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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冷丝弦吟怨曲，声翻经典响新雷——评弹《雷雨》的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 
毋丹 

 

- 

    

曹禺先生百年诞辰之期，苏州评弹团献演了评弹版《雷雨》。对于书场老听客，这或许不过是

添了个新书目；但对于熟悉和喜欢《雷雨》戏剧观众与文学读者来说，话剧经典如何用传统曲艺形

式来演绎？三弦，琵琶，吴侬软语，如何对接雷雨般的心灵轰击？却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疑惑的

同时还有担忧、甚至怀疑。急功近利的当下社会中，已经屡见不鲜的是，一次次“改编”抑或“重

释”的名义下，经典不断被歪曲、被游戏、被贩卖和消费。由于《雷雨》的无穷魅力，由于北京人

艺几代艺术家堪称经典的舞台再创造，评弹《雷雨》必需要有杰出的艺术创新，哪怕是优秀也是不

够的。粗糙恶劣的文化艺术环境，在滋生浅薄的同时，往往也会逼发出特别严肃、特别认真的艺术

审视眼光。苏州的艺术家和学者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事实上，他们取得了成功。北京戏剧界和

学术界给予了高度肯定和好评，更为重要的是，在北大、清华，在曹禺的母校南开大学，以及苏浙

沪各所大学校园里，评弹《雷雨》一次次激起雷动的掌声。评弹《雷雨》的成功，来自于对原著艺

术灵魂的深刻把握与深入开掘，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剧情整合，并充分发挥了评弹的表演优

势，真正实现了雅与俗的融通互动。无论对于经典改编，还是传统艺术的现代发展，评弹《雷雨》

的实践都是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与启示性的。 

 

一.             繁漪的再发现：美丽灵魂的挽歌 

曹禺在《雷雨·序》中说蘩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

和最不忍的恨’”，话剧《雷雨》要表现得主题是具有强烈个性解放精神的蘩漪对象征封建专制主

义的周朴园的反抗与斗争，可以说蘩漪是体现作品戏剧冲突的关键。弹词《雷雨》仍将戏剧冲突的

重点放在蘩漪身上，但并未着眼于阶级对立与抗争，而是将戏剧冲突的中心从寻找悲剧制造者转移

到对命运的拷问、对宇宙的思考与质疑。故而弹词《雷雨》中的蘩漪相较于剧本中“果敢阴鸷”、

棱角分明的蘩漪，则多了几分柔美，添了几丝人情味。从《山雨欲来》到《骤雨惊雷》，弹词有层

次地刻画出蘩漪从“梦迷”到梦醒”、终于“梦灭”心理流动过程，充满活力的美丽灵魂随着爱的

逝去，逐渐走向死寂。 

蘩漪始终在寻寻觅觅，却不知在寻觅什么。其实，她就是在寻梦，寻找铭刻在心底的那段与周

萍相知相恋的记忆。她是那样渴望永远留在那个美好的梦境里，然而内心的希望却被一点点浇灭，

绝望的蘩漪点燃了那把曾经视为生命的团扇，扇子烧了，梦碎了，心也死了。她也曾有着“美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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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只是命运的残酷、世道的不公让将她一颗炽热的心逐渐冷冻了，而当周萍让她的心慢慢融

化、并重新点燃生的火苗之时，却又当头一场骤雨无情地将其浇灭。哀莫大于心死，而最悲哀的不

是心死，是将死了的心救活，却又用剑刺、用刀剜，再度让它痛死。《山雨欲来》中，尽管蘩漪已

经隐隐感觉到了周萍要远走高飞，而且撞破了周萍与四凤的私情，但她仍沉醉在旧梦中，对自己和

周萍的感情充满信心，她相信自己能用旧情挽回周萍的心，直到在夜雨中听到周萍与四凤互诉衷

肠，才明白周萍的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大雨浇醒了陷在梦中的蘩漪，她却依然不愿就这样醒

来，只是不顾一切地想再续旧梦。弹词《雷雨》中的蘩漪总使人联想到越剧《情探》中的敫桂英，

一般痴情，一般爱得炽热、恨得激烈。敫桂英鬼魂“行路”时，想到王魁“在那绣帏罗帐成双作

对”，自己却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魂飞”，不由得“心血如沸”，种种心酸、委屈、不甘涌

上心头，恨不得立刻追魂夺命，捉王魁去“神前服罪”，临到相府却又有不舍，故而“三探试真

情”。桂英去汴京，不是为了“勾魂”，只是想去找一点心灵的慰藉，她只希望王魁存一分人性、

念一丝旧情，她在给王魁机会，也是给自己机会。同样是带着“最不忍的恨”的蘩漪，跟踪周萍并

非为了“捉奸”，而是去探听，探听自己希望得到的消息，希望四凤听从母命拒绝周萍，心心念念

只想跟周萍再续前缘，最终却见到了最不愿看到的结果，素窗内外，一面温情脉脉，一面冷雨凄

凄。痛到极致、恨到极致的蘩漪一见到周萍，却只会落泪了。桂英自缢前在海神庙哭诉，不住地问

天敌神灵：“我该受人家欺侮的吗？”蘩漪呐喊道“一个女人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负”，两个如此具

有自我意识的女性，竟然为了留住爱人，都愿与人分享爱情，敫桂英宁愿做侍妾、做奴婢，只为日

夜相伴王郎左右，蘩漪竟然愿与四凤一起跟着周萍离开。“情深妒亦真”，都说爱情是具有独占性

的，若非至情至痴，断难包容如此用情不专。从“妒”、“恨”到“忍”、“退”，蘩漪从梦中醒

来，却不愿面对梦醒的事实，只愿痴痴地守着残梦。如果说“梦醒”后的蘩漪内心还有一丝渴望，

周萍的话则将仅剩的残梦连同蘩漪已经千疮百孔的心碾得粉碎，她彻底绝望了。 

蘩漪有自己的傻，自己的痴，她的感情容不得一丝杂质，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如此强烈，以至

于她敢于做困兽之斗，拼一个鱼死网破。弹词《雷雨》增加的情节中蘩漪与周萍定情的那把团扇上

画着“在幽闺自怜”的杜丽娘，蘩漪的身上的确带着丽娘的影子，同样是“情”的化身，同样被困

在一座庄严肃穆到让人窒息的深宅中，虽然每天锦衣玉食，但没有人理解她，没有人关心他内心的

想法。蘩漪像一只金丝鸟被周朴园所在笼中，没有机会接触除了周家之外的人，终于周萍出现了，

懂文学、懂艺术，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的心，“脱水荷花”受到“阳光清泉”的滋润再度怒放，她

把周萍引为知己。表面“文弱”、“哀静”、“明慧”的蘩漪，心中却积郁着燃烧的火，来到这个

世界，就是为情而生，然而她不如杜丽娘幸运，周萍毕竟不是柳梦梅。蘩漪的悲剧就在于身陷周

家，她只能选择爱上周萍。他们有同样的爱好，却没有同样勇敢地心。蘩漪的爱像一团火，恨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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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团火，而“恨”本是一种夹杂着“爱”的复杂感情。火一般的周繁漪就是为为了爱热烈地燃烧

着，灼伤了身边的人、灼伤了自己也不管不顾。她不是疯子，她只是痴，只是为了“爱”而爱得太

纯粹。周繁漪—一个如绽放的烟花一般绚烂、又如燃尽的烟花一般孤寂的女子，她忱挚的爱、彻骨

的恨、锥心的痛，都化作琵琶声中一曲心灵的挽歌。 

  

               

  

  

         图 1  苏州评弹剧组在南京大学演出    

  

   

          二.“评”：—道尽心中无限事 

 

评弹的一个最显著特色就是，说书人能够在演员与剧中人的角色中自由转换，突破了戏剧演员

只能靠表演来表现人物的限制，评弹演员能够站在第三者的叙述视角，洞察人物的微妙的内心活

动，还可以表达说书人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憎态度。 

《雷雨》原著中描绘蘩漪是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的可爱在她的不可爱处”，曹禺“流

着泪水哀悼这可怜的女子”。遗憾的是话剧《雷雨》真正在舞台上演出时，演员往往难以表现出蘩

漪的“可爱”之处。而弹词《雷雨》却给观众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蘩漪，一个美丽而动人怜悯的蘩

漪，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主要有赖于评弹所特有的“评”的发挥。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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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量具有评论性质的“表”，从第三者的角度对人物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刻画。戏剧表演

通常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时，通常依赖于演员的眼神、动作及对话，虽然也有内心独白，但对于

“情景再现”式搬演故事的戏剧来说，不宜安排过多，评弹则因说书人身份的灵活摆脱这种局限，

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微妙的心理变化展在观者面前，立体地、多角度地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

有肉的人物形象。如《夜雨情探》的情节在原著中只是一段篇幅不长的对话，蘩漪也只是在剧本提

示中露出“惨白铁青的脸”，观众只能靠蘩漪的表情想象她听到周萍与四凤对话时的内心想法。弹

词《雷雨》则将这段情节作为一回，作为蘩漪心理流动变化的高潮部分，将蘩漪的内心世界表现的

淋漓尽致。蘩漪见周萍敲不开四凤的窗，心怀希望；而后听到周萍承认爱过自己却又否定这份爱，

既开心又伤心；听完周萍的话，蘩漪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活动。简单的情节下隐藏着内心的巨

大波澜，弹词将蘩漪涌动着的内心一层层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这就为她之后所作出的一系列看似疯

狂的举动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也让观众更能体会蘩漪内心的痛苦。 

其次，弹词《雷雨》利用评弹的“评”，抓住介于演员与角色中间的地带，使人物进行心灵的

直接对话。心理的较量与碰撞较之于戏剧仅靠剧中角色外在肢体、语言的交流，能够更为细腻、深

刻地表现人物，使观众把我人物内部情感的细微变化。原著中周朴园逼蘩漪喝药的情节，只有人物

对话和动作提示，在话剧舞台上表现的也并不十分复杂，观众不容易理解为何原本不肯喝药的蘩漪

为何看到周萍要下跪，便立刻地含着泪喝下药，并“哭着由右边饭厅跑下”。弹词《雷雨》中的

“喝药”，将蘩漪和周萍内心表白处理为对话，这就使观众明白了周萍的一跪和“母亲”的称呼为

什能让蘩漪心如刀绞，她哭着奔到楼上，是因为极度地失望与委屈。 

再次，评弹演员从外貌、心理等各方面品评人物，对剧中人的言行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帮助

观众深层次地剖析人物，并激发观众更进一步的思考。《雷雨》是戏剧文学经典之作，许多专家学

者已经对它做过了深入的研究，蘩漪是曹禺灌注了深厚感情的人物形象，对于蘩漪形象的分析许多

学者都有十分精辟的见解，曹禺在《雷雨·序》中也提到了自己对人物的看法。这些评论很难在话

剧舞台上呈现，除了此领域的研究者，一般的读者或观众往往很少注意到这些评论，而且因文学素

养水平所限，普通的观众也许未必能精准深刻地理解作品精神和人物形象，弹词《雷雨》借说书人

之口将学术研究的成果展现给了观者。《骤雨惊雷》一回有一段很精彩的表：“有人对蘩漪评论过

这样一句话，蘩漪最不可爱的地方，恰恰是她最可爱的地方。讲得通俗点，就是蘩漪身上有一个

‘敢’字，她敢爱，爱得死去活来；敢拼，拼个你死我活。恐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几个

女子有她的这种拼劲。”这段表不但说出了《雷雨·序》中一句评论蘩漪的名言，还对这句评论做

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为观众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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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苏州评弹剧组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左起：徐惠新、吴静、陈琰 

  

  

 

三.弹词《雷雨》：雅与俗的融合与互动 

 

苏州评弹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说话”艺术，并在文人墨客云集的吴地孕育、成

长起来。评弹长期流传于民间，茶馆酒楼、俚巷街头随处可见弹唱说书的艺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加上灵动又生气的民间文化的滋养，使得评弹成为一种雅俗兼容的曲艺样式。《雷雨》是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并不像通俗文学那样广泛流行，话剧在中国亦属于所谓“雅文化”，走进

剧场观看戏剧的观众远少于坐在家里看电视的人。当今社会，任何文化艺术只要带上“雅”的标

签，仿佛就注定曲高和寡，远离大众。弹词是精致的、文雅的，它本身具有与文学经典相一致的高

雅文化品位。评弹的“雅”中也蕴含着“俗”，但并非是庸俗、粗俗，而是远离庙堂文化、远离意

识形态的具有人情味、富有生活气息的世俗文化，这能够很自然地拉近与受众间的心理距离。用弹

词演绎《雷雨》并不会降低原著的品味，反而能增添作品的人文内涵，评弹“说噱弹唱”的表演形

式也缓解了《雷雨》浓厚悲剧氛围带给观众的心理压力，使整场演出有张有弛，妙趣横生的笑料穿

插其中，但并未削弱悲剧震撼力，充斥着“在悲中乐，在笑时悲”的奇妙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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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由于自身特点，演出时艺人能够表、白兼备，“起角色”的同时，可以灵活地转换身份，

穿插的笑料不必过多地受到剧情的限制，也更容易被观众接受。记得曾经观看杭州越剧院新编的

《唐伯虎》，身着戏服的人物口中屡屡出现“刘德华”、“打酱油”，甚至“不要迷恋姐，姐只是

个传说”等词句，大多数戏迷都难以接受，看过之后，我只有一个感觉，借用该戏中的一句台词来

说便是：“太雷人了。”评弹《雷雨》中描述蘩漪的外貌时说“这种风度，这种气质，什么巩俐、

章子怡都无法相比”，虽然巩俐、章子怡都是现代的影视明星，但评弹演员说表时本就是说书人的

身份，任务就是讲故事给观众听，那么面对现代的观众当然可以用现代的语言、举现代的事例。因

此，这类的“噱”显得很自然，也无甚不妥之处。尾声处，观众又放出会心的笑声，却突然听到蘩

漪凄厉的笑声，丧钟响起，不由得生出一股从头到脚的凄凉感，凝固在脸上的笑容似乎又笼上一层

愁云，引人深思，仿佛感受到了比话剧《雷雨》更具震撼性的悲剧的力量。 

 

四.将“经典”改编为“经典” 

 

文学与艺术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艺术性的文学读来味同爵蜡，缺少文学意蕴

的艺术则易流于浅薄庸俗。文学与各类艺术良好的契合、互动能够推动文化的前进，丰富人类的精

神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文学与艺术的结合，各类艺术对文学经典的改编演绎已成为当下普

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其中不乏精品，也存在着糟粕。弹词《雷雨》演出大获全胜，戏剧《雷雨》是

“文学中的经典”，弹词《雷雨》则是“曲艺中的经典”，它的成功为中国戏剧乃至电影、电视剧

对文学经典的改编都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第一，改编经典之前，首先用心解读经典，理解原著精神，万不可抓其“形”而舍其“魂”。

弹词《雷雨》将原著四幕剧整改为三回，突出了蘩漪与周萍的爱恨纠葛，加入两人的恋爱往事，并

大胆地删去了与主线联系不甚紧密的情节。《雷雨》本是十分复杂深刻的作品，过去战斗性、反封

建性的解读都是从政治角度出发，《雷雨·序》中说“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

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曹禺多次提到宇宙人生的残酷，透着一股面对宇宙、面对命运的无力

感，以及对人性的疑问与思考。弹词《雷雨》通过蘩漪与周萍的主线，将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展现作

为中心，虽然情节有所改动，但很好地把握了原著精神。而现在许多经典改编，往往只追求形似，

许多观众比较认可的作品其实也并未很好地体现原著精神。越剧《红楼梦》是越剧乃至整个中国戏

曲中的名剧。而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红楼梦》这部内涵极为丰富的巨著在越剧中仅被体现为宝黛

爱情悲剧，人物平面化，薛宝钗、袭人、王熙凤都被简单地塑造为纯粹的反面人物，当然这也是篇

幅的限制，但公允地说越剧《红楼梦》的确未能表现出原著的意蕴，受观众的欢迎更大程度上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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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艺术家精湛的表演和唱腔，这只是艺术层面上的成功，并不因为内容来自文学经典《红楼梦》。

第二，改编的目的是搬演，搬演的对象是观众，改编应考虑观众心理审美对接的问题，做到雅俗共

赏是对的，但切不可歪曲、辱没经典，伤害读者和观众的感情。随着教育的普及，现代的观众文化

水平不断提高，追求精神的盛宴。纯为商业娱乐、没品位、没内涵的作品即使接着文学经典的名气

吸引了眼球，也必定不会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无法满足当今观众的审美趣味。 

第三，改编时应充分发挥所要改编为的这一艺术载体特有的优势，扬长避短，时期与文学经典完美

融合。弹词《评弹》很好地发挥了细腻的美学特点，将重点放在细节的挖掘和心理的描绘上，从而

更好地表现了人物形象。且利用心理化、艺术化、交流性的“评”的优势，使观众更易接受，传达

了纸上作品难以体现的言外之意。中国的戏曲相较于书本上的文学作品，多了音乐和舞蹈元素，在

改编经典作品时大可利用这一特点将文学作品演绎得更加精彩。中国的小说往往不重心理描写，戏

曲作品在改编这类作品时完全可以利用唱腔淋漓尽致的展现人物内心，语言有了音乐的配合又比小

说中的心理描写更具感染力。 

第四，好的改编也少不了好演员的配合。各类艺术形式改编经典通常最先经过的都是剧本的改

写创作，而剧作家的改编必须通过演员这一中介才能传达给观众，演员的表演直接决定作品能否被

观众接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改编是否成功。弹词《雷雨》演出阵容强大，汇集了全国

顶级的评弹演员，许多观众起初甚至就是冲着盛小云去观看演出。好的演员能够吸引观众，这就给

那些对文学经典并不感兴趣的观众一个接触、了解经典的机会，这对文学经典的普及有着十分积极

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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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萍与繁漪    演员：吴伟东、盛小云 

  

 

  

               浙大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