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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归来，于丹游园惊梦 ----于丹昆曲让我们找回迷失品味
王培宾 

秀容遗风 

- 

     

  

    2008 年春节期间收看了于丹老师的《游园惊梦》讲坛,真是

让我们如梦方醒,昆曲这个传承了六百余年的文化瑰宝,难道说要失

去时才知其的珍贵吗?我们需重新审视一下昆曲,这不仅仅是杜丽娘

在游园,不是于丹在惊叹,这么好的艺术品味,这么雅的艺术风格,

我们不能不去反思。任何文化艺术都有其丰富的内涵,尤其是昆曲,

欣赏昆曲是一种情流露、意的释放；现代人不太了解艺术本身的瑰

丽，只是从华丽衣着和曼妙的唱腔来欣赏，而不是从其要表现的意

境中去品味这种雅的艺术。 

   昆曲在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与余姚腔、海阳腔、弋阳腔并称

为四大声腔。昆曲经过魏良辅李辰鱼等前辈取北曲之清幽南曲之雅

韵,形成了一种驰久耐听的水磨腔 ,随着不断的改革终成为受许多

文人推崇,在宫廷御演，称之为雅部，是戏曲中的王者。直到皮黄

的兴起，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可是从京剧的中还是常看到昆曲的

痕迹。二十世纪是昆曲面临消亡生死抉择，经历了多次断层的。

1921 年，苏州的贝晋眉、张紫东、徐凌云，在上海资本家穆藕初的

资助下，在苏州创办了昆剧传习所，教师主要是全福班的后期艺

人，有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许彩金、尤彩云，学员都是贫苦

子弟，也有少数是全福班老艺人的子弟或亲戚。入所学生出科后以

“传”字排名，较著名的有顾传介（王介）、朱传茗、周传瑛、张

传芳、郑传鉴、沈传锟、沈传芷、姚传芗、王传淞、华传浩等。三

年学习届满，到上海公演，五年后停办，随即以“新乐府”、“仙

霓社”名义，在上海及江南各地演出。抗战发生后，“传字班”被

迫解体，仙霓社最后十二位艺人各奔东西，或做“拍先”度日，或

转向其它剧种班社，或贫困潦倒。传字辈艺人在昆剧没落时期为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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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术的传承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网摘)。１９５６年,《十五

贯》进京演出成功,“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周恩来总理决定由

文化部正式建立一个国家剧院以“继承和发展昆曲艺术”,并亲自

签署任命韩世昌为北方昆曲剧院首任院长,引起了大家对昆曲的重

视;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８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单，

共有１９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才令这种古

老文化艺术死灰复燃。随着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重新编演了青

春版《牡丹亭》，在台湾大陆掀起了一阵昆曲热，可是如何欣赏这

种美仑美奂的艺术形式，还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昆曲填词优雅，有

扎实的文学基础，不太容易懂；而且表演程式内容形式丰富多样，

令观众目不暇接；其次水磨腔千回百转，让人心思所怅。现在于丹

的出现，为我们欣赏昆曲总结了新的看点，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传统

艺术魅力所在。 

    近年来阎崇年、于丹、易中天、王立群等教授在百家讲坛，

可谓是声名鹊起，使不少青年对历史的兴趣有所增加，也引引起了

社会上的“历史热”。尤其是于丹老师的《论语心得》，深受各级

层各年龄段人士的喜爱，也为少年儿童普及经典寻求到了可行之

路。她频繁出席各媒体场合，她很注重仪态气质的风度，在任何场

合都要在形象衣着上修饰一番。这正是基于孔子儒家礼仪天下的思

想，古书中记载孔子上殿朝君，步伐从容，衣袂飘扬，每走一步，

两袖的飞舞幅度相同；与君对话态度庄重、严谨，不卑不亢，声音

高而不喧，低而不哑，音清字振，顿挫有致。于丹正是对儒家经典

精辟的见解和理会，才能从她身上读到经典的再现。 

    有人认为于丹的讲解潜显流俗，是对经典误译和歪解。何为

经典？所谓经典是从时光的长流中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在任何时期

都会有新的定义解释，从各个角度来看待会有不同的结果。如何能

让严肃的经典跟上时代步伐，成为大众的焦点，这就需要研究者通

过自己的努力加以普及。《三国演义》比《三国志》更为流行，就

是把苦燥的志史，增加了不少人和事物的情景，使整个画面活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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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品有了生命力。现代人只是从小说中寻找历史，好比美声、

统俗、民族三种歌曲，统俗歌曲更容易让更多人所喜欢，道理是一

样的。 

    于丹在总结她的讲座中，说自己是个戏曲的外行，只是一个

痴迷戏曲的爱好者，可是我们从她的精彩的讲述中看到的却是一个

博通戏曲的专家，是神彩飞扬的学者。她用生动简炼的语言，和穿

插的音像片段，激情满怀、情真意切的展示昆曲对情景梦幻张扬。

从她滔滔如江水的言语中，不难想象昆曲魅力是多么值得我们去品

味。如何去看懂听懂读懂昆曲，于丹老师给我指出了许多角度和方

式，从物的“梦幻之美、深情之美、悲壮之美、苍凉之美、诙谐之

美、灵异之美、风雅之美”。从杜丽娘、柳梦梅的游园，“原来姹

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

事谁家院”，透出少男少春怀春意涌，痴情若狂的一面，从意境中

去感受那种无限的深情；从关公的沉稳、威严的形像探寻人生在惊

涛骇浪中的那一份宁静，那一份从容镇定；在《单刀赴会》中，借

戏中的念白“这不是水，二十年来流不尽的英雄血呀！”这就是昆

曲特有艺术风格，不仅在演绎历史人物，也是借古人来抒发人世的

感叹。钟馗面目挣拧，却有柔情的一面，从戏曲人物中寄托作者对

美好事物褒扬；李慧娘、白素贞、敫桂英这些神鬼灵异，也有真情

存在，更何况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呢？于丹深情的口吻诵解剧中人

物的剧词，而且对剧情唱词非常熟悉，令人感动不已。 

    在讲座后紧随是于丹所列举的昆曲经典剧目，演出了《游

园》、《单刀赴会》、《十五贯》、《断桥》<钟馗>等十几部昆曲

经典剧目。有侯少奎、梅兰芳、俞振飞、史红梅等名家演出的资料

来解读昆曲,戏剧家齐如山称京剧"无动不舞,有声即歌".用来形容

昆曲实在是太贴切了,随着那悠扬的笛声,翩翩起舞,唱腔如绢绢细

流缓缓而出,各种身段表演既传神又写意,突出昆曲舒缓流畅的风

韵。她列举了杜丽娘、唐明皇一个鲜活的舞台形象,不时加入李白

和其他诗人以及剧中儒雅的剧词来让我们理解剧情所要表达的意

境。借用杜甫的诗句“李白一斗诗百遍，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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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表现李白仕途功名失望和对现实的

反抗。于丹谈到昆曲“ 以乐景写哀倍加增其哀，在哀景写乐倍加增

其乐，映衬的远呀”。1957 年为庆贺北昆成立梅兰芳和韩世昌出演

<游园>,梅兰芳演杜丽娘,韩世昌演春香,梅饰杜丽娘娇艳羞怯,娉

婷秀气,韩演春香俏丽活泼、乖巧伶俐，两人一频一动,步影相随,

眉目情神,把两个少女青青的活力用丰富的内涵婉转的流露出来,堪

称绝品。正如杜丽娘所言:“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这不也

是人生的一个意境吗?侯少奎继承前辈表演的风格,塑造的关羽、钟

馗、林冲一个个形象不同的角色，这几个人物性格截然不同,表演

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昆曲以江苏为正宗,北昆和浙昆皆称为草昆,北

昆中吸收了弋阳腔高亢激越,唱腔极其的豪放悲壮,催人觉醒；南昆

优雅动听,唱腔随着音乐调转曲折,委婉缠绵沁人心脾。 

   昆曲中程式已然非常完备,到是我们现在的戏曲有所流失了,

首先是程式的虚拟化,骑马、开门、上楼、绣花等一系列的都是程

式化的动作,台上一个圆场就是千里百里,一换幕就是数年累月,这

是戏曲的传神写意。就说扇子运用也有规范,"文扇胸, 武生腰 ,

旦扇心 ,媒扇肩,僧扇手心道扇袖"。如武生出场"起霸",表现武生

扎靠的威风雄壮英武气势。正如道家所称变化无穷,生生不息,但是

万变不离其宗.昆曲是又唱又动又舞,而我们现在戏曲只唱不动,或

是动就不唱,以至后来的地方戏演员有的唱功好,有的作功好,没有

象昆曲演员那样全面；还有如服饰行头和人物身份地位变化是很有

讲究的,地方戏为了突出人物和演员的特长,以及配套的短缺,会在

某些地方予以改革,比如绝活特技的表演就有了地方性的色彩。 

   昆曲是美的品味,雅的艺术,我们要从它内在表现的东西去解

读它，去感悟它。要想看昆曲,首先有意境情怀,不能有所心气浮

燥,现化社会要想静下心来慢慢欣赏实在太难了,《于丹.游园惊

梦》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于丹老师从戏曲的表演,文化的内涵,曲词

的典雅,逐步介绍了昆曲是如何的美妙文雅,如何的清丽悠扬,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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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境深远，让人品味无穷,从戏曲中看到人生的演绎,岁月的流

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