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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戏剧的题材应该来源于生活，这是历来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所提倡的。
    记得前人说过，戏剧就是“歌舞演故事”；后来又听到专业的说法，说戏剧是综合艺术，由音乐、
舞蹈、歌唱、美术诸方面组成。
我认为看戏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我今年五十七岁，看戏的历史绝对在五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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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陟，1949年生于北京。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国家分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为文物出版社第三图书编辑部副主任兼书法编辑。
多年从事书法创作和理论研究。
曾任中国书法篆刻电视大赛第三、四届评委。
1 990年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德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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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巨木参天赖沃土：演出与剧本  不可爱的英雄　吕布最后该说些什么？
　“煞气红光”哪里去了？
　不应该出现的情节　疏密得当的《华容道》　一个被歪曲的人物　品头论足说曹杨　戏词里的考证
　不要给马谡翻案　名著和戏剧　“无数”好还是“有数”好？
　帝王的内心世界　《四郎探母》为什么久唱不衰？
　佘太君不要太绝情　不明白的修改　全新的杨再兴　　《野猪林》是一出爱情戏　保留精华　剧中
人的自称　雷峰塔必须倒掉　不能太“左”了　戏剧该有怎样的结尾　再说结尾　连台本戏和后传　
女人真的那么厉害吗？
　两个《白水滩》　贵在出新　剧本的修改　应该突出谁？
胜似沙里淘金，全凭炉火纯青：演员与观众　戏里在的眼神　生与熟的表现点　技和戏　戏台上的“
特技”　戏剧的绝活儿　急人的戏　舞台的层次　演戏和唱戏　插科和打诨　给“坏蛋”喝彩　戏里
的马　台上也有观众积翠应含鱼露深：化装、道具、舞美三位一体舞台小社会，社会大舞台：戏如人
生附录 主要演员艺术概况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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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的人都知道演戏要先有剧本，然后再由导演和演员把戏搬上舞台。
不知情的人可能以为写剧本是很好玩、很风光的事。
其实不然，凡过来人都知道，作家好不容易逮个素材，又捕捉了灵感，费了吃奶的力气写出来，还要
根据各个方面的意见进行修改。
有时一改就是好多遍，当初的模样几乎就没有了。
戏剧的刊物少，舞台有限，能发表的真如同凤毛麟角，能搬上舞台的更是少得可怜。
一旦戏演出来了，火了，人们记得的只是主演、导演，有几个编剧能算根水灵的大葱！
尽管这样，剧本还是很重要的，至少在今天必须得先有鸡后有蛋，没剧本就演不成戏。
剧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离开舞台，没有演员，一个人在家里也可以过足瘾。
连看带哼哼，那也是一种很难得的享受。
　　剧本就是搬上舞台，短不了还要修改。
其中原因很多，从主体上看是为了不断完善，逐渐满足戏迷的需要，这也是戏剧能生成发展的基本属
性之一；有时是因为演员的缘故，有利于发挥主演的特长。
有时也是符合大气候的需要，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净化舞台，把一些淫秽的、恐怖的或者是
能搅乱人们视听混淆是非观念的细节从表演中去掉，还干脆禁演了一批剧目。
今天看来这种做法还是大有益处的。
后来一些禁演的剧目经过脱胎换骨的修改又上演了，可以说是最为彻底的修改。
同是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仅存的十个剧目也不断地修改，那则完全是为当时的形势服务，要
另当别论。
修改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诸如语言大师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里出现的“关公战秦琼”，属于某些“
权威”的淫威，也算是一个方面吧。
　　修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有时大的框架改，有时个别情节改，有时只改一句唱词，或是唱词中
的一两个字。
但是，无论怎么改也瞒不过戏迷的眼睛和耳朵，他们都能发现。
　　总之，剧本的修改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别小看剧本的修改，所改变的不仅是剧情，而且是对人们的引导。
观众是忠实的，也是忠厚的，你演什么他就看什么；你演什么他就信什么。
一出戏能使人振奋，也能使人悲怆，在娱乐中观众的每根神经都被牵动着。
当然导演、表演的功劳不能埋没，但是最基础的还是剧本。
　　既然有这么多的原因，我们对剧本的修改也就见多不怪了。
不可爱的英雄　　说起马武来，那是一个可爱的舞台艺术形象。
在《姚期》一剧里，他凭着自己的卤莽加机智，强迫皇帝在他的手心里写了一个“赦”字，救下了即
将被杀害的功臣、自己的患难弟兄姚期一家人。
他的卤莽和姚期的稳重，成了鲜明的对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天台》里，他同样可爱，尽管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他手持金砖，自尽一死的一幕，实在是感人。
在那出戏里可以说是最为悲壮的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打金砖”这个戏名。
可是在《玉虎坠》这出戏里，还是这个马武，还是一个英雄形象，却一点儿也不可爱了。
　　在《玉虎坠》里，我们不否认马武始终是站在反对王莽的立场上的，但是动机就值得分析了。
他一再声明当初他是参加“招聘”的，而且武艺和文韬都很出众。
可是王莽却因为他的相貌丑，而把他赶出了考场。
马武一怒之下，才上了太行山，举起了反对王莽的大旗。
如果王莽不以相貌取人，提拔重用了他，那么他又将站在什么立场上呢？
这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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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他就成了刘秀的对头，给汉室的振兴增加了阻力。
　　我们放宽尺码，撇开动机不说，马武后来的表现也实在叫人难以称赞。
他为了扩大实力，完成推翻王莽的事业，决心下山把一个叫王滕的卜卦先生请上山来。
见到王滕后，坚持要到酒肆一叙。
到了酒肆后，不顾王滕的提醒，大呼小叫，和另一个喝酒的冯彦发生了冲突，动起手来。
在交手中，他艺逊一筹，吃了亏。
不过，他很佩服冯彦的武艺，又有了新的想法：邀请冯彦上山。
他就拔剑强迫王滕去游说冯彦，结果碰了钉子。
　　聪明一世的王滕这时给马武出了一个实在不高明的主意，有如现在所说下棋的昏招。
他叫马武杀个人把人头挂在冯彦家的门口，逼冯彦离家出走。
他走投无路，就会上太行山。
马武认为是个非常好的计策，可是当时正值半夜，没有行人。
马武灵机一动就把王滕杀死，并且把头挂在冯彦家的门口。
王滕虽然说是自食恶果，但马武所为也太过分了。
戏演到这里，马武的可爱之处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们的不平是刚刚开始，马武并没有派人观察冯彦的动静，把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扔到脑袋后边去
了，就跟没有发生过一样。
直到他的手下劫了两个路过的妇人，其中一个就是王滕的女儿，他才如梦方醒，采取了积极的方式，
搭救被他所害的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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