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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戏曲名篇中，爱情题材不
仅在数量上占有相当比重，且流布广泛、
影响深远。它们或来源于神话故事、民间
传说和乡野趣闻，或由文人搜求改写自历
史典故、笔记轶闻，以中国传统的文学艺
术和美学精神为滋养，涵容着丰富的地域
风情、道德观念和民俗信仰，反映着中国
社会生活特有的世俗与浪漫。以爱情题
材戏曲剧目的重排为观察对象，可以提炼
借鉴其中方法，探索戏曲名篇搬演如何拉
近传统与现代的距离，获得新观众，产生
当代新的戏曲经典。

2004 年，由白先勇主持打造的昆曲作
品青春版《牡丹亭》横空出世，20 年经演不
衰，被认为是推动昆曲复兴发展的“里程
碑之作”。近几年来，曾小敏、文汝清主演
的《白蛇传·情》火爆“出圈”，为“粤剧热”
再掀高潮。青春版《牡丹亭》《白蛇传·情》
等剧目的成功告诉我们，戏曲名篇要在当
代舞台焕发活力，应该注重传其“情”、新
其“意”、美其“形”。

首先，在复排、搬演传统戏曲名篇时，
应以“传情”为主旨，把“情”作为主线统摄
人物铺展情节，对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
具有古典气韵的中式情感表达进行深度
挖掘。

《雷峰塔》（《白蛇传》）《梁山伯祝英
台》《牡丹亭》《西厢记》《天仙配》等大多数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戏曲剧目，之所以历经
岁月流转、观念更移，依旧能够吸引观众
围拢戏台、走进剧场，皆是因为蕴含其中
的关于“情”的塑造和体悟：白娘子和许仙
断桥相逢、仙山盗草，梁山伯祝英台三载
同窗、十八相送，牛郎织女喜结良缘、生儿
育女，折射着民众对真挚爱情和美好生活
的肯定和向往；崔莺莺长亭送别、张生草
桥惊梦，杜丽娘游园惊梦、寻梦闹殇是对
古往今来无数痴男怨女“求不得”“爱别

离”的感伤浩叹；而水漫金山、化蝶双飞、
鹊桥相会、奉旨成婚则寄托着大众对坚贞
爱情的歌颂和祝福。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类对情感的
想象和吟咏是亘古如一的，把握这一点，
就把握住了戏曲名篇在舞台上的“活力
密码”。

青春版《牡丹亭》将原著浓缩为“梦中
情”“人鬼情”“人间情”3 本，“以最美的形
式表现中国人最深的感情”；粤剧《白蛇
传·情》将场次凝练为“钟情”“惊情”“求
情”“伤情”“续情”和尾声“未了情”6 个段
落，传递出“唯愿人间真情永存，真情永
传”的祈愿。这些都是以情叙事、以情动
人，从而赢得观众强烈反响的成功典范。

新其“意”，就是要给古典故事注入时
代精神内涵和文化质感，使之更加契合当
代价值理念，让观众产生基于理解基础之
上的情感共鸣。

清代戏曲家李渔认为“世道迁移，人
心非旧，当日有当日之情态，今日有今日
之情态”，主张戏曲创作者搬演旧剧时应
该“易以新词，透入世情三昧”，以便让观
众“虽观旧剧，如阅新篇”。时代背景、文
化语境，乃至风俗理念、年龄阅历，都会影
响人们对古老故事的理解和诠释。将古
老的爱情传奇搬上舞台，自然也应该加入
当下的“世情三昧”。《白蛇传·情》中鹤童
将仙草赠予白娘子并相信“师尊回来，定
以救人为重”，小和尚仁心有感于“人若无
情不如妖，只要有情妖亦人”从而放走许
仙，白娘子为许仙的薄幸伤心至极，依旧
理解“那许仙只是一介凡人，他心生恐惧，
也是人之常情”等细节设置；以及淡化传
统戏曲中法海的刚愎无情，将法海“收妖”
改为白娘子自愿走进雷峰塔等情节修改，
虽然存在争议，却也因为既凸显了中国传
统社会特有的“人情美”，又契合了当代多

元共生、宽容理解的文化语境，被青年观
众接受认同并津津乐道。

美其“形”，是指在继承保留戏曲剧种
基本范式和美学特质的基础上，运用现代
舞台理念和技术手段，丰富舞台视听元
素，提升戏曲传播美感效应。

在艺术产品空前丰富、受众审美水平
和审美期待不断提高的当今时代，传统戏
曲一桌二椅、单纯依靠声腔曲辞和身段动
作传情达意的表演方式，已不能对观众形
成足够吸引力。各剧种各院团的戏曲工
作者自觉探索演出新样态，取得的成绩也
有目共睹：比如继《牡丹亭》之后，《白蛇
传》《天仙配》《桃花扇》《拜月亭》等经典爱
情剧目纷纷推出的各自的“青春版”“文旅
版”，收获观众好评；国家大剧院最新推出
京剧《白蛇传》，利用旋转式舞台和多媒体
技术，扩大舞台空间的叙事功能和审美功
能，以江南四季风光流转呼应白许二人的
离合悲欢，将屏幕上的惊涛骇浪与场上的
长绸舞、打出手等舞台技艺完美衔接，营
造出“水漫金山”的惊心动魄；陈丽君、李
云霄主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青春
版），通过舞台置景和演员服饰色调，构建
出如诗如梦的意境空间，从视觉上将观众
带入几百年前那段凄美爱情发生地……

需要指出的是，戏曲名篇的创新表达
不能仅停留在舞台设计层面，还要从叙事
视角、剧情结构、呈现手法等各方面着眼，
寻求中华传统美学与当代审美旨趣圆融
自洽的贴合方式。

尊重经典并不等于泥古不化，追求创
新也不是毫无原则的颠覆篡改，美化演出
形态更要警惕过分华丽包装或者滥用科
技。只有在牢牢把握戏曲本体艺术美和
剧情本身感染力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去
芜存菁，戏曲名篇才能保持永恒活力。

据《光明日报》

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最近在看《宿敌》。19 年的无悔追踪

有点像《三大队》，但细想，比《三大队》更
让人悲情。剧情内外，廖凡和剧中的国安
侦查员吴豫都在时间里踽踽独行，容颜老
去，背影模糊。故事开始于 2019 年，滨海
市“901 所”的绝密文件被盗，国安干警郭
伟杰受命调查此案。郭伟杰逐渐发现这
起窃密案与 19 年前的一起航天城“十四
院窃密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随着调
查的深入，当年窃密案的经办人吴豫（廖
凡 饰）成为这起新案的嫌疑人。为了揭
开真相，郭伟杰开始回溯 19 年前的旧案，
试图找出两案之间的关联。《宿敌》描绘的
是吴豫和郭伟杰新老两代国安人的共同
坚守，他们的信念之火生生不息，传承不
灭。19 年前吴豫之所以离开警队以及入
狱，是“卧底”工作的需要，以便揪出纹身
背后的幕后主使，将窃取国家机密的庞大
网络一网打尽。

跨越 19 年时光的正邪之战，其实胜
负早已分明。在早早就预知了结局的前

提下，《宿敌》仍然吸引观众心系剧情追剧
点映，主创人员的编、导、演均释放了强大
的引力磁场。差不多八九年为一个段落，
魏乐乐、黄萧以及新一代国安干警周佳用
各自的惊艳表现，让这部“男人戏”平添了
几分柔情。魏乐乐的纯情，与吴豫欲说还
休的情感，推动了剧情前段从卧底到发现
线索碎片的递进、冲突和高潮；黄萧与熊
晓天构成了第二段落的主要线索人。朱
珠扮演的黄萧既有狡黠、占小便宜的市
侩，也有后来重逢时刻“我养你啊”的深情
告白；周佳与郭伟杰在办案中默契配合与
生活中情愫暗藏的黏稠气氛，调和了剧情
的诡谲变化与枪战打斗戏的残酷暗黑。

当然，吸引人的，还有廖凡在剧中的
一切。19 年前的青春果决，19 年间的幽
暗历劫，19 年后的终成一快，不仅是头发、
胡须、皮肤、形体的层层变化，更有信念一
直不变的坚持与支撑。不退不让、不懈不
渝，以信念为底、热血为笔，描绘出一幅跨
越 19年的反特英雄画卷。

廖凡的银幕作品非常多。我总是能
在一部新戏里或多或少看到以前塑造的
角色影子，又总是能带给人惊喜与期待。
廖凡塑造的角色，很难界定好坏，但是能
精准诠释身处剧情下角色的人性纠结。
看剧之余，不由得感慨廖凡的成长与成
器。从 1998 年《将爱情进行到底》那个陪
着李亚鹏、徐静蕾在操场上奔跑的青涩小
子开始，到《别了，温哥华》《像雾像雨又像
风》里成为赵宝刚最妥帖放心的男二男三
阵容，再到主动求变，《生死线》里变硬汉，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变顽主老炮，廖凡打
开了自己的演技天花板。再后来，《让子
弹飞》里已经可以从容与周润发、姜文、葛
优搭对手戏不落下风；凭借《白日焰火》获
得了第 64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奖；《邪不压正》里对戏姜文和彭于晏气场
压制；电影《师父》里上演“独角戏”，让蒋
雯丽、宋佳等等一众演员星光大减绿叶陪
衬……廖凡的演艺之路很硬，很抗造，很
倔强生长。

凝神回望，风雨兼程、充满未知本是
常态，谁也不知道未来的白纸上能作出怎
样的图画。19 年前的吴豫，短发、干练、执
着的同时眼神里还有一丝温和，像极了

《将爱情进行到底》里的雨森；19 年里，爱
人的惨死，宿敌的逃逸，线索的一断再断，
身处灰色地带或多或少浸染的暴戾气息，
像极了《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里与莫小棋
爱痛纠缠的王耀；19 年后，衰老潦倒，混迹
藏身于外卖员，低调、深藏火气，用最笨拙
的逐条排除法一条街一条街筛选宿敌藏
身处的沉着杀气，像极了《白日焰火》里在
结尾时独自跳舞的警察张自力。

每个人的成长历程，都可以看做是一
段独一无二的时间简史，每一次的人生选
择都让流动的时光有了个体鲜明的刻度，
让变动的历史有了确定的航道。此去经
年，于吴豫而言，是用时间换空间的草灰
蛇线、伏脉千里；此去经年，于廖凡而言，
是用时间换经历的“涨戏”和角色把握，不
动如山，安如磐石，任凭风起云涌，动如雷
霆，风疾色厉，直指人戏合一。

每个人都是吴豫，每个人也都是廖
凡，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时间简史里，此去
经年，不止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难
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你
把自己看成是茫茫星空里的一粒尘埃，那
沉浮飘荡就是消磨时间的颓唐轨迹；你把
自己看做宇宙，那即便是黑洞或者爆炸，
也不过是一个新纪元起源的奇点。前世，
今生，未来，都曾经抑或将是时间轴上或
左或右或上或下的一次绽放。

此去经年

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图
形图像处理等技术，进一步推动数字化、
智能化有机融合。以数智技术打破美术
与其他艺术的边界，推动美术与科技深
度融合，拓宽了创作空间，丰富了视觉效
果，强化了传播效力，赋予中华文化标识
时代美感和创新表达。

数智技术在美术创作领域的介入主
要有两方面。一是以 AI 之“脑力”指挥
机械设备之“臂力”开展创作。如清华大
学相关实验室打造的“道子智能绘画系
统”，实现了自动绘制水墨画，开创了人
机协作、人机共创艺术的新模式。二是
以 AI 之“算力”辅助美术工作者之“笔
力”开展创作。比如由 AI 创作的《光谷
十景》绘画作品，以传统中国画融入地标
性现代建筑元素，重构古代山水景观，在
40 天内创作出长约 6 米的“科技新城”水
墨画卷。

数智技术成功应用于美术类文物和
文化遗产的修复，大大缩短了人工修复
的时间周期。比如，通过超强 AI 算力，
对山西永乐宫壁画《朝元图》包罗万象的
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后修复，完美再现元
代壁画的斑斓色彩。这种快捷性与无缝
性，正是基于 AI 数据库储备了大量古画
素材。依据数据大模型进行快速渲染、
高效修复，让古画在新时代焕发历久弥
新的生命活力。

数智技术开启美术经典的场景化、
沉浸式、交互式传播，打破了传统美术的
单一化展示和传播路径，推动了数字媒
介与艺术媒介的进一步融合。全息影
像、沉浸式体验等赋能故宫博物院、中国
美术馆等场馆的策展和传播，给观众带
来全新观展体验。各地博物馆、美术馆也
纷纷推出 3D建模展馆、360度全景展览等
丰富多彩的“云展览”，把镇馆之宝拿出来
在网上“晾晒”，获得了较大流量。观众足
不出户便可以通过数字化观展直抵“现
场”，享受“云端”系列文化盛宴。这种从
展厅到“云端”的转化，为观众带来多重感
官新体验；从被动“上云端”到主动“入云
端”，互联网的助力从看不见的“大变量”
成为看得见的“大增量”。

数智技术与美术融合出新还表现在
多种艺术门类的跨界融合，为艺术创造、
审美表达、数字转向开辟了新空间。数
智技术也是美术与舞台艺术融合的“催
化 剂 ”，延 展 了 审 美 维 度 ，引 发 观 众 共
情。比如 2023 年央视春晚创意节目《满
庭芳·国色》运用“AR+绿幕”制作技术，
以 5 种传统器物等元素，诠释中国传统
的桃红、凝脂、缃叶、群青、沉香代表的五
行之色赤、白、黄、青、黑，将物质化的颜
料转化为精神化的色彩，以舞蹈语言的
生动表达呈现东方美学的神韵与意境，
展现天地之间的斑斓画卷。

在科技创新赋能之下，数智技术与
美术在多方面、全领域的进一步融合，必
将以更加高效的手段发挥好美术在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也将为擦亮中华文化标识、推动文
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科技与艺术
的力量。 据“学习强国”平台

“数智”对美术的成全

《《牡丹亭牡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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