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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洪昇的《长生殿》问世。
　　“一时梨园子弟，传相搬演”（尤侗《长生殿序》）。
由于多年盛演不衰，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其时有所谓“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的俗谚，正说明像《长生殿》中“不提防”之类曲
子已成了家传户诵的流行歌曲。
　　洪昇在世时，《长生殿》全本五十出常有演出。
另有其好友吴人更定的二十八出的本子，也得到洪昇的认可。
乾隆之后，《长生殿》与其他传奇剧目一样，多以折子戏的形式演出。
　　康熙四十三年（1704）阳春三月，洪昇应江南提督张云翼之聘，来到松江（今上海），观看《长
生殿》的盛大演出，参加这次演出的昆曲优伶有数十人之多。
紧接着，江宁织造曹寅又把洪昇请到金陵（今南京），共赏《长生殿》的精致演绎，此番搬演，费时
三昼夜。
这是洪昇晚年看到的最好的两次全本演出。
当年六月一日，洪昇在返乡途中不幸溺水身亡。
此后的历史资料，再没有关于《长生殿》全本演出的确实记载。
　　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上海昆剧团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下，倾力打造全本《长生殿》，
把这一部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的优秀传奇的全貌，重新搬上舞台。
这可以说是三百年来头一回。
　　洪昇的《长生殿》原作共五十出，内容非常丰富复杂。
前二十五出写杨贵妃由爱到死，后二十五出写唐明皇由出逃到归来。
前半部完整地铺叙了人们所熟知的李杨悲欢分合的故事，是曲折变幻的情节戏。
后半部舒缓地抒写了唐明皇以及社会各界对前一段如风而逝的历史的追思，是刻骨铭心的心理戏。
前半正是洪昇所说的“乐极哀来”，而后半则是他所感叹的“情缘总归虚幻”。
我总觉得前半部戏好看，而后半部戏耐看。
因为后半部一段长久连绵的苦恋、追念，给全剧抹上了一层深深的伤感与悔恨的情调，这正应了唐人
白居易《长恨歌》的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但多年来的演出往往只着眼于李杨之间的情节戏，而忽视了那些抒情象征的心理戏的独特场面。
只有把全剧呈现于观众面前，世人才可能重新发现《长生殿》的别样精彩。
　　洪昇友人曾称《长生殿》是一部“闹热《牡丹亭》”。
但不知何故，洪昇与当时的一批文人却因演此剧而被革去功名，遂有“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
白头”之叹。
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怀念前朝，寄托亡国之痛的历史剧。
有人则以为这首先是一个爱情剧，因为戏中有“定情”、“密誓”云云。
但是细细想来，如果作为爱情剧来看，《长生殿》的动人处远不如《西厢记》，也不如《梁山伯与祝
英台》；如果作为历史剧来看，则它的历史真实性又不如《秣陵春》，更不如《桃花扇》。
可《长生殿》在戏曲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历史已证明它是第一流的名剧，可见它有与众不同的好处
在。
除了那一层男女密情与历史垂戒有一定的吸引力之外，《长生殿》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的多义性，
它的主题的复杂性，以及整体上给人的一种苍凉感、失落感，一种痛彻肌肤的遗恨。
正是在这些地方，《长生殿》展现它的深涵的魅力。
我还有一点私见，我始终认为，五十出长长的《长生殿》似乎在切切私语般地告诉人们，人生世事，
总不过是一段不可追悔的遗憾的历史，只有失去的，才是值得怀念的、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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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上编　剧人艺谈全本《长生殿》整理演出剧本初探《长生殿》导演阐述全本昆剧《长生殿》导后记
立足传统，才能自信于创新——排演全本《长生殿》的几点体会昆曲唱腔的音乐特征——谈全本《长
生殿》的曲古韵新姿《长生殿》——漫谈《长生殿》之舞台美术创作有缘《长生殿》与蔡正仁谈《长
生殿》与《长生殿》的半生缘历史沧桑的回声——《长生殿·弹词》和计镇华的表演腹有诗书气自华
——记安禄山的扮演者吴双美艳玉妃谪下凡——走近魏春荣“昆三班”的《长生殿》中编　演出漫评
古典名著《长生殿》的改编上演上昆四本《长生殿》印象今古剧场，问谁个能唱到底全本《长生殿》
整理演出的艺术智慧《长生殿》全本演出的意义非同小可尊重经典精巧构思——评说上海昆剧团全本
《长生殿》的剧本整理盛世中的盛事昆剧《长生殴》演出漫谈回归本原——作为最低的标准和最高的
尺度⋯⋯下编　旧剧新论附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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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剧人艺谈　　全本《长生殿》整理演出剧本初探　　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将昆剧全本《
长生殿》搬上舞台，是上天赐予的幸运。
我们在跨越三个年度的排练中经历的种种艰难，换来了在中国戏剧演出历史上一个新纪录：2007年5
月29日，上海昆剧团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全本《长生殿》揭幕，延续了三百年前全本《长生殿》演
出的香烟，第一个演出季二十场一气呵成；10月27日又一轮演出十二场，同样平均上座90％。
这样的情势还将继续下去。
回想2001年严冬的一个夜晚，我面对清代洪昇先生的《长生殿》剧本，着手进行演出本的整理创作时
，心中交织着既敬畏又胆怯的不安情绪。
而《长生殿》是昆剧文本经典的代表作，要将这部文物剧本，幻化成今天舞台上活生生的戏剧，这又
是多么巨大的动力！
　　《长生殿》是真正的“传奇”。
洪昇先生的文字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读起来常会感受到天人合一的飘逸；他笔下的人物在地狱、人
间、天上自由行走，人、鬼、仙之间倾情交谈，因为爱而生死无界；安禄山谋反这一贯穿全剧的政治
历史事件，以跌宕的戏剧性带动全剧情节的进展；帝妃之尊的唐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最终被揭示
为至情至爱的一对男人和女人；群众场面透露出唐代天宝年间的民风、民情⋯⋯但是，原封不动地将
《长生殿》搬上舞台是不可能的，如何将他的古典美与现代剧场交相融汇，这是我们要做的功课。
　　体现古典美的前提是尊重原著，张扬原著的文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继承昆剧以表现演员精湛演技
、演绎完整文本的传统，以此作为确定上海昆剧团全本《长生殿》演出的特征。
了解、揣摩现代观众看戏的心理，也就是探索在现代剧场演出经典剧目时，舞台呈现如何引领观众欣
赏，又适应观众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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