅，梦中有我，我梦也有你
的“双梦记”，大大有别于之前的各
种版本，我想这也是这出戏带给观众
的最大新鲜感。

记者：让经典老戏常演常新，让
观众也感受到常看常新，你们的这些
探索和创新，特别有价值。这让我想
起您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一张照片，
台北两厅院剧场演出那三天，三层观
众席座无虚席的火热场面。台北观众
如此喜欢昆曲，您有预想到吗？

林恺：说实话，虽然我对这一剧
目的票房有信心，但完全没想到台湾

观众经历三年疫情，对昆曲的热爱、
对线下观剧的热情，还是如此之高。
你知道，我们三场演出谢幕，观众都
是长时间地起立鼓掌叫好，表达他们
对我们演出的喜爱。

我在20多年前，就从事两岸戏
曲的引进交流工作，密集地引进大陆
各地的戏曲院团赴台演出，包括昆曲
院团。当时大陆的昆曲演员耳语相传
的一句话就是：台湾的昆曲观众是
最棒的。《重逢·牡丹亭》中配演石
道姑的李鸿良是第41次赴台，距上
次他到台湾演出相隔了5年。第三场
演出谢幕后，他特别找到我说，台湾
观众仍如此喜爱昆曲，让他十分惊
讶，也特别感动。我想，观众的反
馈，也说明我们这次全新的舞台制作
尝试是成功的，也表明大陆戏剧舞台
艺术的创作水准受到了台湾观众的欢
迎，是立得住的。

■很快我们会再回到台湾

记者：我记得在台北首演中，您
还称上海大剧院是“少见的如此全程
开心的团队”。是否可以理解为，生
命的能量是可以相互传递的，因为大
家在彼此合作中感受到了彼此对昆
曲、中华传统戏曲的挚爱，所以促成
了这次合作？也让这台戏从排演到赴
台演出能够如此顺利？

林恺：是的！因为演出前的种种
忧虑与担心、困难与不确定，让台前
台后的所有演职人员格外珍惜能站
上台北两厅院的舞台。让我们十
分欣慰的是，观众超出我们预想
喜爱我们的戏，让张笑丁总经理
当时就表态，我们会很快再回到

台湾，会再合作出品更多好看的中华
戏曲经典剧目。

记者：《重逢·牡丹亭》 剧组，除
了您，还有其他台湾演职人员吗？和大
陆同事相处几月，留给您最深的一件或
几件事是什么？

林恺：《重逢·牡丹亭》剧组除了
我作为制作人，是台湾省籍的，还有作
曲李哲艺，他是台湾金曲奖的常客，在
台湾有极高的知名度，此外还有服装设
计赖宣吾，他担任服装造型的电影《龙
门飞甲》，荣获当年亚洲影展的设计大
奖。他的新作《封神》三部曲，业界对
他的造型设计，也颇受好评。还有我们
的一位舞台监督林启龙，他是上海迪士
尼的技术总监。这次带着大陆同仁回到
家乡演出，十分热情地带着大家想办法
尝遍台湾美食，吃到十分难得的正宗台
菜，喝台湾“金牌”啤酒，一起庆功。
总之，这次和上海大剧院，以及大陆同
仁的合作，是一段十分开心又难忘的经
历，希望大家找到新的合作契机，开启
一段新的合作旅程。

记者：明年您的工作安排是怎样
的？将制作几部戏赴台交流演出？

林恺：因为这次赴台演出的极大成
功，台湾主办方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马上预约邀请由上海大剧院出品，也是由
我制作的昆曲《浮生六记》明年将赴台演
出。这回《重逢·牡丹亭》三场票房早早
就售罄，让他们有信心安排《浮生六记》
4至5场的演出，也有意向投资，与上海
大剧院联合出品合作一部全新的昆曲剧
目。这些工作上的新意向，都是这次完美
的演出带给我的额外馈赠，让我十分期
待明年开启两岸戏剧合作的新篇章。

热爱＋执著＋幸运＝奇迹
——对话《重逢·牡丹亭》制作人、台湾知名戏剧制作人林恺

本报记者 修菁

12月 4日，台湾“历史教育新
三自运动协会”在台北举办记者会，
呼吁废除“去中国化”的2019年版
课纲，恢复中国史教学课纲，并增加
古文篇数。

台当局教育事务主管部门2018
年在学界及舆论质疑中通过新版高中
历史课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框
架下讨论”。2019年9月，根据新课
纲编纂的教材进入课堂。嘉义大学应

用历史学系教授吴昆财当天在记者会
上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目的，
在2019年版课纲中大肆推行“去中
国化”的历史教育，企图切割台湾学
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国族认
同。他希望能拨乱反正，恢复中国史
教学课纲。

嘉义大学应用历史学系兼任教
授王明灿表示，在岛内推行“去中
国化”，意味着抛弃自己的原生文

化，即抛弃自己的根本。“我们从小
的生活习惯等，都来自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根深蒂固，不可能被去
掉。”

根据2019年版课纲，语文课中
的多篇经典古文被删去。台北市立第
一女子高级中学语文老师区桂芝表
示，中华民族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
典，是老祖宗数千年来累积的生活经
验与生命智慧。在全世界兴起学习中

文的潮流里，民进党当局却在课纲中删
去顾炎武的《廉耻》、范仲淹的《岳阳
楼记》、荀子的 《劝学》 等经典古文。

“去中国化”的教育改革，是学生、老
师、教育长期三输的改革。

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心
仪表示，民进党当局美化日本殖民统
治，抹杀有关历史，将造成年轻人对历
史认知的错乱。民进党当局企图建构所
谓的“新台湾史”，但无法建构“新台
湾地理”，也无法建构所谓的“新台湾
人基因”。荒谬的“去中国化”，将影响
台湾青年的竞争力及未来。

据介绍，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
于2019年 4月成立，目的是推动历史
教育“自己救、自己写、自己教”。

台湾教育界人士呼吁废除“去中国化”课纲
本报记者 修菁

以“深化融合发展 共创美好
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九届桂台经贸
文化合作论坛10月31日在广西南
宁举行，与会两岸嘉宾期待继续加
强交流合作，携手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共同开拓东盟及《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市场新机遇。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
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稳步推进，将为台胞台商发
展提供更有力支撑，为促进两岸经
济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更
多机遇。我们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扩大两岸交流合作，持续推动
两岸同胞走亲走近。

多年来，桂台两地人员往来密
切，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广西壮族
自治区主席蓝天立介绍，广西正抢

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全面
推进、RCEP全面实施等重大机遇，
愿与广大台胞台企一道，深化经贸合
作，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开拓东盟及
RCEP大市场。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
长李政宏表示，台商台企愿进一步加
强与大陆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的发展格局，努力为促进两岸经
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贡献力量。

当天开幕式后，与会嘉宾围绕加
强两岸产业协作、推动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产业、加
强文旅融合发展等作主题演讲，开展
交流探讨。本届论坛由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 （赵欢 林淑婷）

第十九届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在南宁举行本报讯（记者 修菁）由上海大
剧院出品的昆曲《重逢·牡丹亭》近
日结束赴台首演。在台北两厅院，三
场演出一票难求。

据悉，昆曲 《重逢·牡丹亭》
2022年 8月在上海首演，观众反响
十分热烈。时隔一年，台湾地区的昆
曲戏迷率先“圆梦”。作为新冠疫情
三年后两岸戏曲交流重启的首批大陆
文艺机构之一，同时也是首部来台的
昆曲大戏，继国家京剧院之后，上海
大剧院携昆曲《重逢·牡丹亭》受邀
赴台演出，上海大剧院总经理、《重
逢·牡丹亭》 出品人张笑丁表示，

“这是一场两岸文艺界的双向奔赴，
也是一次大陆昆曲创作表演与台湾观
众的‘久别重逢’。”

《重逢·牡丹亭》男女主角柳梦
梅、杜丽娘分别由来自江苏南京的昆
曲闺门旦演员单雯、上海的昆曲小生
演员张军饰演，二人均为中国戏剧梅
花奖得主。主创团队中则有多人来自
台湾，包括制作人林恺、编曲李哲
艺、服装设计赖宣吾等。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11月 24日晚首演时，单雯一亮相，
便是满堂彩。时隔五年再次来台演出
的她表示，台湾的观众非常会看戏，
与台上演员呼应的点很到位，演出氛
围十分好，“很喜欢在台湾演出的感
觉”。

昆曲舞台上《牡丹亭》是最常上
演的传统戏码之一。原著作者汤显祖
说：“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书生

柳梦梅邂逅少女杜丽娘，二人一见
倾心，从此魂牵梦萦。杜丽娘伤情而
死，葬在后花园梅树下，自画像藏于
太湖石底。柳梦梅赴京赶考，捡到杜
丽娘画像，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
生，二人终成眷属。上海大剧院历年
与各大昆曲剧团为观众呈现过大师
版、精华版、青春版等不同版本的
《牡丹亭》，主要以择选折子戏串演或
按全本缩编等两种形式加以演绎。
2022年由上海大剧院创制中心制作
的《重逢·牡丹亭》另辟蹊径，破解
原著里藏匿的“时间密码”，首度于
舞台上呈现杜丽娘之梦和柳梦梅之梦
的内在关联，即杜丽娘与柳梦梅二人
互为因果、身处封闭循环之中，而唯
有至情才能冲破桎梏。

《重逢·牡丹亭》由曾获曹禺剧本
奖的罗周编剧，在折子戏串演的传统形
式之外，创新地呈现以“至情”冲破

“生死梦中”循环的动人故事。在舞台
展现形式上，该剧在运用镜面、灯管、
各种色调灯光，使原本大白光的戏曲舞
台上，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同
时又妥帖地为角色营造出沉浸式的表演
空间。

该剧导演马俊丰表示，在创作中剧
组力求呈现契合时代的审美、与当下情
爱观念休戚相关而又与原著精神的一脉
相承，以使经典与当代同频、传统与青
年共振。“非常希望这版《牡丹亭》同
剧场中的观众‘重逢’时，能够带给观
众超越时空、超越过往的极致体验。”
他说。

台湾观众“重逢牡丹亭”

本报讯 （记者 照宁） 11月
25日，厦门市首个两岸乒乓球文
化交流中心——翔金乒乓球文化交
流中心揭牌启用，该中心位于厦门
翔安区。揭牌启用后，首届“翔金
杯”两岸乒乓球邀请赛同步开赛，
翔安和金门两地16支队伍90多名
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交流
学习。

“乒乓球是中国国球，两岸一
起推动国球运动发展。”翔金乒乓
球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姚其仁介
绍，设立中心的初衷是扩大厦金两
地民间人文交流合作，未来中心将
不定期举办两岸交流比赛及青少年
训练交流等活动，弘扬国球文化，
积极促进两地文体领域融合发展。

金门体育会桌球运动委员会主
任委员陈文杰表示，希望借由翔金

乒乓球文化交流中心这一平台，期许
未来能深化两岸青少年校际乒乓球交
流，并筹办更多社群乒乓球友谊交流
活动，甚至还能协助专业选手异地训
练事宜。

“之后我们可以常来，到这边交
流学习，我觉得对我们都是很大的帮
助。”金门球友张耀擎说。

“厦门翔安区翔金乒乓球文化交
流中心的设立将成为翔安和金门文体
领域融合牵手的起点，希望未来能有
更多的文体交流。”厦门市翔安区委
副书记温普华还介绍，翔安作为离金
门最近的区域，有其独特优势，不断
扩大两岸融合发展新领域。已连续多
年开展闽台宋江阵民俗文化节、海峡
两岸动漫配音大赛、“金嶝情深”青
少年夏令营等多项两岸人文交流
合作。

厦门首个两岸乒乓球文化交流中心启用

日月潭之玄光寺

曾经的寺宇巍巍庄严何等
荣耀
梵音缭绕的秦淮古都倾城
顶礼
祥和的香烟蒙蒙缥去
大智识的灵光缘起住空

一忽儿战争招来劫难强虏
生灵不幸一切在在不幸
古都的隐忍与苦痛悲凉了
世界
飘零，敕建供奉用心何苦
拉鲁岛何其美日月潭何
其明
十载住厝延祚久久

而今的人气亦旺亦盛
从善如流的脚步接踵而来
印证大雄思想不朽胸襟之
恢弘
圣明的尊者无忧无量
崇高的精神定慧播种

远旅拜谒穿越峡海
心中祈愿山水归一众皆
大同
祈福消灾平安四季
丰收法乳甜蜜滋润慰晴明

（注：玄光寺，日月潭边
依山傍水的一处著名寺院。唐
朝高僧玄奘的头骨舍利，在日
本侵华战争中，曾被从南京掠
往日本某寺院，日本投降后，
头骨舍利辗转台湾，在此寺供
奉达十年之久。1965年，附近
山上玄奘寺建成，遂迁移。)

日月潭

潭心岛上的老白鹿
喝足水不知秦时明月
无论魏晋辞章
她也不知神秘的打禅七
不知不觉中忘了天年
看上去
她已迷失了前世今生

但没有人会知道
她其实并没有迷失自己
因为她胸腔里隐匿
阴阳双鱼与大美宇宙

菩提本无树默默无声

任銮殿花儿殷红晃荡勾魂
任枝头隐身的夜莺
环转激情的瞳孔
巴望长夜刻刻厮守
夜莺立在她肩上
仙修孤独

风生水起的尘世
多少年之后碧波清冽春心
宁静
混沌中走来一对依岸而居的
失意夫妇
桨橹劈出惆怅
船舷系满哀愁
岸边“夏宫”凄然于风中

而，不识个中况味的访客
乘船划过往昔
无意住桡
等观倒影……

屏东

这扇南北伸开矗立入神的
侍卫
经年累月将情感
注进一个梦
不许海天渡来的偷窃者
盗挖番薯
只为岁月静好落日浪平

山色的美提醒世界
历史脚本就在这画屏中
海潮不息
草场将滑翔机聚落
托举成诗意笔划
心在笔画起落点翼动

山居夏日
水汽浇透心房
椰子莲雾和槟榔都在欢欣
山斗笠在寮壁上蠕动
热情的塘火
搅起了馨香

山风是山歌的快递员
人们盛装出行挟着歌声
旅居者自蓝天白云间拨开
屏风
绿茵紧紧依偎山海
直想将热忱释放于
鹰隼的羽踪

作者：商成勇
单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

《重逢·牡丹亭》在台
北首演 3 天，观众场场爆满，
演出谢幕时观众长时间地起立
鼓掌叫好。 （林恺供图）

▲ 《重逢·牡
丹亭》 赴台首轮演
出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