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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

600年昆曲和600年故宫的双向奔赴

新华社电 由台湾京剧名角李宝

春领衔的新编京剧《知己》14 日正式

亮相台北城市舞台，为观众献上一出

充满“新意”的京剧。

新编京剧《知己》改编自北京人艺

编剧郭启宏同名话剧，讲述了清朝初

期著名文人吴兆骞、顾贞观、纳兰性德

心神相守、患难与共的故事。因科举

主考官收贿弊案，吴兆骞含冤流放关

外宁古塔。挚友顾贞观为营救吴兆骞

奋斗十余年，在纳兰性德的帮助下救

出好友。无奈宁古塔的经历把吴兆骞

折腾得面目全非，知己重逢，情志却已

两样。

该新编京剧是李宝春尝试以京昆

合鸣形式编创的作品，2013 年首演于

台北新舞台，此后在两岸巡回热演二

十余场。该剧由辜公亮文教基金会推

出，演员班底来自台北新剧团，李宝春

担纲编剧和导演，并出演剧中主角吴

兆骞。

李宝春说，为了凸显戏曲演出效

果，以昆曲水磨调描摹顾贞观儒生的

耿介正直，以皮黄的渲染力表现吴兆骞

孤傲与卑懦的反差，借由不同剧种的表

演技法来区隔人物性格及其转变。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

事，那堪回首……”该剧纳入不少著名

词句，以顾贞观回复吴兆骞关外来信

的二阙《金缕曲》谱成优美的昆曲三重

唱，剧中人顾贞观、纳兰性德、云姬载

歌载舞，搭配书法家王士仪奇逸墨迹

的大型投影，构成《知己》舞台上雅致

动人的场景，视听效果俱佳。

此外，特邀该剧首演时饰演顾贞

观的温宇航回归。新生代演员孔玥

慈扮演默默守护顾贞观的红粉知己

云姬。

该剧在传统里融入现代剧场手

法，在音乐设计方面展现实验精神，将

皮黄的板腔体与昆曲的曲牌体巧妙融

合。特邀作曲家钟耀光与大陆作曲家

朱绍玉联手，呈现京昆融合西乐，带来

悦耳的视听感受。

故宫与上昆，两个传统文化大 IP，

历经五年交融的成果——汇聚三出宫

廷戏的《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

12 月 11 日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

首演。

大众对于故宫的了解多停留在文

物，而拥有宫廷音乐与戏曲研究所 10

年的故宫，不仅注重再现物质的文物，

也注重再现非物质的音乐与戏曲演

出。这就是近五年来，他们与上海昆

剧团昆合作的初衷，恢复、再现包括观

赏戏曲在内的传统宫廷生活方式，把

戏曲精髓在当代也能做到活态传承。

上昆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 11498

册、6467 部、3200 余种清宫戏本中，精

心挑选了以中秋与重阳两大节令为主

题的《江州送酒》《中秋奏凯》《长生

殿·重圆》三出剧目。这三出剧目选自

清代宫廷承应戏《江州送酒 东篱啸

傲》《全福庆》，也有源自清代宫廷常演

的传奇戏本《长生殿》。

在审美风格上，《江州送酒》是一

出表面谐趣、内涵丰富的“文戏”，而

《中秋奏凯》则是一出热闹非凡的“武

戏”，《长生殿·重圆》则相对更加完

整，剧目完整保留了《重圆》的核心旋

律《霓裳羽衣》及昆曲历史上的大场面

名曲——众天女的“羽衣三叠”。在

《江州送酒》与《中秋奏凯》两折戏缺乏

原始曲谱的背景下，唱腔根据词意和

四声腔格规律进行谱曲式作曲。《长生

殿·重圆》则在尊重传统经典的基础上

守正创新，通过 14 支曲牌和“羽衣三

叠”集曲推进剧情并呈现丰富多变的

情感层次。

与惯常戏曲舞台剧的审美理念不

同，《太和正音》的审美更倾向于当代

戏剧。比如舞美设计参考了故宫畅音

阁的样式，复原了“戏楼”，而非戏曲舞

台常见的一桌二椅。所以，舞台上能

看见黄边绿瓦飞檐、精美斗拱梁柱。

同时，有着透视感，空间可以动态组

合，演区后方还有长卷式背投影像，可

以让市民观众领略“宫廷视角”。

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上昆第一次

从故宫中寻宝和再开掘来编创剧目。

在 600 年的宫廷戏剧结构中，进行复

古的创新，是上昆和故宫博物院在守

正创新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一次有意义

的戏剧实践。导演田沁鑫视之为“一

次复古的美学实践，也是具有表现主

义美学的再整理、再创新，是 600 年昆

曲和 600 年故宫的双向奔赴”。

朱光

一椅一扇，道不尽相思苦；一潮一

汐，望不断相思路。原创舞剧《归·家》

将小家情感与民族情怀交织，塑造出血

浓于水、两岸一家亲的情感认同和民族

认同，令人动容。

该剧以主人公李桂英和陈洪升的

深情等待和执着思念为情感牵引，巧妙

地以一幅扇画为线索，通过倒叙、回忆

等艺术手法，生动展现了海峡两岸人民

血脉相连、相互守候的动人故事。

剧中融入了簪花围、拍胸舞、提线

木偶等众多闽南文化元素，这些文化瑰

宝超越了地域限制，连接起共通的中华

文明。此外，福建福安非遗“官埔油

扇”制作技艺贯穿全剧，它承载着中华

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寄托着传承千年

的民族精神，更诉说着一代人的坚守与

期盼。

作品站在当下回望历史，以李桂英

一家做扇画的故事为主线，以李桂英与

两岸相隔的恋人为缩影，聚焦他们对祖

国的情感，以小人物映射大时代，通过

文艺形式唤起民族亲情、期盼宝岛回

归，展现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宗的骨

肉亲情，表达两岸同胞期盼祖国统一的

美好夙愿。

《归·家》由青年舞蹈家、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创演系军旅舞蹈表演教

研室副教授刘芳与北京舞蹈学院教师、

国家一级演员曾明联合执导，军事文化

学院师生打造。

田婉婷

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

“艺术+科技”彰显大美敦煌

大勇气挑战创新大戏
在国家级体育馆演出音乐话剧，

对于国家话剧院来说尚属首次，在戏

剧 领 域 也 属 罕 见 ，这 对 团 队 创 作 能

力、制作技术、宣传营销等都提出极

大挑战。

但敦煌之伟大，给予田沁鑫勇气

和魄力：“我要求团队始终秉承‘高维

思维’，不能以俗世理解敦煌文化，不

能轻浮对待这次创作，要珍视敦煌艺

术和我们的这一次链接。”在田沁鑫

看来，《受到召唤·敦煌》的创作过程，

不仅是国家话剧院的一次创新表达，

也是整个剧组受到敦煌文化感召，与

中国艺术精神进行链接，继而回望、

传承、表达的艺术探索。

田沁鑫不仅亲率创作团队走进敦

煌采风，还担纲编剧、导演、作词，充

分发挥她多年来在戏剧舞台、电视媒

体、大型晚会、数字技术等方面积累的

实践经验，在“以中国演剧精神讲述中

国故事”基础上，将敦煌文化与现代科

技相结合，打破传统观演模式。

同时 ，她 大 胆 选 择 从 没 演 过 话

剧 的 张 艺 兴 挑 梁 主 演，启动了一个

非常年轻的创作团队，“让敦煌艺术

年轻起来，让更多年轻人感受中华文

明的悠久传承和生命能量，让他们意

识到传统文化并不是遥不可及，而是

可以融入当代生活、激发 创 造 力 的

灵感源泉。”

大手笔展现敦煌大美
“艺术与科技结合是文艺新业态

产生的必由之路。这次我们深度融

合最前沿的数字技术，以提升作品品

质和观赏性。”田沁鑫介绍，敦煌研究

院对此次创作鼎力支持，提供了大量

饱含心血结晶的数字化成果。《受到

召唤·敦煌》剧组也集结各界精锐人

才，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多维立体舞

台，以大手笔展现大美敦煌。

《受到召唤·敦煌》囊括历史、文

化、人文、地理、政治、宗教等方方面

面内容，融合话剧、歌唱、舞蹈、威亚、

提线木偶、即时拍摄等艺术形式，还

创新性运用二维动画、3D 特效、AI 技

术、动画真人融合等科技，通过多空

间多线性叙事结构和多媒体视觉，创

造出一个既时尚现代又满载中国审

美的“敦煌空间”。

这其中，多媒体设计团队借助 AI

辅助艺术创作，利用大量中国式审美图

片进行数据训练，生成体现中国审美、

符合中国意境、表达中国情感的画面，

带给观众目不暇接的视觉盛宴。此外，

磅礴悠远的舞台，深邃丰富的灯光，大

气精致的服化道，赢得一片美誉。

当国家速滑馆“变身”为美不胜

收的敦煌艺术博物馆，数道光束综合

交错营造出辉煌壮观的敦煌世界；当

古老的壁画与雕塑被赋予生命，魁梧

的金刚谈笑风生，婀娜的飞天腾空飞

舞；当时尚之都巴黎出现绚丽多彩的

中国敦煌艺术二次元；当敦煌莫高窟

中高达 35.5 米的“北大像”作为重要视

觉元素亮相；当深远影响过常书鸿精

神世界的敦煌莫高窟 254 窟的《萨埵

太子舍身饲虎图》，在具有冲击力的音

乐中以群舞与 AIGC 技术结合的形式

震撼呈现……现场都爆发出热烈的喝

彩和掌声，观众为中华文明的伟大璀

璨和当代科技的创新赋能由衷赞叹。

大格局彰显家国大爱
“仅仅停留在视觉或其他层面，

我认为这样的作品谈不上讲好中国

故事。只有树立正确观念，作品才能

具有思想性，进而影响人、作用于心

灵。”田沁鑫表示，《受到召唤·敦煌》

的创作秉承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

作精良相统一的追求，不仅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素材和灵感，而且

力求贴近当代年轻人的视角和情感。

《受到召唤·敦煌》不仅纵跨 1935

年至 2035 年的百年时间，讲述战乱时

期以一己之力保护敦煌的常书鸿与

未来“敦煌数字研究中心”中的“敦煌

小工匠”张燃两代人对敦煌的热爱，还

穿越时空，让张燃和金刚探讨起了“爱

情问题”与“哲学问题”。剧中，常书鸿

会为情关难过而迷茫，常书鸿之妻陈

芝秀和张燃女友林姿秀的离去，也都

具有寻找自我的意义，剧中世代众人

的叩问，满怀着追求觉悟的信仰……

田沁鑫说：“我们的作品需要具有感

动和感召的力量，以及平等交流的能

力。”著名音乐人金培达以多元的曲

风，让这些或激情或平静或深刻或诙

谐的情感和思考，变成动人的旋律，

在巨大的体育场馆久久回荡。

首次出演音乐话剧的张艺兴重任在

肩，不仅有十多首歌舞唱跳，还有大量台

词和表演，并且一人分饰常书鸿和张燃两

个重要角色。他分秒必争，即使不在台

上，也会虚心请教，刻苦练习声乐、台词

和舞蹈动作。经过数月学习和排练，如

今出现在舞台上的他充满光彩，全情投

入角色，充分施展了特长和才华。

“能够参与这样一部作品，我感到

非常荣幸。敦煌文化博大精深，我希望

通过自己的表演，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

这份文化瑰宝。”张艺兴说。而他的表

现也让人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

为了守护和传承中华文明而奋斗。

王润

新编京剧《知己》亮相台北
跨界融合舞台剧《大地》依托北京杂

技团专业演员的精湛杂技表演，融合现

代舞、戏曲等艺术形式，讲述了神州儿女

抵御外族入侵、守护大地的动人传说。

跨界融合舞台剧《大地》由北京杂

技团创排。广袤神州之上，异族的入侵

打破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质朴生

活，人们为守护大地，跨上战马，展开

一场血泪交织、英勇无畏的战斗。

《大地》展现了一场惊险刺激、澎湃

激昂的杂技绝活盛宴，草帽表演、赛活

驴、钻圈等杂技绝活依次登场，演员们

用精湛的杂技表演，传达出丰富的舞台

情绪与剧情起伏。作为一部创新融合

舞台剧，《大地》还融入了现代舞元素，

浪漫地传达出炽热的情感。与此同时，

该剧还采用了中国戏曲舞台上常用的

虚拟动作表演，通过写意化的表达展现

牵动人心的戏剧情境。

韩轩

舞台剧《大地》剧照。

跨界融合舞台剧《大地》：

讲述神州儿女抵御入侵的动人传说

“一只小舢板，摇向大上海，吃尽人

间风和浪……”日前，由浙江省宁波市

镇海区海韵艺术团带来的原创越剧《君

子成忠》亮相国家大剧院，参加 2024 年

“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

演”。该剧创排于 2021 年，聚焦近代宁

波商帮题材，以宁波商帮先驱、镇海庄

市人叶澄衷（原名叶成忠）为原型，讲述

他从舢板少年到商业巨子的成长史，刻

画其至孝、至诚、至俭的君子品格，展现

人情温暖及宁波籍商人的家国情怀。

叶澄衷少时家贫，不得不辍学前往

上海当学徒，又驾舢板谋生于黄浦江上，

他以诚信起家，艰辛创业，成为宁波商帮

早期发迹上海的实业巨子。母亲教他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成为他一生恪守

的信条。其晚年念及幼时失学之苦，在

上海捐地、出银创办澄衷蒙学堂，该学堂

编印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自1901年

出版后广为流布，是包括胡适、茅盾、梁

漱溟、丰子恺、竺可桢等知名人士在内的

一代人的少年读物。叶澄衷还在家乡镇

海捐资兴办了叶氏中兴学堂，宁波商帮

的代表人物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等都

曾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

作品将视角放到质朴的人性关怀

上，着重刻画叶澄衷与母亲、妻子之间的

深厚感情，以三段“别母”故事筑成剧作

核心构架，以小见大、以情感人。剧中人

物的插科打诨、见机帮腔、“出门人”的载

歌载舞、“洋泾浜”的英语顺口溜等，也为

这部戏增添了多样性和生动性。

专家认为，该剧在表演上遵循中国

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在叙事

中聚焦母子、夫妻、工友、商帮等人物

关系，取法独特，文采流畅，传达了浓

浓的爱国心、桑梓情，表达质朴自然、

真实感人，体现了越剧擅抒情、能动情

的艺术特点。

闻逸

敦，大也；煌，盛也。近日，由中国国家话剧

院院长田沁鑫担任编剧、导演，国话青年演员张

艺兴主演的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在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盛大首演。数千名观众跟随剧

中2035年的敦煌数字研究中心实习生张燃，跨越

百年岁月，遇见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敦煌艺术

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先生，借由不断流转的时

空，在音乐歌舞、戏剧表演、数字多媒体影像中，

沉浸感受华夏历史的恢宏广阔。

演出剧照。

舞剧《归·家》剧照。

越剧《君子成忠》剧照。

《太和正音——故宫昆曲萃集》剧照。

《知己》剧照。

越剧《君子成忠》：

展现宁波商帮先驱的家国情怀

舞剧《归·家》：

寄情闽南扇画舞出两岸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