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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选粹」戏里生活，戏外人生！

作者 | 李修文 赏析 | 吕晓冬
【编者寄语】

面对文化传承，不少作家以理论为基础，凭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他们的文章往往高端、深奥，逻辑严密。另一类作家，以大众为基础，以生活为视角，寓深
奥的道理于生活事例中。他们的文章往往生动、活泼，以小见大。

本文作者从自己看戏的故事写起，谈及传统戏剧革新中的不端之举，几个戏剧故事娓娓
道来，将戏剧表演的理论隐于形象的叙事之中，似乎更能吸引大众的关注，产生共鸣。同时
也促人深思：文化该怎样传承？

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今，文化的传播早已渗透到生活的细处。传统文化靠典范
传达给后世,这更需文化传承者摒弃浮躁，用心面对，努力担起文化传承中“守”（保留）与
“破”（创新）的责任。

【披文入情】

枪挑紫金冠
标题缘于戏剧故事，既形象
又内涵丰富。

①谁要看这般的戏？新编《霸王别姬》。（开篇先声夺人，
亮明态度。）霸王变作了红脸，虞姬的侍女跳的是现代舞，一
匹真正的红马扮乌骓。我先是手足无措，而后生出了深深的羞
耻——所谓新编，在许多时候，并不是将我们送往戏里，而是
在推我们出去。它像镜子，只照出两样东西：胆大妄为与匮乏。

首节从《霸王别姬》的“新”
入手，引出新编剧的问题：
胆大妄为与匮乏，为后文写
戏剧传承中自己的见解做
了铺垫。

②羞愧地离席。出了剧院，二月的北京浸在浓霾里。没来
由想起了甘肃，陇东庆阳，一个叫做小崆峒的地方，黄土上开
着一树树的杏花。（环境清朗，与北京的“浓霾”相对照。）
三月三，千人聚集，都来看秦腔，《罗成带箭》。我到时，恰
好是武戏，一老一少，两个武生，耍翎子，咬牙，甩梢子，一
枪扑面，一锏往还，端的是密风骤雨，又配合得滴水不漏。突
然，老武生一声怒喝，一枪挑落小武生头顶的紫金冠，小武生
似乎受到了惊吓，呆立当场。

③我以为这是剧情，哪知不是，老武生一卸长髯，手提长
枪，对准小的，开始训斥；鼓锣钹之声尴尬地响了一阵，渐至
沉默，在场的人都听清了，他是在指责小武生上台前喝过酒。
说到暴怒处，举枪便打。这出戏是唱不下去了，只好再换一出。
我站在幕布之侧，看见小武生在受罚：时代已至今天，他竟然
还在掌自己的嘴。

以秦腔表演中老武生“枪挑
紫金冠”一事来体现戏剧艺
术需要演员自觉遵守戒律。
标题也正出于此处。

④梨园一行，哪一个的粉墨登场不是从受罚开始的？这台
前幕后，遍布着多少不能触犯的律法：玉带不许反上，鬼魂走
路要手心朝前，上场要先出将后入相……如此讲究戒律，却是
为何？（以设问形式，引出后文。）

⑤千百年来，多少伶人身上承载着这样的命数：三天两头
被人喝了倒彩，砸了场子，不得科举，不得坐上席，甚至不得
被娶进门去；在最不堪的年代里，伶人出行，要束绿巾、扎绿
带，单是为了被人认出和不齿；就算身死，也难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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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戏台上那烟尘里的救兵、危难之际的观音，实际都不存
在。唯有信自己，信戏，以及那些古怪到不可理喻的戒律。这
些戒律因错误得以建立，又以眼泪、屈辱浇成，越是信它，它
就越是坚硬和无情，虽然它不能改变那可怕的命数，但它总能
赏你一碗饭吃，给你些许做人的尊严。

⑤-⑥节回答上文“如此讲
究戒律”的原因：千百年来
伶人地位卑微、命运悲惨，
只能自己拯救自己。繁多的
戒律是前人根据错误总结
出来的，遵守戒律才能得到
饭碗和些许尊严。

⑦在江西万载县乡村场院里，我看过一出赣剧《白蛇传》，
那大概是我此生看过的用时最长、记忆也最刻骨的一出戏。

⑧这出戏只五回，而每一回竟长达一个多小时。戏台上，
小青与法海，一场打斗，但见翎子翻飞旗杆挑枪，但见金盔跌
落银靴生根。可能是我想多了，——编排这出戏的人真是看透
了人世。漫长的时间之下，戏台上的打斗正如生活中的对抗，
几乎将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既认真，又厌倦。

借赣剧《白蛇传》中小青与
法海的戏表达了“戏如人
生”的道理，让观众觉得戏
剧与生活似乎没有分别。

⑨戏台上，白素贞和许仙，他们说着西湖，说着芍药，彼
此挨近着，端的是：隔墙花影动，金风玉露一相逢。就要挨在
一起之时，又有意无意地闪躲开……一切都在微小处展开，又
牵动着我的神经：他在如火如荼，我却知道好景不长；她那边
莲步轻移，我这厢敲的是急急锣鼓；她深情款款，我看了倒是
心有余悸。到最后，这许多的端庄、天真和痴恋只化作山水画
上的浓墨一滴，剩余处全是空白，演戏的人走向断桥、残垣，
看戏的人则奔向空白处的千山万水。

⑩这便是戏啊，老生和花旦，凤冠和禅杖，纷纷聚拢，造
出幻境：这一方戏台，虽无波涛却会江水长流，不事耕种也有
满眼春色。所谓“强烈的想象产生事实”，它让你沉醉其中，
到了这时候，还分什么你看戏我演戏？我还清楚地记得散场之
后的夜路。那一隅戏台被空前扩大，连接了整个夜幕：在月光
下走路，折断了桃树枝，再去动手触摸草叶上的露水，都像一
场戏。

⑨-⑩段中对白素贞与许仙
相逢的描写，体现了中国戏
剧表演中的含蓄细腻。艺术
的美感拉近了观众与戏剧
的距离，令观众也自觉融入
戏中，甚至“余音绕梁”延
伸到了戏外。

⑪还记得安徽的一个小县城，在长江边一艘废弃的运沙船
上看徽剧《单刀会》。那只不过是个寻常的戏班子。

⑫可是，这里的关云长，全然不是人人都见过的那个关云
长。上百种关公戏中的关云长，先是人，后是神，在不断的言
说中变得单一和呆板，戴上了一副面具，成为了人们所缺失之
物的化身。他不再是刘玄德一人的二弟，而是万千世人的二弟。
他的命运，便是被取消情欲，受人供奉。可是，且看这出戏里
的关云长：虽说逃脱了险境，惊恐、忐忑、侥幸却一样都没少，
置身在回返的行船上，一遍遍与船家说话，以分散一点惊惧，
惶恐得像个孩子。

以徽剧《单刀会》中的关云
长为例，反对将人物面具
化，强调戏剧应记录复杂真
实的人性。

⑬这一出乡野小戏，几乎照搬了元杂剧，竟然侥幸逃过了
修饰和篡改；可以说，这出戏，以及更多的民间小戏，其实就
是历史典籍。只不过，修撰者不是翰林史官，而是人心。是人
心将那些被铲平的复杂人性、被抹消的文化印记，全都放置于
唱念做打里残存了下来。这诸多顽固的存留，就是未销的黑铁，
你若有心，自将磨洗认前朝。

划线处指出：文化的传承应
以尊重史实为基础，需要用
心去保护，方能禁得起时光
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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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珠玑】

这出戏，以及更多的民间小戏，其实就是历史典籍。只不过，修撰者不是翰林史官，而

是人心。是人心将那些被铲平的复杂人性、被抹消的文化印记，全都放置于唱念做打里残存

了下来。这诸多顽固的存留，就是未销的黑铁，你若有心，自将磨洗认前朝。

戏台上，白素贞和许仙，他们说着西湖，说着芍药，彼此挨近着，端的是：隔墙花影动，

金风玉露一相逢。就要挨在一起之时，又有意无意地闪躲开……一切都在微小处展开，又牵

动着我的神经：他在如火如荼，我却知道好景不长；她那边莲步轻移，我这厢敲的是急急锣

鼓；她深情款款，我看了倒是心有余悸。到最后，这许多的端庄、天真和痴恋只化作山水画

上的浓墨一滴，剩余处全是空白，演戏的人走向断桥、残垣，看戏的人则奔向空白处的千山

万水。

【思考探究】

1.文章写了作者看过的三出戏《罗成带箭》《白蛇传》《单刀会》，请分别概括作者借这三

次观看经历所表达的对戏剧艺术的认识。作者这样构思体现了怎样的匠心？

2.本文中，作者借“枪挑紫金冠”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在戏剧发展中，有些新编作者过分追求

新形式，而忽略了戏剧最重要的内涵与规律。其实这种以改革名义而走样的传承创新又何止

戏剧。你是否也有所感悟？请结合实际事例，阐明传统文化的“修撰者不是翰林史官，而是

人心”的道理。

扫描公众号，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北京育英中学 吕晓冬）

⑭还是二月的北京，再次踏入美轮美奂的剧院，去看《战
太平》。又是要命的新编，又要继续一夜的如坐针毡：声光电
一样都没少。管他蟒袍与褶衣，管他铁盔与冠帽，都错了也不
打紧，反正我有声光电；谋士的衣襟上绣的不再是八卦图，名
将花云的后背上倒是绣上了梅兰竹菊，都不怕，反正我有声光
电。

以“又是要命的新编”“又
要继续一夜的如坐针毡”照
应开篇，显示出这类作品之
多。作者反复用“反正我有
声光电”，是在强调用现代
技术手段掩饰新编戏剧粗
陋失真的设计。

⑮唯有闭上眼睛。闭上眼后，却又分明看见一个真实的名
将花云正在怒发冲冠，正在策马狂奔。他穿越河山，带兵入城，
闯进剧院，来到没有畏惧的人中间，立马横枪，劈空断喝，一
枪挑落他们头顶的紫金冠。

作者以虚笔结尾，想象真实
的花云威风凛凛、怒气冲冲
地一路赶来，用挑落紫金冠
的方式教训这些对戏剧艺
术不知畏惧的人。借此表达
了作者对缺乏敬畏、胡乱改
编者的愤怒之情。

取材于李修文的同名散文
作者：李修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