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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记》伦敦观后感
文 / 王晶

作为一名剧场艺术实践者，我在伦敦观看

由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词剧《邯郸记》颇

有所感。这是笔者第二次观看此剧，一次在中

国国家大剧院戏剧厅，一次在英国哈克尼帝国

剧院。 此篇以第二次观剧体验为主，浅谈个人

观感 。

一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邯郸记》取材于唐

代作家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为仔细理解这

部作品，笔者第一次阅读汤显祖《邯郸记》原本，

一次浅读也只能获得一些浅薄的理解，以下几

点能感受到这部词剧在文本改编上的特点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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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编导选择了一个举重若轻的角度“回头笑。

忙忙已过邯郸道。”这既确立了姿态，也确立了

风格。此剧在汤显祖《邯郸记》三十出基础上，

贯穿“娶贵女、考状元、立功业、受诬陷、又翻案、

拜宰相、富贵老、梦醒切”的主线，点化在“不

度卢生度自身”。其次，“好一座村庄。犬吠鸡鸣。”

将枕头、火炉、鸡、犬、驴作为拟人角色， 以动物、

物件为视角， 为这部戏的当代呈现提供了丰富

的色调。最后，将原剧中吕洞宾以及道家仙人

等角色更换为“清远道人”，汤显祖号清远道人，

并吟诵：“你本是我梦中人，如今作了个戏中人。

回去吧，回到戏中去。”这典型的戏中戏结构，

为该剧搭建了一个有效的框架。 但省去道家仙

人吕洞宾点化梦醒后的卢生，卢生去了蓬莱阁

认识人生如梦这一出，反而让卢生继续回到梦

中。“清远道人”如此清醒度自身，此处的改编

笔者始终没有想得太明白。

二
如果说中国戏曲的精髓之一在“无声不歌，

无动不舞”，这部剧很好地传承了这一精髓。音

乐部分，笔者认为是此剧的亮点，音乐甚至决

定了整部戏二度创作风貌 。 诙谐、野趣、杂

耍、玩闹，梦里该有的一片逍遥，音乐里全有

了。音乐刻画的人物，直观生动。并且人物都

有自己的主导动机，不仅展现了他们的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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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更调试了整部戏的戏剧节奏。如作曲家所

言 ：“‘清远道人’的音乐形象，古琴与箫，配

有昆曲韵味的吟唱，点出浅显而又透彻的人

生哲理。卢生的音乐形象，使用‘多棱镜’手

法，有时把卢生与宇文融的音乐主题交融合二

为一 ；有时又把二胡、小锣和钢琴结合为一体，

以比较现代的和声及节奏去刻画他在梦中虚渺

的得意和失意，摇晃和痴颠 ；有时也把他的音

乐形象当做影视中的镜头 ：如在卢生金榜题名

时音乐急速地往前推进，结果却如一头撞墙，

惊出冷汗 ；在迎娶富家女崔氏时，又把音乐的

镜头后移，使卢生美滋滋地虚幻得如一头雾

水。宇文融的音乐形象带有权势般的威严 ；同

时，他又是卢生音乐形象的一面镜子，常常魂

附体合。崔氏的音乐形象，像是一个被卢生牵

着的提线木偶 ：时而温柔可人，时而又甘为丈

夫去献媚取宠。那些拟人化的驴、鸡、犬，它

们的音乐形象则像深藏不露的小人物 ：有时如

驴马的步态，有时又如鸡犬的叫鸣。这些大智

若愚般的生动有趣的形象，反而又把梦中的卢

生反衬得入木三分 ；还有剧中的高力士、店小

二和萧生及裴生…… ”我们试想，如果这部戏

去掉音乐部分，那么效果大概会是一部音乐剧

完全失去音乐的局面。

三
女扮男，反串小生。她既能入梦，还能出梦；

既要体现“富贵场上走一程”的荒诞感，又要

在现实里活出真实样 ；既要有呈现古典韵词的

功力，还要在词曲中能歌善舞。 这对于演员来

说，是一个极高要求。整部戏的语言处理，演

员在古典台词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韵律感。 

从演员的形体表演看，扮演者在形态上与戏曲

演员有很多接近的地方，比如“亮相”“圆场”

等。入梦里的卢生肢体上还有很多现代舞的元

素，以及脚步着地的动荡舞姿。更为精彩的是，

鸡、犬、驴、火炉等拟人化的肢体处理，有“玩”

的心态，逗趣打闹，又都有尺度。火炉里窜出

的火苗，编舞利用手部语言模拟火苗的动态，

结合灯光的着色，火炉就生长在戏台之上。那

只跛驴的肢体表演让人过目难忘，跛，这个特

色被放大，融入到拟人化表演中，前脚后踢分

别派上不同的用场。这些小人物，在表演的过

程中搭配上自拟的动物声效，鲜活。编舞开发

了演员的所有感知力，这在话剧舞台上是不多

见的。舞台是很抽象的，要展现汤翁笔下的一

梦一甲子所经历的人生风景，表演者不仅需要

达意更需要把想象放在心里。地方戏曲元素在

表演上的运用也是一个亮点，如山东快板，店

小二的那段快板伴随着他的肢体动作，明明就

是在告诉你 ：我这，就是一个江湖。

四
舞台设计为这部戏设置了一个戏台，戏台

之后是一个可环绕旋转的纱幕。于是在表演调

度上至少形成三个空间：戏台之下，“清远道人”

的空间 ；戏台空间，人生舞台 ；后区，环形幕

维合空间。曲折的线骨，像是一条邯郸道，横

贯舞台。黑色的线骨，既像一笔人生墨迹，又

像颠簸曲折的官宦道，一根线隐喻不少。开场

后，“清远道人”把戏台让给了卢生，让他好好

地回到戏中去。戏台后区环形幕维合空间，可

以把它看作是一面戏曲舞台的守旧，此处是这

部戏空间设计中最有独创性的地方 ：平面的守

旧拓展为立体的，静止的守旧发展为动态的，

单一的守旧叠化为虚实的。守旧随着故事的进

展、音乐的推进而动态地变化。有时呈现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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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磊、石崖崖”，有时又是角色的出将入相。环

形幕空间里无缝透纱与高密白布形成两种视觉

关系，宇文融在后区的显与隐，让人想到官场

权术的隐与显。草书的文字，以多媒体的方式

投影在环形纱幕上，将纯白的舞美空间做到了

物尽其用。最后，以小观大的前置景：茅屋三间、

黄粱米饭、狱中栅栏用平面语言的方式，代指

故事里的空间或道具。平面和立体关系的相互

叠加，也是这部戏在设计上的独特之处。后来

再细想，这块可移动的环形维和幕，还让笔者

想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剧场的早期环形画幕， 

从中、西方舞台美术史的角度看，都能体会到

舞台设计师在创作上的用心。

服装造型在“入梦出梦”的语言逻辑上很

清晰，以卢生为例 ：梦外卢生整体灰褶儒帽，

破落书生样 ；梦里卢生腰系端间玉带，头顶红

色状元帽，胸前摆红花，镶钻厚底靴，一身富

贵场中样。大概也因为这是一场梦，服装使劲

全力在梦里“造作”，但有时略显用力过猛，比

如宇文融，华丽蔽目，锦绣全唐。光芒万丈的

头饰和华服，幸好他的戏不多，不知道演员穿

了这样的服装该如何表演？也幸好舞台空间一

片俭素，在空间和服装关系上没有更多的“唇

枪舌战”。 剧中拟人化的造型印象比较深刻，

整体银灰色系，面部有不同的局部彩度，再配

有鸡、犬、驴头部造型，统一关系里又各有所指。

仔细观察，设计者在店小二的面具上以及宇文

融的脸谱设计上都有新意。 

整部戏风格似是而非，所以在灯光设计上

完全不同于写实性布光处理。 灯光在这部戏里

分出了空间里的三个层次：前区实相，中区梦相，

后区幻相。灯光如角色般，首先也有一个很好

的扮相，那就是整体色调色温控制上清新雅致，

同时“光”的性格有时空灵自由，有时戏虐怪诞；

有时阴面，有时阳面 ；有时在现实，有时如梦

里。更加幽默的是，灯光让你读到 ：这些都是

浮光掠影。 灯光紧握舞台的三层空间，以及人

物在空间里的层次关系，通过光色对比，明暗

对比，强弱对比来创造戏剧性。尤为重要的是

灯光的变动切换都在戏剧节奏里，比如从店小

二的“欢乐歌”到卢生第二次暗淡的出场，由

一个欢快的群像画面紧切入刻画局部的戏剧人

物。 整部戏也充满了“光”的细节刻画，如卢

生抱怨邯郸道上已三回，他的落魄与旁边火炉、

鸡犬驴的生活画面。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戏剧

灯光常常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甚至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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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部戏清雅的光质，以及人与景的平衡

关系，其实都在“光”的把握中。另一个值得

一提的地方，当面对服装造型语言如此“强势”

的时候，灯光在处理上做了不少调整，这都能

看到设计师极高的戏剧修养，修养的根本在于

你能容纳别人。其实一部戏在视觉关系上，就

看的是平衡度。

五
从观演关系的角度来说，伦敦的观众来自

于几个部分 ：当地华人，英国人以及生活在这

个国家的其他族群。除极少华人观众外，大部

分观众对于《邯郸记》的故事是陌生的。观戏

与演戏需要建立一种认同，在这座英式剧院里

认同建立在什么之上？ 以笔者的观察，首先是

这部作品的音乐性，其次是表演风格，再是视

觉面貌。大部分国内纯语言类作品，巡演到英

国都会有观众接受度的问题，在故事背景并不

熟悉的情况下，这个建立认同的过程就更加有

挑战。由于演出字幕的滚动速度很快，其实观

众并不可能既能很快阅读完整的文本内容，还

能很好地兼顾看戏。但由于有戏剧性的音乐加

入，听觉关系很快便建立起来。典雅的当代视

觉又区别于以往来英国的传统戏曲作品，因为

中国传统戏曲的视觉面貌对于当地英国观众并

不陌生，在笔者的了解范围内，当地观众其实

更加期待的是当代的中国戏剧人分享了怎样的

戏剧观和审美。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当

地观众在观看过程中非常专注认真，这是笔者

很少遇见的现象。

建 于 1907 年 的 哈 克 尼 帝 国 剧 院， 由 英

国 著 名 建 筑 设 计 师 弗 兰 克·马 查 姆（Frank 

Matcham）设计，在他八十多座剧院建筑作品

中，帝国剧院是目前在伦敦东区仅存的一座，

也是最早使用灯光、内置投影和供暖系统的剧

院。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去剧院看戏是英国

的时髦生活，如今走进这座剧院也只是一片“繁

华旧梦”，当年极尽浪漫铺张、奢华之能事，依

然可以从镜框舞台的装饰风格看到最后一幕大

英帝国梦。当这部中国作品置身于这座剧院时，

整个观演关系就显得很特别，因为这完全是东、

西方审美的一次剧场内对话。舞美与灯光的俭

素风格与极度装饰的剧场形成对比，并且拿出

了东方的态度，但个别人物夸张的服装语言反

倒和剧场里的装饰风遥相呼应，要知道古希腊

是从不会在装饰上如此用力的。

六
“回头笑。忙忙已过邯郸道。” 回、笑、过，

三个关键动词几乎可以概括整部戏。回，是回

望，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曾说 ：“ 眼前路，都

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你走两步，回头看看，

一定不会错。”回望，不仅有汤显祖对于自己一

生的回望，也有我们当代人对于古典的回望，

这是我非常尊重这部戏的其中一个原因，数典

不忘祖。笑，一派逍遥。“都道梦中好，梦中好

逍遥”。面对经典作品，导演和她的创作团队

既没有被束缚，也没有任意解构，而是从戏剧

整体出发，立主旨，觅针线，看似玩耍的心态，

其实都是用心地享了一次“别具一格”。 回头

笑，不仅是修养更是见解，在这点上导演是深

知汤显祖的。浮生若梦，人需自度。东方的哲思，

在这波全球化浪潮里，是我们分享给世界的一

种人生态度。

之所以从不同的戏剧要素来谈 对于这部

戏的观感，是因为从“总体剧场”的角度观察，

这部戏呈现了统一。每个剧场元素相互间不是

搭配的作用，他们都像独立角色存在于舞台之

上 ：文本、音乐、空间、光、服装、道具等。

每个角色都有精彩的发挥，他们用不同的方法

完成共同的任务，并在导演的把握下处于一种

平衡关系 ；同时笔者还能读到的是，导演与她

的创作团队多年来稳定的合作关系里所建立的

默契、信任，这都是当下中国话剧舞台所缺少的。

这是一部对于经典作品的回望，回望的姿

态是诚恳的，还有那一两拨千金的“趣味”。

（图片由广州市话剧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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