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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汉学家高居翰在其《图
说中国绘画史》中有这样一种观点：
中国书画艺术以宋代为分水岭。宋
以前，书画家极力推崇逼真，“直逼古
人”为上，“如临其境”为美，至于宋，
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臻于成熟。
自宋以后，书画艺术家另辟蹊径，以
表现自我为上，手法上则表现为我写
我心，舍形而悦影，轻像而重意，不再
受中古时代的圭臬所左右，绘画走得
尤其远。

这和近古中国社会的变迁有
关。元代统治者极力排挤汉人，传统
知识分子的从政空间很小，于是他们
纷纷离开主流文化体系即庙堂体系，
走向江湖，走向个人兴趣，并以此为
生。因为不能在体制内分一杯羹，只
有到市场上去找饭吃。书画家不再靠
摹写圣贤故事来装潢冠冕，小说家也
要编写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来迎合
民间趣味，于是，植根于宋代话本的
说唱艺术就风靡起来，在写法上更讲
究情节和人物，主题上更接近写人
性，写凡夫俗子的爱好和趣味，而非
局限于文以载道，于是出现了冯梦龙
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

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主题是宣
扬善和美，思想上总是抱定因果报应
的宿命论，这不仅为下层大众喜闻乐
见，也符合了儒佛道三家的精神，统
治者也愿意默许。这一点，在“三言”

“二拍”中表现得很是充分。比如《卖
油郎独占花魁》中的那个朱重，在为
昭庆寺送油后，碰巧看见了住在附近
的王美娘，被其美貌所吸引，心想“若
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
心”。于是日积夜累，积攒了10两银
子，要买王美娘一晚春宵。老鸨嫌他
是个卖油的，再三推托，后来见他心
诚（其实是因为银子），就教他等上几
天，扮成个斯文人再来。然而等到能
见美娘之时，后者大醉，又认为朱重

“不是有名称的子弟，接了他，会被人
笑话”。但朱重不以为意，整晚服侍

醉酒的美娘。次日美娘酒醒后，觉得
“难得这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又知情
识趣”“可惜是市井之辈”“若是衣冠
子弟，情愿委身事之”，回赠朱重双倍
嫖资以作谢。不久，油店朱老板病亡，
朱重接手了店面。这时美娘生身父
母来到临安寻访失散的女儿，到朱家
油店讨了份事做，也就是在朱重那里
打工。一年后，美娘被福州太守的八
公子羞辱，流落街头，寸步难行，恰巧
遇见经过的朱重。朱重连忙将美娘
接回青楼，美娘为了回报朱重，留他
过宿，并许诺要嫁给朱重。美娘动用
自己多年储下的钱财为自己赎身，嫁
给了朱重，又认出了店里的亲生父
母，皆大欢喜。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是众所
周知的爱情故事。名妓杜十娘久有
从良之志，她深知沉迷烟花的公子哥
们，由于倾家荡产，很难归见父母，便
处心积虑地积攒一个百宝箱，藏在院
中的姐妹那里，希望将来翁姑能够体
谅一片苦心，成就自己的姻缘。谁知
道，她那一片向往爱情的赤诚和处心
积虑的设计，还是无法对抗封建礼
教的压力和人性的卑怯，最终只能
当众怒斥奸人和负心汉，抱箱投江而
死。杜十娘不仅美丽、热情、心地善
良、轻财好义，而且有忠于爱情的勇
烈。她用决绝的死维护了自己人格
和尊严。

尽管主题围绕着善美，但“三言”
“二拍”描述的社会文化中，透露出当
时人们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而非古
代人的说教。这一点，很像文艺复兴
时期意大利，很像薄伽丘的《十日
谈》。明代是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
期：从明初到晚明，极端的皇权专制
走向破碎的自由，严厉的禁海政策走
向民间贸易的失控，官场的冷酷逐渐
被丰富多彩的市场所腐蚀，文学艺术
在曾经的冰天雪地上蓬勃兴起，蔚为
大观，封建社会走到了末期，社会无
可阻挡地向前发展。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社会
●王兆军

书法之美不仅在指腕之间，而且是一
种境界与形神之美，更是性情志向的表
达。应该说，不拘成法的锐意求新已成为
时代给予当代书法家奋起变革的契机，而
关注时下书坛的人都知道，当前书坛有些
浮躁现象，书风呈多元化的发展势态，这
是不是百花齐放？但当下书法活动确实是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活跃，其实，这在很
大程度上与中西方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碰
撞有着密切关系，再则，掌握各项技能也
是这个时代许多人好学、肯学的一种方
向，但一些盲目跟风的情况很普遍，很多
人以所谓的“创新”自居，夸张到极致而
不知过。我认为这样无益发展，正如老子
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之则不足以
为道也。”再换其理，一个人想成为厨师，
仅仅是苦练刀功和掌握火候是不够的，最
要紧的还要掌握各种蔬菜瓜果的品质和特
性，书法亦然之。

64岁的吴庆林现任白城市老年书画研
究会秘书长，他说习书法只是自度、自
健、自乐，从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但先
生为人，朴实真切，谦虚低调。写字，无
为法度，自出机杼，为事，为老年全体与
社会公益而不时忘我。他强调学书观念先

行，既深入传统而又有自身修身领悟，更
注重博涉兼收。他各种书法皆有涉猎，得
神追意，取法得理，显示出一个艺术家对
书法传统的清醒认识。吴庆林学书法，有
别于传统在章法，更有别于承师之道，而
是自已钻研与苦练，他觉得习书法就是与
古人进行隔空对话，他要感受、感知、感
悟先人的情怀和精神内涵，将其融为自已
的书语，书魂乃为自已一生所求。他认
为，学神为上，学形为下，不为无法，然
妙处不在法。古人云：字如其人、书为心
画，是指将全部的精神、情感流泻于笔
端，使生动的思绪凝固在作品中，赋予其
鲜活的生命力。回顾历代法书，也无不表
现出这种强烈的精神感召。

书法乃“心法”，书法即为内心写照，书
之为我，我之为书，书我合一。心之所思，笔
出其态。书者皆知，一件优秀的作品悬挂书
斋堂，久品不厌，其魅力何在？这恐怕难以
用一个“美”字言尽。“书，心画也”。在吴庆
林先生书法作品中，最令我欣赏的是草书作
品。他的草书以传统为根基，同时又对王羲
之、颜真卿、孙过庭和怀素等大家书法心追
手摩，深得其中三昧。古人有“书法以用笔
为先”之说。吴庆林先生曾花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苦练用笔，一笔一笔地琢磨，临帖临得
分毫无差。他不但娴熟了草书的基本技法，
也掌握了草书变化的一般规律，最后终能依
据自己的审美追求，遗貌取神，变众法为己
法，形成自己的草书个性风貌。刘熙载说

“草书意多于法”，也就是说草书能抒发书家
的兴致和情感；韩愈进一步阐述“喜怒、忧
悲、酣醉、无聊、不平等，有动于心，必于草
书焉发之。”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各有
义理。“世间万物皆草书”即原于此。吴庆林
先生书写的行草 “青玉案·元夕”验证了
其书法的妙笔，无言的笔墨在行走白面素
纸之际产生一种张力，用寂静无声的墨
迹、线条、章法构成一种具备生命情态的
艺术力量，纵看全篇气势恢宏，跌宕多
姿，飞白多现，满纸云烟。字间错落有致，
疏密适当，时有欹侧救正，亦有旖旎风光。
且线条粗细疾迟多变，于流走中见圆飞转，
腾起处渐显强劲。墨色浓淡相宜，交替起伏
间，精、骨、神、气、血，五魂俱在。字里行间
充溢着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高品格，亦
对辛弃疾人格的无限崇敬，令观者亦融入其
中不能自已。

今年初夏，他在吉林省书画研究会四
平工作现场会笔会上书写的“天道酬勤、

厚德载物、紫气东来、海纳百川等书法作
品就一炮打响，一鸣惊人。这几幅作品行
笔流畅，遒劲厚重，形美意深，集于一
体。像 “天道酬勤”这幅，舒展的节奏有
助于增强书法作品的气势，使人有一种信
手拈来之感。也因此，他常书写《周易》
中的卦辞“厚德载物” 老子的“上善若
水”等作品赠与亲友共勉。由于他坚持不
辍追求，其书法作品先后多次参加国内、
省内重大展览，在多家媒体刊登发表，受
到书法爱好者广泛好评。吴庆林先生行草
的神采就是其领略书法之神韵，将其柔化
为已之物，我们可以看见其情感、天份、
性格的充分表露与表达，是“胸中藏真
气，挥笔自如”的气概，是“囊括万物，
裁成一相”,蕴涵万物，折射生活与生命与
自然的相邻，相融、相合之美。

其实，写好书法，的确需要付出很大的
代价，更要耐得住不被人认同的寂寞，而这
些吴庆林先生做到了。他常说，“对待前贤要
有敬畏之心，无知者无畏也。和高士聊天，就
是读书。在那些前贤与大师面前，我必须像
学童一般脱帽致敬，我必须虔诚地向上仰望
星空，心无旁骛地向那一座座伟大的宫殿朝
圣。”正是从这不懈地追求与积学中，吴庆林
先生逐渐地学会了用自己的生命去感知，感
受事物的本质与书法艺术的真谛。吴庆林先
生这种不趋时尚、不落窠臼、不故作姿态的
庄重个性书法的显现，正是他积年的涵养、
执着的追求与磨练，他的书法升腾着一种别
样的气质，他的人更活出一股不凡的精神，
这是他丰富情感与灵魂世界的缩影，让他
人感知了他的墨蕴雅风、形魂之舞的真我
风采。

【原文】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

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
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
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
便是大恶。

——〔清〕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
【译文】

帮助了别人，不要念念不忘；受
了别人的恩惠，不要忘记报答。做一
切事情应当留有余地，得意时须知
足。别人有喜庆之事，不要有妒忌之
心；别人有祸患，不可幸灾乐祸。做
了善事即想别人知道，这不是真正的
善良；做了坏事又恐别人知道，那就
是更大的罪恶。

墨蕴雅风 形魂之舞
——吴庆林先生书法印象

●杜波

中华家训·修身

施惠无念 受恩莫忘
●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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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的定义：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
机组成部分，用来表示语句的停顿、语气以及标示某些成分（主
要是词语）的特定性质和作用。注：数学符号、货币符号、校勘
符号、辞书符号、注音符号等特殊领域的专门符号不属于标点
符号。

标点符号的种类：包括点号和标号。
点号的作用是点断，主要表示停顿和语气。分为句末点号

和句内点号。句末点号：用于句末的点号，表示句末停顿和句子
的语气。包括句号、问号、叹号。句内点号：用于句内的点号，表
示句内各种不同性质的停顿。包括逗号、顿号、分号、冒号。

标号的作用是标明，主要标示某些成分（主要是词语）的特
定性质和作用。包括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着重号、连接
号、间隔号、书名号、专名号、分隔号。

当前社会上，标点符号使用中出现最普遍的问题是序次语
后标点的使用，最突出表现在阿拉数字做序次语时后面使用顿
号。规范用法是：不带括号的阿拉数字做序次语时后面使用实
心圆点。

实心圆点属于非中文标点符号，应该用在非中文序语后。
顿号是中文专有标点符号，应该用在中文序次语后。
《标点符号用法》附录B.3章节专门说明序次语之后的标点

用法。
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于2011年12月30

日发布，2012年6月11日实施，是对1995年发布的《标点符
号用法》进行修改后重新发布的现行的国家标准，新用法的变
化有：

一、问号（？）“基本用法”增加了两条用法。
（一）在多个问句连用或表达疑问语气加重时，可叠用问

号。通常应先单用，再叠用，最多叠用三个问号。
例：这就是你的做法吗？你这个总经理是怎么当的？？你怎

么竟敢这样欺骗消费者？？？
（二）问号也有标号用法，即用于句内，表示存疑或不详。
例1：马致远（1250？—1321），大都人，元代戏曲家、散曲家。
例2：钟嵘（？—518），颖川长社人，南朝梁代文学批评家。
二、叹号（!）“基本用法”增加了两条用法。
（一）表示声音巨大或声音不断加大时，可叠用叹号；表达

强烈语气时，也可叠用叹号，最多叠用三个叹号。
例1：轰！！在这天崩地塌的声音中，女娲猛然醒来。
例2：我要揭露！我要控诉！！我要以死抗争！！！
（二）当句子包含疑问、感叹两种语气且都比较强烈时（如带

有强烈感情的反问句和带有惊愕语气的疑问句），可在问号后再
加叹号（问号、叹号各一）。

例1：这点困难就把我们吓倒了吗？！
例2：他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还敢说自己是高科技

人才？！
三、顿号（、）“基本用法”增加了两条用法。
（一）相邻或相近两数字连用表示概数通常不用顿号。若相

邻两数字连用为缩略形式，宜用顿号。
例1：飞机在6000米高空水平飞行时，只能看到两侧八九

公里和前方一二十公里范围内的地面。

例2：这种凶猛的动物常常三五成群地外出觅食和活动。
例3：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二、三产业的基础。
（二）标有引号的并列成分之间、标有书名号的并列成分之

间通常不用顿号。若有其他成分插在并列的引号之间或并列的
书名号之间（如引语或书名号之后还有括注），宜用顿号。

例1：“日”“月”构成“明”字。
例2：店里挂着“顾客就是上帝”“质量就是生命”等横幅。
例3：《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是我国长篇

小说的四大名著。
例4：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秋浦歌》）、“朝如青丝暮成雪”

（《将进酒》）都是脍炙人口的诗句。
例5：办公室里订有《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和

《时代周刊》等报刊。
四、引号（“ ”和‘ ’）“基本用法”增加了一条。
独立成段的引文如果只有一段，段首和段尾都用引号；不止

一段时，每段开头仅用前引号，只在最后一段末尾用后引号。
例：我曾在报纸上看到有人这样谈幸福：

“幸福是自己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
“幸福是自己擅长什么和不擅长什么。……
“幸福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选择。……”
五、括号（（）〔〕【】﹞﹞）增加了不同形式括号用法的示例。
（一）标示下列各种情况，均用圆括号：
1.标示注释内容或补充说明。
例1：我校拥有特级教师（含已退休的) 17人。
例2：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

个新世界！（热烈鼓掌)
2.标示订正或补加的文字。
例3：信封上写着：“阿夷（姨），你好！”
例4：该建筑公司负责的建设工程全部达到优良工程（的

标准）。
3.标示序次语。
例5：语言有三个要素：（1）声音；（2）结构；（3）意义。
例6：思想有三个条件：（一）事理；（二）心理；（三）伦理。
4.标示引语的出处。
例7：他说得好：“未画之前，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

格。”（《板桥集·题画》）
5.标示汉语拼音注音。
例8：“的（de)”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最常用。
（二）标示作者国籍或所属朝代时，可用方括号或六角括号。
例1：[英]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
例2：〔唐〕杜甫著

（三）报刊标示电讯、报道的开头，可用方头括号。
例：【新华社南京消息】
（四）标示公文发文字号中的发文年份时，可用六角括号。
例：国发〔2011〕3号文件
（五）标示被注释的词语时，可用六角括号或方头括号。
例1：〔奇观〕奇伟的景象。
例2：【爱因斯坦】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33年因受纳粹政

权迫害，移居美国。
六、连接号（—）取消了连接号中原有的二字线，将连接号形

式规范为短横线“- - ”、一字线“ — ”和波纹线“～”三种，并
对三者的功能做了归并与划分。

（一）标示化合物的名称或表格、插图编号；连接号码，包括
门牌号码、电话号码，以及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年月日等；在复合
名词中起连接作用；某些产品的名称和型号；汉语拼音、外来语
内部分合等均用短横线（占半个字的位置）。

例1：3-戊酮为无色液体，对眼及皮肤有强烈刺激性。
例2：参见下页表2-8、表2-9。
例3：安宁里东路26号院3-2-11室
例4：联系电话：010-88842603
例5：2011-02-15
例6：吐鲁番-哈密盆地
例7：WZ-10直升机具有复杂天气和夜问作战的能力。
例8：shuōshuō-xiàoxiào(说说笑笑)
例9：盎格鲁-撒克逊人
例10：让-雅克·卢梭（“让-雅克”为双名）
例11：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孟戴斯-弗朗斯”为复姓）
（二）标示下列各种情况，一般用—字线（占一个字的位置），

有时也可用波纹线（占一个字的位置）
1.标示相关项目（如时间、地域等）的起止。
例1：沈括（1031—1095），宋朝人。
例2：2011年2月3日—10日
例3：北京—上海特别快车
2.标示数值范围（由阿拉伯数字或汉字数字构成）的起止。
例4：25～30g
例5：第五～八课
七、书名号（《》< > ）明确了书名号的使用范围。
（一）标示书名、卷名、篇名、刊物名、报纸名、文件名等 。
例1：《红楼梦》（书名）
例2：《史记·项羽本纪》（卷名）
例3：《论雷锋塔的倒掉》（篇名）
例4：《每周关注》（刊物名）

例5：《人民日报》（报纸名）
例6：《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名）
（二）标示电影、电视、音乐、诗歌、雕塑等各类用文字、声音、

图像表现的作品名称及简称。
例1：《渔光曲》（电影名）
例2：《追梦录》（电视剧名）
例3：《勿忘我》（歌曲名）
例4：《沁园春·雪》（诗词名）
例5：《东方欲晓》（雕塑名）
例6：《光与电影》（电视节目名）
例7：《社会广角镜》（栏目名）
例8：《庄子研究文献数据库》（光盘名）
例9：《植物生理学系列挂图》（图片名）
例10：我读了《念青唐古拉山纪行》一文（以下简称《念》）
（三）标示全中文或中文在名称中占主导地位的软件名。
例：科技人员研制《电脑卫士》杀毒软件。
（四）不能视为作品的课程、课题、奖品奖状、商标、证照、组

织机构、会议、活动等名称，不应用书名号。下面均为书名号误用
的示例：

1.下学期本中心将开设《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市场营销》两
门课程。（×）

2.明天将召开《关于“两保两挂”的多视觉理论思考》课题立
项会。（×）

3.本市将向70岁以上（含70岁）老人颁发《敬老证》。（×）
4.本校共获得《最佳印象》《自我审美》《卡拉ok》等六个奖

杯。（×）
5.《闪光》牌电池经久耐用。（×）
6.《文史杂志社》编辑力量比较雄厚。（×）
7.北京将召开《全国食用天然色素应用研讨会》。（×）
8.本报将于今年暑假举行《墨宝杯》书法大赛。（×）
八、分隔号（ / ）《新用法》增加了“分隔号”，又称“正斜

线号”。
定义：标号的一种，标示提行、节拍及某些相关文字的分隔。
形式：分隔号的形式是“/”。
基本用法：
（一）诗歌接排时分隔诗行（也可以用逗号和分号）。
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二）标示诗文中的音节节拍。
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三）分隔供选择或可转换的两项，表示“或”。
例：动词短语中除了作为主体的述语动词之外，还包括述语

动词所带的宾语和/或补语。
（四）分隔组成一对的两项，表示“和”。
例1：13/14特别快车
例2：羽毛球女双决赛中国组合杜婧/于洋两局完胜韩国名
将李孝贞/李敬元。
（五）分隔层级或类别。
例：我国的行政区划分为：省（直辖市、自治区）/省辖市
（地级市）、自治州/县（县级市、区）/乡（镇）。

使用标点符号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段低音大贝斯独奏，然后是近5分钟
的人声伴奏表演，接着又进来电子乐。京剧
《浮士德》就这么拉开了序幕。在90分钟的
演出里，一个又一个从未在京剧里出现的、
新鲜的元素，让观众“脑洞大开”。一幕幕环
环相扣的故事，配合饱含哲理的念白与唱
词，又让观众陷入沉思。没想到，欧洲的经
典名著与中国古老的舞台艺术竟能碰撞出
如此奇妙的火花。

打破种种京剧传统
《浮士德》是德国文学家歌德的毕生之

作，它不仅是德国最伟大的文学巨著，也是
世界文学中的瑰宝。问世200余年来，《浮
士德》一直是舞台的宠儿，以各种艺术形式
被搬上世界各地的舞台。然而，用京剧来演
绎《浮士德》，这还是头一回。

由国家京剧院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
涅剧院基金会合作的实验京剧《浮士德》，改
编自《浮士德》的《悲剧第一部》，由中、意、德
三国团队精诚合作。其中德国导演安娜·帕
史克担任导演，国家京剧院李美妮担任编
剧、徐孟珂担任京剧导演；中方负责编剧、唱
腔设计、服装造型；意方负责舞美、灯光设
计。2015年该剧在欧洲巡演20余场，随后
陆续在国内演出。8月2日、3日，又再度登
上北京梅兰芳大剧院的舞台。

虽然不是首演，观众的热情依然十分高
涨，都想来一睹这出跨国、跨界的实验京剧
的风采。

果然，实验的味道很浓。创新之处比比
皆是。比如打破传统京剧乐队编制，全程启
用大贝斯（低音提琴）作为主要乐器之一，与
胡琴相辅相成；打破根据行当定演员的习

惯，让一般“瞪着眼睛”的花脸演绎主人公
“浮士德”，与旦角“格雷卿”缠绵；打破扮相
行头的规矩，魔鬼“魔非”脸上没有勾画脸
谱，身上的服装也不是传统京剧行头……此
外，整台戏还加入了慢动作、现代舞的桥段
以及运用了声光电等舞美手段。

京剧的精华仍然在
这么多的打破与创新，还是一出京剧

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也是《浮士德》最值
得称道的地方。

尽管在形式上有一些创新，但这些实验
性的创新大多是“小插曲”“小花絮”，既不哗
众取宠、喧宾夺主，也不生搬硬套，而是结合
剧情，点到为止。

比如浮士德让花脸演员来演，是因为浮
士德随着剧情变化，变幻出无数角色：刚开
始是戴着髯口的垂垂老者，是老生；后来返
老还童，变成翩翩公子，偶遇美佳人，是小
生；再后来随着欲望的膨胀，他游戏人生，内
心开始张扬，自私、阴暗的一面展现出来，又
正是花脸的角色特点。

魔鬼“魔非”不勾脸、不穿传统行头，工
架优美，矫健灵活。他既不同于钟馗这样的
大鬼，也不同于油流鬼这样的小鬼，而是帅
鬼。这是因为在德国人心中，《浮士德》中的
魔鬼并不邪恶，而是个孙悟空似的人物，机

智幽默又有绅士风度。
类似这样的种种创新，并非刻意为之，

而是为了更贴近文本、剧情。正如有剧评人
评价：京剧《浮士德》在尝试西方的故事、非
传统的行头、混搭式的音乐时，顽强地保持
了自己作为京剧的英雄本色，写意、虚拟和
程式化，完整地展现了京剧的精华。唱腔部
分的设计保持了京剧的原汁原味，韵味十
足。只有四个演员，却淋漓尽致地演绎了一
段跌宕起伏的人间悲剧。

加深中西文化交流
2015年10月，京剧《浮士德》作为意大

利VIE艺术节展演剧目在博洛尼亚、摩德
纳演出12场，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以
及戏剧界人士的高度评价。

博洛尼亚大学研究戏剧理论学的克劳
迪欧·朗奇教授说，他看过多个被搬上舞台
的《浮士德》戏剧版本，但没有一个版本像这
部作品一样，把浮士德这个原型人物的力量
很好地展现在舞台中。“这个版本对故事进
行了凝炼，通过京剧程式的表演，如身段、唱
腔等丰富的舞台呈现形式，充分挖掘并突出
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故事原本内涵，这是
本剧中最为可贵的地方。”

他的看法恰好也表达了国家京剧院的
创作初衷，那就是用京剧独特的艺术样式传

递出人类共通的情感。
“人生在世，难免犯错。然迷途知返，克己

修身，终成正人。”京剧《浮士德》以主人公将
灵魂出卖给魔鬼，重返青春，经历爱情、金钱
诱惑的故事为结构，揭示了人性对欲望的“不
足不满”的追求和最终的自我觉醒与修正。

作为一部具有探索实验性的舞台作品，
京剧《浮士德》完成了对世界故事的讲述，使
京剧这种古老的中国艺术焕发出新的艺术
魅力。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参赞张
建达看来，这意味着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加
深。“以往京剧赴意大利演出基本以武戏为
主，给观众留下的印象只是‘服装漂亮’‘武
打精彩’，无法深入欣赏。京剧《浮士德》很
好地提升了观众的欣赏层次。当西方观众
在看演出时，能够通过故事深入体会到京剧
表演的美感和其综合性的巧妙，中西文化交
流的深度也就达到了。”

实验京剧《浮士德》：
探索创新边界 挖掘人性深度

●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