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剧《孔子》，因宏阔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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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齐鲁晚报评论员 李康宁

孔子诞辰日，话剧《孔子》在山东省会
大剧院成功首演。现场的掌声，不仅送给
辛劳的幕后主创团队、全体演职人员，更
呈给2500多年前，那位为追求“大道”锲而
不舍的圣人。

他所倡导的仁爱、礼义、忠恕、德行，
始终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和行止；而他本身
所具备的智慧、勇毅、诚信、正直，又展现
了人性中光辉的一面。时光荏苒，儒家精
神的温暖，远远不止于春秋。

张继钢导演作品——— 话剧《孔子》，既
非史实的机械搬运，又不是抽象的凭空臆

造。他大胆地采用了象征与解构的手法，
从多个视角阐释了孔子其人其思想的伟
大之处。这部剧中，既无宫斗亦无言情，并
没有处心积虑地营造出什么“爆点”来取
悦观众。剧中的矛盾冲突，只是依于人物
各自的理想而存在，双方各行其是，甚至
对与错的标准都很模糊。无论是孔子与阳
货，还是孔子与南子，甚或是孔子团队与
那些路人的分歧，都是离开了琐碎细节
的，温和厚重的对峙，是迎合现实与追求
理想的选择性差异。

这种处理方式，突破了惯常的戏剧思
维。试想一下，当你立于高山，视线所及都
是光阴奔涌，蔓草荒丘，谁还会在意虫豸

与蝼蚁之争呢？假如，过多地把精力放到
孔子的生平细节之上，那么无论表演如何
精致，总会让人感到局促偏狭。

所以，我们有幸看到了这样一部让人
耳目一新的《孔子》。

这部剧把视野拉长，砸碎了时空带来
的拘泥不适。风采照人的司马迁进入剧
中，完成了后世人对孔子的观照；同时，孔
子与年少时的自己、与漫天星空的对话，
又让主人公从剧中走出，游弋于亘古长流
的时光之河，一直漂泊到当代人面前。而
支撑这样强大的跨越转换，也许只有用吟
诵、长歌来表述心迹。这，也是话剧《孔子》
具备诗剧风格的原因。因为这部戏太宏

阔，太强大，多是时代的呼喊与生命的叩
问，容不得那些呻吟梦呓式的表白。

当然，这种意境上的宏阔，并不代表
忽略细节。相反，张继钢导演正是用他数
十年的艺术修为，去雕刻每一个细部，加
上创新的音乐、服装、舞美、灯光等配合，
更让整个舞台处处都有闪亮的惊喜。所谓

“大匠运斤”，有不破不立的胆量，也有纤
毫毕现的细致，话剧《孔子》正是如此。

这部戏曾经五易其稿，历尽曲折，今
日方才面世。通过这部大剧，时人看孔子，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圣人之“多难”，为后
世人树立了一座思想丰碑；艺术家的自我

“磨难”，对于观众而言，正是一种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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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物的诞生
都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

两个月以来，山东省话剧院演员、孔子
饰演者之一李帥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兴奋感，
保持紧张、高度的投入。李帥说，这是一个非
常有难度的角色，但挑战难度，才是演员的
一种进步方式。“作为山东演员，我想谁都不
能忽视和放弃饰演孔子的机会。”

拿到孔子角色后，李帥就开始“内外兼
修”去寻找这种气韵。不仅学习戏曲，为了捕
捉孔子的外在形象，他天天舞剑鼓琴、吟诗
颂词来熏陶自己。他也查阅了大量孔子相关
的资料，更深入理解孔子的精神世界。“孔子
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是一个生活
在春秋时代的凡人，他在艰难困苦中爬过
来，成为一个多灾多难的圣人形象。在舞台
上，这个人物绝不是高大全的，但他给人的
感觉应该是气场强大，而他外在的气场和气
势恰好可以来反衬其内心的惆怅。”

李帥说，《孔子》的首演，他既紧张又兴
奋，同时也很有压力。“每个人物形象的诞生
都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我只有全情投入才
能赋予孔子这个角色以血肉。正因为这种

‘有血有肉’不仅仅来自服装、化装的造型，
更重要的是将灵魂注入角色之中，使其鲜活
起来。”

孔子的另一位饰演者、山东省话剧院演
员王翔称，经过几个月的排练，《孔子》终于

面对观众，他既有兴奋感也一直有压力。“我
认为在全世界来说，山东人是最应该来诠释
孔子、发扬孔子精神的一群人。孔子的精神
追求，是最值得现代人去学习把握的。”王翔
称，饰演孔子对他自身的改变也非常大，从
鼓起勇气去竞选这个角色，到付出汗水、泪
水演好孔子，深刻理解了孔子所说“知其不
可而为之”的精神。

在这部剧中，王翔看到了导演像镶嵌宝
石一样，将多种艺术要素巧妙地与话剧融
合，完成了一场独特的审美使命。“这部戏非
常高级，有质感，有属性，有韵，有意境，有诗
性，这部戏对话剧美学概念的建立，对演员
舞台审美的要求，都有相当大的指导意义。”

《孔子》首演，观众反响非常热烈，王翔
说，他最大的希望是观众继续关注《孔子》，
更多人来关注山东省话剧院的作品，因为观
众的肯定最重要。

拥抱每一个角色
用不同角色启发思考

阳货在话剧《孔子》中，作为孔子的“对
手”出现，由山东省话剧院演员翟兵演绎。阳

货亦有自己的抱负，在心底甚至与孔子有一
定的共鸣。本剧中，翟兵在表演习惯上也有
了巨大转换。“我认为阳货这个人有才干有
能力，同时也有野心有魄力，但更多的感触
是，他生不逢时。”翟兵称，希望话剧《孔子》
能收到观众各种不同的看法，话剧不是灌输
说教，更多的是启发，希望角色能给观众带
来更多的思考。

《孔子》中，阳货身边的跟班叫“赖三”，
是主创团队虚构的一个舞台丑角形象。他的
所作所为，穷形尽相地塑造了一副“小人”嘴
脸。赖三的扮演者任兵对这个角色独特的诠
释方式，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他的数次出场
赢得热烈掌声。任兵说，前辈的话一直萦绕
在他耳边，那就是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
员”。

《孔子》中卫灵公夫人“南子”由陈雅斓
和杨娜两位演员饰演。陈雅斓说，历史对这
个人物记载并不多，她诠释南子的方法，是
用现代女性的视角回到2500多年前的男权
社会去帮南子说句话。“我想让那个时代的
南子告诉大家，女性可以去做任何事情，女
人也可以在男人碌碌无为的时候站出来，女
人能撑起的何止是半边天。”

杨娜则认为，南子不仅是孔子的粉丝，
也是知己、灵魂的互通者、精神的契合者，南
子并非天生强大，而是远离家乡后，宫廷争
斗、陌生的敌对势力等一切，逼迫她不得不
强大。“她最脆弱的地方恰恰是孔子可以安
抚的，对乐礼品德仁等很多方面的理解他们
不仅是相同的，也是互补的。怀着对人物的
敬畏之心，我愿意相信她的善良，认同她的
抱负。”

话剧《孔子》主演回顾创作历程：

用思考和辛劳 探索人物之“魂”
话剧《孔子》成功首演，对演员们来

说是一次全身心投入的创作过程，是将
灵魂注入角色之中让人物鲜活起来的创
作过程。在孔子诞辰日演出《孔子》，演员
们内心充满激动，唯有使出浑身力量让
角色出彩，打磨出有鲜活的人物形象，向
圣人致敬。

幕后主创团队:

奇巧之思构筑

“春秋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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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之上，话剧《孔子》的主创团队用音
律、色彩、灯光构筑出一个诗意的世界。各色
人等的矛盾与对比，反衬出孔子的高尚与不
甘。孔子以及追随者的高光与落寞，在各种
元素的构筑之下，承蒙着历史的光辉，也闪
烁在今人的视线当中。

音乐是穿越时空、跨越地域最直接的
介质，剧场中，充满春秋气象和诗经风格
的曲子缓缓流淌。为了让话剧《孔子》古意
烂漫，而且要让现代人喜欢，作曲家董乐
弦在创作时做足了功夫。“比如说《关雎》
这首词，本来是一首男性视角的情歌，但
我把它写成了女生合唱。”董乐弦所创作
的《关雎》，在舞台上展现出来的是如花似
玉的姑娘们，看到追求者们求而不得所表
现出来那种得意扬扬的状态。音乐中还加
了合唱、人声等元素，整体听起来非常震
撼，令人回味无穷。

为话剧《孔子》伴奏的是我国著名交响
乐团——— 青岛交响乐团。“现在正值音乐季，
我们推掉了两场演出，全力支持《孔子》首
演。”青岛交响乐团党总支书记孙延栋说，此
次乐团全编制上场，总共来了70余位乐手，
弦乐、木管、铜管、打击乐等一应俱在，还加
入了东方民族乐器，“回想起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青岛市歌舞剧院就曾排过关于孔子的
舞剧，时隔这么多年又迎来一部话剧，我们
能参与其中感到很荣幸。”

将交响乐与话剧这两种艺术形式结合
到一起非常具有创新性。青岛交响乐团业务
副团长、首席刘玉霞告诉记者，“我们每年都
会跟国家大剧院合作表演歌剧。与话剧《孔
子》合作可能会更复杂一些，需要与剧情、人
物的情绪配合。”凭借多年来的表演经验和
应变能力，青岛交响乐团与话剧《孔子》完美
呈现出一场瑰丽恢宏的视听盛宴。

如果说编剧导演赋予作品之“魂”，演员
赋予人物之“神”，服装造型赋予角色之

“形”，那么舞美、视觉、灯光等部门，则着力
营造舞台之“境”。

话剧《孔子》所打造出来的舞台空间，可
以用“奇”和“巧”二字概括。舞台是画布，灯
光是画笔，在第六场“困境”中，孔子与弟子
困于大雪之中，一瞬间漫天的星斗挥洒到整
个剧场之中，观众沉浸在点点星辰里，

舞台结构只包含了一个斜平台和两块
环形投影幕，整个舞台以中国水墨风格为底
色，打造出来一个简洁、浪漫的抽象空间。乍
一看仿佛没什么特别的，但随着剧情展开，
斜平台缓慢转动，舞台将演员们的另一侧推
到观众眼前，原本平面化的演出画面立刻变
得立体起来。“舞台设计中还包含了两个转
台和一个升降台，使用了很多机械道具去展
现整个演出的高低起伏。”舞美设计罗江涛
告诉记者，用这种多维的舞台设计来转换不
同的空间造型，以配合剧情发展。

音乐辉煌，映衬着“天下大同”的童声化
作永恒，全剧终结。

话话剧剧《《孔孔子子》》的的成成功功源源于于演演员员们们的的倾倾情情演演绎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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