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六十余年常演常新

老《茶馆》新课题：续茶之难，难在哪儿？
□郭佳 柴程 刘畅

时间之难
如何展示

未曾经历的

《茶馆》以老裕泰茶馆为背
景，用三幕演出跨越近半个世纪，
以诸多小人物的命运悲欢，讲述
了时代变革。老舍先生曾说，“茶
馆是一个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
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
是一个小社会。”

老舍先生“以小见大”，通过
一个茶馆的故事展现了旧中国的
没落和百姓的境遇，其中既有旧
中国的历史与时局，也有老北京
的风土与民情。

这原本就是对戏剧艺术家们
的一次挑战。经过六十多年的打
磨，这种挑战性不仅没有削弱，反
而变得更难。

此次复排的艺术指导、剧中
秦二爷饰演者杨立新说，1958年，
这出戏创排时的艺术家们都经历
过民国时代，对旧社会的生活有
亲身感触，而现在距离那个时代
已经遥远了，演员们不可能像老
艺术家们那样具有直接的源于生
活的认识。

“演员是感性的，越是自己经
历过的，越好体会，越好进行表演
创作。如果只是看文字，凭借想
象，表演还是会有距离感。但是现
在观众对演员创作要求很高，希
望看到原汁原味的老北京。作为
生活在当下的演员，我们的表演
如何能够与观众的历史回忆和想
象产生共鸣，是一个非常大的考
验——— 戏越精彩越难演。我们的
目标就是带着大家持续打磨，扎
实地生活在舞台上。”杨立新说。

创新之难
在前人的基础上，
是否敢于否定自己

中国剧协主席，饰演常四爷
的濮存昕这样形容一年一度的

《茶馆》，“经典作品常演常新，观
众也是新的，每一次像爬山一样，
往顶峰爬，再回到原点，我们都是
从世俗生活中走到后台，每一场

都要从自己的生活尽快进入戏剧
的生活，进入作品。”在他看来，这
是每轮演出都要面对的课题，首
先要进入这道门。

二十多年的演出，在濮存昕
看来，如今和2000年自己刚演《茶
馆》时完全不一样，“那时很青涩，
我诚恳地向黄宗江先生征求意
见，他坚决不发表评论，只是说

‘不容易’。我知道他有惆怅，是对
老前辈演的《茶馆》的留恋，他们
深深地沉迷于前辈演出的景象
中，一下子变成这些后生们，包括
新的舞台设计，他们不接受。”

在濮存昕看来，当时《茶馆》

的导演林兆华是一位为艺术可以
“否定”自己的艺术家。作为已经
成名的话剧导演，林兆华在2005
年复排《茶馆》时，恢复了焦菊隐
的版本。但这不是对创新的放弃，
也不是对现实的低头。实际上，在
当时的排练中，林兆华将他对作
品的认识与解读潜移默化地注入
演员的表演中，帮助演员在表演
上有了新的提升。提到当时的创
作情景，濮存昕对林兆华充满了
敬意。

濮存昕说：“大家是怀着真诚
去传承前辈创作的艺术水准，经
过多年努力，我们有了一些进步，

但直到今天也依然在寻找前辈演
员曾经达到的水准和风采。我们
一直在攀爬那座高峰，即使现在

《茶馆》里很多角色，已经由年轻
演员接替，但对于我们来说，依然
要求自己尽可能去接近高峰，接
近前辈们的背影。”

挖掘之难
太多的细节，
从历史到原作

再演王掌柜，已经演了三百
多场的梁冠华仍然觉得有无限可
挖掘的东西，“演《茶馆》还是有压

力的。”于是他早早就开始了准
备。如果说这一次演出有什么特
别的意义，那就是，“演好每一场
戏，就是对老舍先生最好的纪
念。”

“观众会在戏剧舞台的画框
中，像翻阅一本书似的看它曾经
的面貌和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
历史细节，以及角色处境命运的
艰难，我们只有竭尽所能有品质
地完成好这部戏。”濮存昕说，

“我们有一个愿望，就是尽最大
可能把我们能够攀登到的高度
呈现给观众。”

换代之难
接班不达标，

《茶馆》或停一两年

虽然已经成为北京人艺的院
长，但是冯远征依然格外珍惜松
二爷这个角色。当年，由于自己跟
黄宗洛饰演的松二爷外形相去甚
远，对角色比较有“抵触”，但二十
多年演下来，他不仅让人们接受
了新的松二爷，也对松二爷这个
角色有了感情。无形之中，他以自
己的方式实现了对前辈艺术家的
传承。

“今年一些年轻演员进入剧
组饰演龙套角色，也是一种传承，
让他们感受《茶馆》剧组的氛围，
更为日后的接班作铺垫。”冯远征
说。

面临新老交替的《茶馆》，何
时接班，如何完成？“冯远征”们这
两年一直在思考着。冯远征提到
了“换代是否丝滑”的问题，所谓

“是否丝滑”也就是后续演员能否
符合原著要求，能否顶得上接演
的角色，能否得到业界内外的认
可。“如果说换代不那么丝滑，很
可能中间会停个一年两年。”冯远
征说。

在冯远征看来，《茶馆》的经
典性既有剧本的经典，也有老艺
术家表演的经典，“我们这一代，
到今天也成了传承这部经典的中
间力量，而观众喜欢的正是演员
对角色的阐释。每年演出都不一
样，都会有新的认知、新的进步，
人物的酸甜苦辣表达也会更加清
晰。”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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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上演《茶馆》是北京人艺的老传统。值纪念老舍125周年诞辰之际，正月十三，北京人艺的
“镇院之宝”再登舞台，龙年首演后，《茶馆》演出总场次达到735场，火爆的票房再次印证着“经典”常
新的活力。

老裕泰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已经“开”了六十多年。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在秉承前辈艺术
家集体智慧的基础上，让这部经典话剧既能保持传统，又有新的味道，已经成为北京人艺新的课题。

生活里，茶水越续越淡，但是舞台上，《茶馆》里的“茶”却要越续越浓，北京人艺的“续茶”之路，
走得难，却也坚定。

冯远征(中)饰演松二爷、濮存昕(右)饰演常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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