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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落，彻骨揪心的伤感令丽娘泪下如雨，伤心自怜。杰出的舞台艺术家都

把搬演“四梦”作为成就最高艺术境界的毕生追求。昆曲泰斗、小生名家

俞振飞与京剧名旦程砚秋、京剧大师梅兰芳多次合作上演《游园惊梦》，

俞振飞与梅兰芳半个世纪来曾三次同台合演。旦角的深情缠绵、生死离

魂，生角的翩翩风度、婉转多情，让观众如痴如醉。正因为惊天地、泣鬼神

的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引得无数艺伶和读者如痴如醉。正如吴梅所

云：“临川此剧，大得闺闼赏音。小青《冷雨幽窗》一诗，最传人口。至播诸

声歌，赓续此剧。而娄江俞氏，酷嗜此词，断肠而死。藏园（指蒋仕铨—引

者注）复作曲传之，媲美杜女。他如杭州女子之溺死，伶人商小令之歌死，

此皆口孽流传，足为盛名之累。”[6]

汤显祖巨大的艺术才情和创造力使得“临川四梦”列入古典戏曲史上

最有魅力的剧作行列，成为舞台上永恒的经典。400年来，不仅昆曲，各种

声腔剧种都对“四梦”的改编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像《牡丹亭》，可以说是

古典戏曲中被改编形式和数量最多的剧作之一。一部剧作能够在400年

来一直保持这么新鲜旺盛的舞台活力，不能不说是舞台艺术的奇迹。经

典的魅力来源于其本身内在的艺术张力和再生长能力。只要有合适的条

件，随时都能刺激引爆艺术再生的燃爆点。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抢救几乎

绝迹的弋阳腔戏班，时任江西省文化局负责人的“左联”时期著名剧作家

石凌鹤，在流散的艺人和戏班中进行剧目调查和唱腔记谱。后又组织高腔

训练班，经过艰苦努力，成立了江西省赣剧团。赣剧音乐以传统弋阳腔曲

调为基础，吸收乱弹、皮黄、秦腔、昆腔音乐元素，丰富了赣剧音乐的表现

力。石凌鹤在20世纪50至80年代陆续将“临川四梦”改编为赣剧搬上舞

台，再现了弋阳腔而非昆腔对“四梦”的搬演。特别是《牡丹亭》，由赣剧

表演艺术家潘凤霞、童庆 联袂演出，在庐山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

度赞赏。石凌鹤熟悉西方话剧的舞台艺术，又深谙古典戏曲的关目结构，

要把五十出左右的古典传奇改编在现代剧场演出，时间控制在3个小时之

内，必须集中主要情节和人物，展开主要矛盾和冲突，以达到集中浓缩的

舞台效果。他总结自己改编“临川四梦”的经验是：第一，尊重原著，鉴古

裨今；第二，保护丽句，译意浅明；第三，重新剪裁，压缩篇幅；第四，牌名

仍旧，曲调更新。应该说，石凌鹤对“临川四梦”的改编，既保留了原著故

事的完整构架、独特构思，又删削枝蔓、突出重点；对脍炙人口的“丽句”

的保护特别慎重，不轻易将观众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作现代白话改写，赢

得了广大观众的首肯。以后各类声腔剧种对汤显祖剧作的改编，也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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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这个规律，即聚焦“临川四梦”最经典的情节和场面，以此为核心进

行设计和编排。像春香闹学、游园惊梦、寻梦写真、叫画拾画、离魂幽媾、

冥判回生、吊打圆嫁、花报瑶台、折柳阳关、冻卖珠钗、怨撒金钱、扫花三

醉、云阳法场等，都被反复改编并取得良好的戏剧效果。另外，与这些经

典情节血肉交融的著名曲词，哪怕是“散金碎银”，也基本被保存下来并

通过其他声腔形态谱曲演唱。对经典的心存敬畏，是对经典的尊重，也是

对经典翻新创造的首要前提。

古典戏曲毕竟是几百年前的舞台成果，其思想高度肯定会受到时代条

件的限制，其审美形态离今天观众的要求也有距离。“给古人的形骸，吹嘘

些生命的气息”，这是现代戏剧诗人郭沫若先生新编历史剧的名言。对经典

进行适应当代舞台审美变迁的改造，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也是发展经典、

创新经典的必由之路。回顾“临川四梦”近百年的改编历史，也有很多经验

值得总结深思。当代的不少改编，过分拔高人物思想境界，比如为杜丽娘打

上鲜明的个性解放的烙印，把她改得更大胆、更主动，甚至更开放；比如拔

高《紫钗记》中李益形象的正面色彩，赋予其更多的正义感、使命感，使其

嫉恶如仇、关爱民众等；甚至把《邯郸记》定位为“官场现形记”，揭露明代

官场的黑暗，其实与汤显祖戏剧主旨和意趣相去甚远。只有实事求是地尊

重经典的内在意蕴，不刻意拔高古人，才能还原经典的无限魅力。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元明清曲谱与南戏传奇关系研究》（项目

号14YJA751008）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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