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
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人民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联合出品的两岸题材话剧 《寻
味》，4月3日至6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展
开新一轮巡演。该剧由大陆剧作家龚应恬
和台湾导演李宗熹联合编剧，参与创作的
两岸实力派演职人员达数十人。

《寻味》故事从一碗牛肉面讲起，从台
湾的眷村到北京的胡同，在一家四代人聚
散离合的温情故事中，讲述了一次特殊的
回家故事，延展出两岸同胞的浓浓亲情。

“家里面有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的人情
百态，舌尖上品咂的滋味连通了血脉，最
后化作割舍不了的真情。”该剧导演李宗熹
解析剧情时表示。

剧中，少年时代在北京胡同成长的李
金标，带着儿时母亲做的面的味道，在台
湾眷村开了面馆维持生计，即便在酸涩苦
闷的漂泊生活中也能体会到缕缕甜意。而
母亲的离世，令李金标无法找回家的味
道。从“失味”到“寻味”，舞台上娓娓道
来的两岸故事，引发观众强烈共鸣。

《寻味》自2023年初首演以来获得广
泛好评，截至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江
苏、浙江等地演出 30 余场，入选首批
“北京大戏好戏名录”、第十八届中国戏剧
节优秀剧目。结束北京站的演出，《寻
味》剧组还将赴石家庄、西安、重庆、广
西等地巡演。

导演、台湾省籍导演李宗熹：
《寻味》 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绵
延一家几代人的“乡愁”

味觉是乡愁中最难以割舍的部分，一个
人在童年时获得的味觉感受将伴随他一生
的步履，并唤醒他童年的记忆。味觉寄予
的乡愁，之于台湾省籍导演李宗熹，首先
是幼时餐桌上奶奶做的南通狮子头的味道。

“奶奶过世后，我格外思念这种味道，
直到哥哥恰好又娶了南通媳妇，在家宴的
餐桌上，我又找回了熟悉的味道。有些食
物的味道不会随着时间、时代而变，它会
一直存在。”李宗熹介绍，自己的奶奶是江
苏南通人，1949 年去了台湾，他将个体的

“味觉乡愁”这一情感体验用在了话剧 《寻
味》 的创作中，同时在创作 《寻味》 的过
程中，又唤醒了他的一些有关两岸的记
忆，“我的这种体验，相信会与很多两岸家
庭产生共鸣。”在李宗熹看来，《寻味》 更
像一部记录两岸历史的纪录片。

写信与读信是 《寻味》 中的重要场
面，既是整部剧的情节“推进器”，又起着
戏剧情感“调动器”的作用，它让整部剧
的舞台时空转换顺理成章、灵活自如。

李宗熹说，这一舞台手段也来源于儿
时记忆，“小时候总能看到奶奶闲暇时就在
不停地写信，那时还纳闷，奶奶写的信，
为什么都不贴邮票呢？”直到 20 世纪 80 年
代末的一天，李宗熹的父亲拿着一封信兴
奋的冲进屋，“妈，上海回信了！”当时还
在上小学 5 年级的李宗熹还不能完全理解
一封回信带给一家人的意义，但是奶奶和
爸爸一齐掉泪的一幕，留在了他儿时的记
忆中，他把这一情感记忆移植到 《寻味》
的一幕戏中。戏中李金标的孙子李明维在
帮爷爷写信的过程中，无意间读到太爷爷

写给父亲的信后，才意识到面馆对于他们
家的意义，慢慢从内心产生对家族身份的
认同感。

一部讲述两岸长达 70 年寻亲与相聚的
家庭故事，能否得到青年观众群体的共
鸣？“我也特别在意这一点，剧目首映时，
我曾悄悄地躲在剧场角落里，观察我们设
计的那些戏剧点是否被观众接收到，当发
现很多青年观众给予我们积极反馈时，我
很开心。”通过一部剧，带领年轻观众不仅
看到两岸的现在，还能了解到过去，触动
一些感怀和心灵相通，是李宗熹创作 《寻
味》的初心。

1989 年，李宗熹的父亲作为早批“登
陆”台商来到上海发展，1995 年李宗熹作
为上海戏剧学院第一位台湾省籍导演系学
生进入大陆艺术类高校深造，2015 年他
又在深耕台湾戏剧业 5 年后，选择循着父
亲当年的创业选择，来到北京开设个人
戏剧工作室，见证了十年来大陆戏剧业
令人惊讶的发展速度，“2015 年前后，我
拍戏时发现剧组担任服装、道具、舞美
的，都是台湾人，这几年我发现情况变
了，随着大陆戏剧市场连续十年的蓬勃
发展和戏剧制作水平的长足提升，围绕
戏剧产业的各方面人才，大陆的年轻一
代都成长了起来，反而台湾戏剧人才在
这方面不再具有优势。”

自诩“明明喜欢吃台湾小吃，喜欢台
湾潮湿空气的一个人”，因为北京是中国戏
剧人才、戏剧资本的最大集结地，而选择
长居这里，李宗熹说他们一家人的成长、
发展足迹也代表了很多台湾家庭，“当年父
亲执意让我学习导演专业，是因为他希望
儿子能够承载他未尽的艺术梦想，今天我
想告慰父亲，他的儿子代他实现了这一梦
想，代他在中国最高的戏剧舞台上，讲述
奶奶以及众多中国家庭的‘两岸乡愁’。”
问及 《寻味》 今年是否有赴岛演出计划，
李宗熹说，剧目出品方正在积极促成，“希
望这部讲述两岸乡情、亲情的话剧，能让
更多的台湾观众看到。”

主演、台湾省籍演员李志希：
用 一 生 的 情 感 体 验 来 演

《寻味》

《寻味》中的主人公李金标1949年随国
民党第177师北平团去台湾，直至1992年夏
末，67 岁的他才带着儿子儿媳以及长孙回
到幼时生活的北京胡同，剧中饰演“李金
标”的台湾省籍演员李志希，其家族命运也
与剧中情节契合。

“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痛苦，真的
觉得撕心裂肺。”李志希成长于京剧世家，
父亲李环春1949年受邀赴台演戏，“走时欢
欢喜喜的去，没想到竟是与至亲 46 余载不
能相见的痛。”直到1995年，李环春才得以
返回大陆见到亲人。

在李志希印记中，父亲不轻易向晚辈吐
露心中的伤痛，实在被追问了，最多就是回
忆一个场景，“你爷爷在码头冲我们兄弟俩

（父亲李环春和其二哥） 甩甩手说，‘去
吧’。可这一甩手，从此就见不到你爷爷
了。”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李志希细
述了自己的两岸情缘。

他介绍，直到爷爷 1985 年病逝，父亲
都未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想来这应该
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我后来才慢慢能理解这
种情感，幼时在我们孩童心中，只是觉得别
的小朋友有爷爷奶奶，我们从没见过爷爷奶
奶，但长大后我才知道，这种痛之于父亲，
是只能躲在无人的屋里暗暗掉眼泪。”

对于父亲成长的很多事情，后来李志希
在 1995 年跟随父亲第一次回到故乡北京，
走在父亲从小长大的胡同里，才听父亲一一
道出。“置身真实的场域，才能触动一个人
内心最深处的情感。”这种情感，在 《寻
味》剧组搭建的逼真话剧场景中，也触动李
志希把个体家族情感投入到对剧目人物的情
感塑造中。

“这部戏和我过去创作的作品最大的差
别，就在于它更真实，我在发自内心地去和

剧中人物的内心产生共鸣，也想通过我的表
演，传递一种群体性的心绪，发生在这个
剧本中一个家庭的命运故事，其实代表了
两岸几百万个家庭的故事。”李志希至今仍
记得第一次接到伯父从大陆打给父亲电话
的场景：

“我是李万春，请李志希接电话！”
“爸爸，大陆的亲人找到我们了！”
回家，是话剧 《寻根》 的故事主线，

也是李志希两年来参与到剧目排演一直在
做的事。

2023 年 3 月底，《寻味》 在北京的首演
结束后，李志希寻根到了祖籍河北省雄县道
口村。“当我到村里的时候，具体是哪一家
已经无法考证，但我爷爷确曾在那儿居住
过，我就挖了当地的土带回来。在台湾我父
亲和二伯的坟上，在北京、呼和浩特的家族
墓地上，全部都撒上了河北雄县道口村的
土。”

在演出过程中，让李志希有感的事情也
一再发生。今年 3 月上旬，《寻味》 登台上
海的中国大戏院。“第二天要演出了，我母
亲突然在电话里说，你爸好像在这演过戏。
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竟然是真的耶！李
万春、李同春、李庆春、李环春全部都在这
里演过戏，而且是同台演出——1948 年 6
月，演出海报上四个兄弟的名字都在上面，
那时候我父亲才16岁。”

“演出那天，我在后台化好妆候场的时
候，一直觉得父亲仿佛就在我身后，而且还
是 16 岁的一个小孩，他扮成天兵天将小龙
套的样子；上海那几场我都有这种很宿命的
感觉。我知道，这部戏会是我一辈子的事情
了。只要导演随时说要演，我都会第一时间
站出来报名。”言及此，李志希语带哽咽。

“文化能够润滑民心，我觉得我们这部
戏正是起到一个两岸润滑剂的作用。我非常
希望这部作品能够经常巡回公演，更期待有
机会能到台湾演出，我母亲已经 82 岁了，
很想演给她老人家看。”参演 《寻根》 的经
历，让李志希更深信文化交流对促进两岸民
众心灵相通的价值。

一碗面、一封信，背后是两岸数百万家庭的聚散离合
两岸合创话剧《寻味》在国家大剧院展开新一轮巡演

本报记者 修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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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舞台上扮演不同类型的角色，并
且挖掘人物的精神层面，让观众感受到多
元角色所代表的不同文化、故事在舞台上
绽放。这得益于戏曲的力量，它是永不过
时的载体。”4月 5日晚，由梅派弟子、台
湾京剧艺术家魏海敏领衔的梅派经典剧目
《穆桂英挂帅》，亮相天津中华剧院。据
悉，这是“梅韵流芳”纪念梅兰芳先生诞
辰130周年、梅葆玖先生诞辰90周年系列
活动之一。

今年是梅兰芳先生诞辰 130 周年、梅
葆玖先生诞辰 90 周年。《穆桂英挂帅》 是
梅兰芳大师创作的最后一出戏，是梅派戏
曲艺术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魏海敏演出
最多的梅派剧目。当剧中穆桂英最终唱出

“难道说我无有为国为民一片忠心”时，台
下观众的心情与剧中角色的命运交织在一
起，舞台上动人的力量转换为满堂喝彩和
热烈掌声。

魏海敏表示，“穆桂英这一角色澄明干
净的心志有难以言说的情感力量。梅兰芳大

师在塑造角色时会将美、修为和品格都借由
戏曲力量呈现出来，把优秀的中华文化释放
在舞台上，而不是单纯讲述一个故事。”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所创立的梅派艺
术让戏曲舞台的女性美绚烂绽放，为一个
时代的戏曲审美奠定了基础。魏海敏表
示，“梅兰芳先生让女性角色的美在舞台上
盛开，而美也是全世界的通用语言。曼妙
的姿态和内在的美德更容易打破不同艺术
形式间的壁垒，架起多元文化沟通的桥梁。”

在魏海敏看来，戏曲依托舞台将中国人
对于生命、存在等诸多道理，以一种更易让
人接受的方式展现出来，它既是文化本身，
也是文化载体。“戏曲以一种年轻、活泼的
方式展现了传承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向世界呈现出中国人的外在美和丰富的精神
内涵，希望更多年轻人加入戏曲行业，共同
传承梅派艺术。”她说。

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共同被丰厚
的文化所滋养，而梅派艺术在两岸的传承正
是这种体现。2023年，魏海敏正式收三位

台湾青年京剧演员为徒，她表示，“从前我
认为自己只是‘代师传艺’，随着时间的沉
淀思索，我认识到唯有通过收徒，才能将所
学所悟传给年轻一代，让梅派戏曲艺术在两
岸开枝散叶。”

多年往返于两岸，魏海敏还观察到，如
今看戏的很多观众是年轻朋友，且年轻人对
于戏曲的了解，并不比年长的戏迷少。也因
如此，她认为从业者对于戏曲一定要有热
情，更要了解角色、演好角色。“我觉得这
个时代，观众一定要受到感动，才会进到剧
场，才会继续支持你。”

谈及戏曲的传承与创新，长年学习老
戏，同时也在创作新戏的魏海敏表示，身为
一个传统艺术表演工作者，绝对不可以只做
一件事情，不能只是 （专注） 传统或只是
（专注）创新，必须要有好的传承，继而在
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如此才能相辅相成推动
戏曲和时代同步向前。

“不仅是两岸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戏曲
需要拥抱更广阔的空间，让全世界的人们都

能感受到戏曲的魅力，从而让大家认识、了
解到我们的民族是温和、爱好和平的。并通
过中华戏曲之美传递‘同住地球村’的重要
理念，向世界传播和平美好的价值观念，促
进全球文化交流与共融。未来，我很盼望能
够有更多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行列，使戏曲
能有更新的发展。”魏海敏说。

台湾梅派传人魏海敏：

盼中华戏曲架起两岸文化沟通桥梁
本报记者 修菁

由中华文化联谊会、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财团法人人
间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上海文化联谊会、上海木偶剧团、
上海东方明珠国际交流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第 13届海派
文化艺术节”近日在台湾佛光山举行。上海木偶剧团大型神
话木偶剧《华山神童》首度亮相台湾高雄佛光山，时隔5年
再次入岛，向千余名台湾民众展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偶
戏这一和台湾霹雳布袋戏艺术一脉相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华山神童》首演于1997年，以“小沉香劈山救母”为
主线，采用杖头木偶的表演形式，将传统人物形象结合当代
视觉，加入声光电技术。2019 年该剧参加第六届俄罗斯鄂
木斯克“金小丑”国际木偶艺术节，获“特别奖”及“最佳
演员技术与剧码奖”。

全剧凭借精美造型和高超技艺，使经典的东方审美与传
统技艺相得益彰。同时，通过木偶这一独特样式将“沉香”
的成长生动描绘，激励着青年一代面对困境时需要勇气与担
当，故事讲述中传递的那份中华民族人文情怀的传承与品
德，使得演出现场气氛热烈。观演结束后，有台湾观众表
示：“木偶戏底蕴深厚，历经岁月更迭，永不褪色，这样的
传统艺术能迸发出更多文化魅力。”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木偶戏的传承
近年来成为两岸木偶艺人关注的焦点。为此，第 13届海派
文化艺术节专门在佛光山开设“偶工坊之杖头木偶制作”体
验活动，为台湾小朋友们提供亲身参与、亲手制作杖头木偶
的兴趣课程。通过参与“偶工坊”活动，孩子们不仅学习了
杖头木偶的制作技艺，更增进年轻一代对传统民间艺术的了
解，体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 （赛楠）

第13届海派文化艺术节在台湾佛光山举行

《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 〈牡丹亭〉 与昆曲复兴》
新书出版发表会日前在台北举行。本书由台湾作家白先勇任
总策划，收录青春版 《牡丹亭》 主创团队及学者专家等近
80位作者作品，是青春版《牡丹亭》二十年全记录。

“我与昆曲结了一辈子的缘……第一次接触昆曲就好像
冥冥中有一条情索把我跟昆曲绑在一起，分不开来了。”白
先勇如此回忆他与昆曲的缘起。2000 年，白先勇在美国家
中突发心脏病，命悬一线。他在书中自述，生死攸关的时
刻，一心悬念的竟还是昆曲。因不忍见昆曲式微，2003 年
白先勇同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担任总制作人，集结两岸
文化及戏曲界精英联手创作青春版《牡丹亭》，并于2004年
在台北首演，自此牡丹盛放已二十载。

据了解，《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与昆
曲复兴》共6辑，除白先勇的个人讲述外，还有主创团队回
顾二十年的征程，导演、艺术指导解析青春版《牡丹亭》的
舞台美学建构，演员分享拜师学艺之路等内容。书末附有多
篇学术论文及文献，并有逾200帧全彩剧照及幕后工作照。

在发表会现场，白先勇及多位主创分享了青春版《牡丹
亭》台前幕后的历史照片和珍贵故事，精彩动情处引发读者
阵阵笑声与掌声。

“昆曲是以最美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最深刻的感情。”白
先勇说，希望通过青春版《牡丹亭》让年轻人认识到我们几
千年传统文化的美学成就，引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 〈牡丹亭〉 与昆曲复兴》
日前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出版社方面表示，该
书中文简体版正在筹备中。 （齐菲 赵博）

白先勇台北推新书 记录“牡丹花开二十年”

闽台合作剧目《敲门叩问》日前再次搬上福州舞台，这
是它获评国家艺术基金 2023年度资助项目后推出的首场公
益低票价演出。该剧导演、福建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陈大联
告诉记者，10 年来，福建人艺与台湾编剧纪蔚然携手推出

《敲门叩问》 等 7部剧目，明年还有新的合作计划，闽台交
流合作持续“有戏”。

闽台合作剧目 《敲门叩问》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40
年前，在偏僻乡村，一位作家携妻带女来此盖了一座农场；
40 年后，这里成了高档社区，汪爸汪妈带着女儿住进了新
购买的别墅……时空交织，将两个家庭联系在一起，也让人
们对“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敲门叩问》 是陈大联与台湾大学戏剧学系名誉教授
纪蔚然这对“闽台搭档”推出的第 6 部剧目，与 《盛宴》

《12.3 坪》 一起构成纪蔚然“家庭伦理剧”系列三部曲。
“第一部写一个家庭，第二部写两个家庭，第三部写社

区和家园，慢慢扩展。”从台北赶来福州观演的纪蔚然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理想家园建设不容易，需要讲究平
衡。像《敲门叩问》中的年轻人一样，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
平庸，才能继续往前走。

《敲门叩问》 2022 年在福州首演，入围国家艺术基金
2023 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后，陈大联与纪蔚然携手
推出升级版，包括对叙事结构进行调整，对剧情和台词适度
重构和精简，从100多人的小剧场搬到近500人的剧场，增
加灯光舞美的丰富性等。升级版《敲门叩问》今年将在福建
各地演出至少10场。

闽台合作“有戏”，双方交流“有情”。从 2014 年开
始，福建人艺与纪蔚然合作推出《夜夜夜麻》《莎士比亚打
麻将》《衣帽间》《盛宴》《12.3坪》《敲门叩问》和《安娜与
齐的故事》等7部剧目。

“10年来，我们和台湾编剧合作，也和台湾的灯光、舞
美、演员等深度合作。”陈大联说，“两岸艺术家一个剧目一
个剧目排演，一点一点累积情谊，合作时间久了，彼此成为
朋友，甚至有点像家人。”

“这么多年参与两岸合作，我的体会就是，两岸互相切
磋交流很重要。”纪蔚然告诉记者，台湾有关剧团也在排演

《敲门叩问》，将于 4月中旬在台湾首演。“同一个剧本，两
岸各自排演，如果能跨越海峡互相观摩、交流合作，就是最
好的。” （许雪毅）

闽台交流合作持续“有戏”

魏海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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