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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明朝江南昆山地区出了“惊天动地”的两件大事，影响至今。
先是 郑和率领举世空前庞大的船队装载上万官兵，从昆山刘家河(港）出发、远洋 航行，不仅到了非
洲，甚至还可能到了美洲；后有文人魏良辅，在昆山太仓 创造了“昆曲”(“昆腔新声”、“水磨调
”），风靡神州，独领风骚，成千 上万的痴迷者，在每年中秋月下的苏州名胜虎丘，彻夜高唱昆曲，
声震霄汉 ，惊动“天庭”。
 明末张岱(字宗子，号陶庵，山阴人；1597年一1679年，晚明散文家）在 所著《陶庵梦忆》卷五的《
虎丘中秋夜》一则里，叙述了万历年间江南业余 曲会的盛况：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
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 、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侯僮走空之辈，无不鳞 
集。
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 皆铺毡席地坐。
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 ，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
更定 ，鼓铙渐歇，弦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浣纱记·打围》）”，“ 澄湖万顷(《浣纱记
·采莲》）”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 。
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
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曲） 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
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 缕，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
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 不杂蚊虻。
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 扬，一字一刻。
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然此时雁 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
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72年起，发起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目前全世 界已有690个自然和文化景点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公布了抢救保护《人类非物质及口头创作代 表》的首批文告。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是指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活动和口头文 化表述 形式，其中包括语言、故事、
音乐、游戏、舞蹈、风俗及各种艺术表达手段 。
 此次“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授予活动是对世界文 化遗 产保护活动的必要补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5月18日宣布首批“人 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首批获得
代表 作称号的19个项目 ，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中国的昆剧名列第一位。
 昆曲名列“榜首”，带 来了全世界的关怀，也让昆曲界“五味杂陈”。
 明末清初，昆曲大盛；清 末民初，京剧大盛。
但京剧泰斗、头牌——梅兰芳大师却力挺衰落的昆曲， 他又学又演，高度评价昆曲艺术远胜京剧。
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文化名人，大 捧昆曲。
名教授吴梅带着笛子上昆曲课，“幽兰”登上大雅之堂。
昆曲处境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解放初，一出昆剧《十五贯》轰动京城，救活了这个剧种，首都成立了 “北方昆曲剧院”。
昆曲“落户空谷，封为幽兰”。
 “文革”运动中，昆曲被彻底否定，演员改行——在“样板戏”中“垒 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红
遍大江南北。
改革开放后，中央吹起弘扬传统文 化的号角。
文化部成立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海内外的昆曲界重新复苏，北 大又开了“京昆欣赏课”。
联合国的“东风”使幽兰开始香遍全球，有关各 方或“闻风而动”或“沉醉东风”。
 有人把当今京剧称之为“夕阳艺术”，那么，昆剧就该成“暮星艺术” 了。
但是夜空中的群星却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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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悠久的历史积淀了难以磨灭的丰厚 的文化艺术遗产，至今仍然还有很大的影响。
在舞台、在屏幕、在大学的课 堂上，都还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一、特殊的“星座”——说不尽、演不完的《牡丹亭》 四百年前汤显祖的《牡丹亭》一问世，很快
就流传开来，剧中数折至今 仍久演不衰。
振兴昆剧大概要以梅兰芳最有代表性，他在舞台上多次表演昆 剧，而且特别垂青于演杜丽娘，拍摄了
电影《游园惊梦》，并在《我的电影 生活》中详细介绍拍摄经过。
后来又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专门系统讲授《我演 (游园惊梦）》，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1994年在“首届全国昆剧青年演员交流演出大会”的开幕式演出中，出 现了集中大演《牡丹亭》的局
面。
其中湖南省昆剧团演出《游园》；北方昆 曲剧院演出《惊梦》；苏州昆剧团演出《寻梦》；浙江京昆
艺术剧院演出《 拾画叫画》；江苏省昆剧院演出《幽媾还魂》。
在整个大会演出期间，《游 园》、《惊梦》和《寻梦》也居于突出地位。
此外，《牡丹亭》里的《春香 闹学》也常演出。
 上海昆剧院排演了《新牡丹亭》。
绚丽多彩的“舞美”工作使得满台生 辉，充分体现了“海派”昆剧的特色；杜丽娘游园之后，改为就
在牡丹亭内 “休息”——“惊梦”，也更为紧凑贴切。
在上海演出受到青年学生的赞赏 。
 近年来，笔者多次参加“北京昆曲研习社”的“同期”活动，《牡丹亭 》也是曲友们反复吟唱的剧
目之一。
北京大学“学生京昆剧社”学习彩唱了 《游园》一折。
在“戏曲欣赏课”的课堂上，同学们也在学习群唱：“袅暗 丝” 古代《牡丹亭》的光辉为什么一直
延续到现在?除了剧本的文采华美、 立意新奇、情重于理之外，还因此剧心理内涵深刻，以及汤显祖
特有的“模 糊语言”，既使人们“伤脑筋”，也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意境和想象，从而具 有永恒的艺
术魅力。
 《牡丹亭》像是夜空中的一个星座——“北斗七星”。
上述的数折都是 一颗颗明星，《游园》好像正位于其斗柄的尖端，最引人注目。
 二、恒星——《刀会》、《斩娥》与《红娘》 关汉卿在我国戏曲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他创作的剧本在昆剧舞台上至 今仍有重要影响。
 《单刀会》是关汉卿“愤怒的艺术”的典型。
当代昆剧著名红生侯少奎 高歌一曲《驻马听》：“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 
，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把关羽的也是关汉卿的对这场江山争夺战的反 思和反战情绪表演得很清
楚、很有分量，至今犹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让人们 去思考。
 《窦娥冤》，特别是《斩娥》一折里，窦娥的遭遇和行为具有“惊天地 、泣鬼神”的气势，因为她
发下了空前绝后的奇誓：要老天爷六月下雪!三 年大旱!她给的“任务”老天爷都执行了，反映了人民
群众对冤假错案的深 恶痛绝。
此剧不仅常演，也进入了现在的高中语文课本，使大学生上戏曲欣 赏课看录像时不用介绍剧情，可见
影响之大。
《六月雪》中的窦娥没有被斩 而是大团圆的结局，缓和了矛盾，淡化了戏剧中的冲突，其震撼人心的
效果 就差多了。
 王实甫的《西厢记》比起前人的同类作品有了重大的突破。
他笔下的崔 莺莺不再是诱人堕落的罪恶“尤物”。
她被写成正面人物，与情人张生共同 争取婚姻自主取得胜利，深得人民大众的喜爱。
到了当代，人们更珍视助人 为乐的精神，于是《西厢记》中的主人公由崔莺莺与张生转为“红娘”。
红 娘成了家喻户晓的“热心人”的象征和代名词。
 在上海昆剧院演的《佳期》一折里，红娘被升华为一个相当完美的女性 ，崔、张二人幽会时，她在
门外守护，并以优美的歌舞表现她对这～“佳期 ”的想象与赞美之情。
这一段表演也是歌舞合一的独角戏，展现了她相当复 杂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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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笔者见过的表演中，红娘带有些羡慕及惆怅的“酸味”。
 上昆《佳期》中的红娘，却是相当的“超凡脱俗”，是一位既不同于中国传 统中的“月下老人”，
也不同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弗洛狄忒或丘比特的新的 艺术形象——昆剧中的“爱神”。
 三、双星——男怕《夜奔》、女怕《 思凡》 《思凡》和《夜奔》是两折人们熟知的昆剧精品。
这两出高难度的歌舞 合一的独角戏，一直是测验昆剧演员演技水平的“功夫戏”，是青年昆剧演 员
要过的“关”。
从内容来看，昆剧《夜奔》表演英雄落难的悲愤与紧张， 是出“心理戏”。
女武生裴艳玲演的《夜奔》很有特色，勇猛之中带有女性 细致的感情表演，把刚柔之情和林冲的性格
演得十分深刻、生动。
 《思凡》比《夜奔》有着更广泛深刻的心理内容和社会意义，也是更经 常演出的剧目。
梅兰芳学演昆剧，首先选的就是《思凡》，不仅因为其难度 大，还因为唱词易懂，寓意深邃，造型完
美。
小尼姑留长发，身穿道姑的“ 水田衣”，充分地表现了昆剧的也是传统戏曲的典型审美观念——“形
象的 直觉美是第一位的”。
对色空心态的理解影响到演员的风格：(上昆）梁谷音 表现小尼姑的抑郁带有“苦味”，(北昆）洪雪
飞表现小尼姑对幸福生活的想 念带着“甜味”，魏春荣演的小尼姑充满青吞的活泼和美丽，都有独到
之处 。
 《思凡》里《数罗汉》一场，表现了色空的心理幻觉与错觉，她把自已 内心深处的活动投射到罗汉
塑像的身上，这是有心理障碍或心理变态者常有 的心理活动，《思凡》一剧对此有着“不凡”的表演
。
 《思凡》涉及“灵与肉”、“神与人”、“宗教与世俗”等这样一些“ 永恒”的话题。
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其他艺术领域，无论是在话剧《思凡》 还是电影《霸王别姬》中，都可以感觉到
昆剧《思凡》的存在。
 四、新星——议论纷纷的《偶人记》 昆剧中一个新的剧目是《偶人记》。
 《偶人记》的演出，引发出嘹亮的“回音”，打破了昆剧界特别是北方 昆剧界多年的沉寂，使得这
片“空谷”多少有了些生气。
此戏的剧本是“半 成品”——有词无谱。
这也好，可塑性大——话剧、歌剧、昆剧、京剧都可 以使用。
剧本的“立意”——主题是“多义的”，说它主张“善待人生”或 “人性恶”皆可，并且还可以引申
出更多的内涵，发人深思，这个剧本有相 当的深度。
 聘请了梨园界以外的专家执导，这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也表明了北昆 在破除门户方面迈进了一大
步。
 五、变星——旧貌变新颜 20世纪50年代，从《双熊梦》改编的《十五贯》，既揭露了主观主义、 官
僚主义在办案中的危害性，也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社会官场里的各种心态。
 其中《访鼠》、《测字》两折很有艺术特色，顿时轰动了首都，获得“一出 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
最高赞誉。
可算是旧作改编中的佼佼者。
 潘金莲的故事家喻户晓，旧剧坛上的《戏叔》、《杀嫂》如实地反映了 《水浒》原作的封建意识。
20世纪初，欧阳予倩创作的《潘金莲》，与施耐 庵对着干，颇有影响。
前些年，魏明伦创作的《潘金莲》又有新意，对潘金 莲既不谴责，也不同情，而是充满了“遗憾”—
—剧作者认为如果潘金莲遇 到的不是“武二爷”而是“宝二爷”(贾宝玉）就好了。
还用“荒诞”手法引 进了众多人物，丰富了剧的内涵，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
 上海昆剧院上演了新编昆剧《潘金莲》并拍成了电影。
思想内容有相当 深度，潘金莲的思想与行为有一个合乎情理的发展过程。
加上粱谷音出色的 表演，唱做俱佳，给人以美的感受的同时，又引导着观众去思考回味，而不 是简
单的憎恨、同情或是遗憾。
 《蝴蝶梦》是我国少有的“哲理戏”，后来演变成了“玩笑戏”——《 庄周戏妻》，再演变成“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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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戏”——《大劈棺》。
庄周善意的“戏妻”， 变成了“恶作剧”，妻子受到了严厉的谴责与惩罚。
前不久看到了上海昆剧 院演出的新编《蝴蝶梦》的录像，既有哲理，又有情理。
庄周善意点化妻子 ，帮助她认识自己的“本性”——“人性”。
妻子也批评庄周的做法伤害了 她。
庄周接受了她的批评，也做了解释：不得已而为之。
最后“和平”地、 互不勉强地、也不无伤感地分了手，给观众留下了相当有分量的启示。
 这几出改编的戏都有较高的水平，从内容及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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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昆曲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清丽妩媚见长，秉承了优雅的美学传统，带有浓重的文人气息，一
言一动皆温文尔雅。
诗歌和音乐构成昆曲的灵魂，音乐美妙婉转，唱词充满诗意。
身为心理学教授，作者在欣赏昆曲时，极富创见性地借鉴了艺术心理学专业的诸多理论和概念，深具
启发意义。
本书用诙谐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作者对昆曲的独特理解和深入研究，既是对昆曲及其相关知识的介绍
，亦是作者研究赏析昆曲经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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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骆正，1935年生于山东烟台，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现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主讲生理心理学、运动心理学、情绪控制学、文艺心理学，兼讲“戏曲欣赏”。
作者童年时便在父亲的影响下，与中国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6岁登台唱戏，此后兴趣不减，还参与了电视剧《梅兰芳》的演出。
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与戏曲界专业人士的交流与沟通。
著有《情绪控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京剧二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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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讲：《单刀会》终曲：我和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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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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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戏曲的众多特性之中“虚拟化”是最基本、最深刻的，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
    许多涉及表演的实物都用“拟”的办法变成“虚”，如用一根鞭子代替“马”，在这里，“鞭子”
是“马”的“象征”，有了这个象征物，模拟的动作或姿势可以降低要求或没有：手执马鞭在舞台上
迈四方步也算是“骑马”，尽管没有跨马骑马的动作或姿势；舞台上的桌子可以表示高山或者床，尽
管刚才还是作为桌子用的。
虚拟可以泛化到各个领域，如对山河地理风雨等自然现象的虚拟，对人物动作的虚拟，甚至对时间、
空间、心理活动的虚拟。
　　　　　　　　　　　　　　　　　　　　                              ——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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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昆曲二十讲》北大著名教授潜心之作 中国传统文化通俗读本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继《中国
京剧二十讲》之后的又一力作。
　　将心理学理论化约在戏剧赏析之中，新意层出。
戏曲的众多特性之中"虚拟化"是最基本、最深刻的，也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
　　许多涉及表演的实物都用"拟"的办法变成"虚"，如用一根鞭子代替"马"，在这里，"鞭子"是"马"的"
象征"，有了这个象征物，模拟的动作或姿势可以降低要求或没有：手执马鞭在舞台上迈四方步也算
是"骑马"，尽管没有跨马骑马的动作或姿势；舞台上的桌子可以表示高山或者床，尽管刚才还是作为
桌子用的。
虚拟可以泛化到各个领域，如对山河地理风雨等自然现象的虚拟，对人物动作的虚拟，甚至对时间、
空间、心理活动的虚拟。
——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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