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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朱璎媛 （青年昆剧演员）
■ 记录：李新勇 （作家）

与生俱来的表演激情

我从小喜欢唱歌跳舞，曾把妈妈买回来做衣
服的一块布披在身上，站到小圆桌上给家里人表
演，还甩起了“水袖”。有一次更是因电视里的一
部戏看入了迷，忘了上课的时间。我对戏曲的爱
好，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1994年，我初三即将毕业，苏州昆剧团到我
们学校招生，我很想去。爸爸到实地考察后很满
意，便同意了。经过初试、复试和文化考试，我成
为46个幸运儿之一。这46个同学中现在仍有
10余人活跃在舞台上。

不管是个人成长还是艺术成长，环境都非常
重要。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好学上进的环境
里。那时候我的专业课非常优秀，老师所教的唱
腔或者动作仿佛是长在我的骨子里一般，学几遍
就会了，老师的教学过程，好像是在唤醒沉睡在
我身体里的记忆。

我是第一个参加舞台彩排的学生，同学们都
投来羡慕的目光，对16岁的女孩子，那简直是梦
幻般的存在。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像电影镜头。
记得第一次演出，台下坐的全是昆剧界专家、老师
和同学，我特别紧张，站在舞台门口瑟瑟发抖。有
一个教形体的老师在后面推了我一把说：“出去！”
老师的那一掌的推力让我别无选择，必须上台面
对观众。往前跨了两步，我一点都不抖了，台下老
师和同学们的掌声一瞬间点燃了我的表演激情，
那种感觉太美妙了。我到现在都非常感激那位在
关键时候站在背后推我了一把的老师。人的一辈
子常常这样，往前推一把，让你不再瞻头顾尾、畏
缩不前，义无反顾地奔着成功而去。

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谁知道是不是上天见我少年得志，起步太
过顺利，故意要在18岁到25岁间给我安排一些
磨砺？

我学的是花旦，最后一学期，所分在的剧组
主教老师却是工丑行（小花脸）的，花旦也懂一
些，但并不专攻。没有办法，我就只能靠自己钻
研自己悟，给自己设计身段动作，给自己排戏，悄
悄去向花旦老师请教。有一次在我演唱昆剧《情
探》的时候，前后40分钟，台下一位教花旦的老
师几次对坐在她身边的得意门生说：“这个地方
朱璎媛比你处理得好，那个地方朱璎媛的处理是
到位的，你得向她学！”我听了既高兴，又伤心。
高兴的是，我自己给自己排的戏获得了肯定；伤
心的是，我不是那位老师剧组的，不能获得她的

评价和指导。但是正是这些源自内心的自我设
计和自我排练，让我很早就懂得，昆曲除了要从
老师那里继承已有的唱腔和身段动作之外，还需
要演员加入个人对戏中人物的理解，要有所体验
并进行外化处理。

刚毕业那几年昆曲很不景气，演出很少，观
众更少。当时的团长拉我们去唱歌、跳舞，一天
只有10元钱收入。有一天，新来的团长召集大
家开了个会，说养活不了大家了，能走的就走，
于是第二天就走了一大半。我打电话给我爸，
我爸说你好不容易学成，别急着退出。果然，昆
曲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
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是中国首批世界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很快我们的昆曲事业终于见到
了曙光。

刚进入剧团那阵，因为演员多而角色有限，
有时候我根本演不到戏，因此非常珍惜每一个得
到角色的机会。可以说，每个刚进入剧团的演
员，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我也不例外。但在跑
龙套的时候，只要有学习的机会，我都在认真地
学习、认真地揣摩。有一次，单位排一场大戏《一
念之差》，演“小红”的女演员出国了。剧组的领
导找到我，让我顶上去。这个角色虽小，但有台
词有表演，不是最重要，却也很重要。经过几天
的琢磨，演出效果出乎预料得好。后来在演《西
厢记》的时候，因主演生病，我又临时替演了崔莺

莺。我成了团里“著名”的临时替补队员。剧组
的领导都很惊讶，说我平时没有参加她们的排
练，为什么临时顶上去，居然天衣无缝？其实她
们不知道，她们在排练的过程中，我在旁边把每
一个角色都琢磨个遍，不仅“小红”“崔莺莺”我能
顶替，我把适合自己的戏都悄悄地学了一遍，就
等着登台的机会了。

就是在这一次次替补的过程中，我被张继
青、蔡正仁等老艺术家发现，从跑龙套的角色，逐
渐成长为大戏的主角。有一句老话叫“机会只留
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从不诓人。

用情造就浑然天成的表演

这些年，我跟我们团把昆曲带到了英国、比
利时、德国、日本、希腊等国家和地区。所到之
处，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追捧。每场演出结束
后，观众总是久久不愿退场。

在跟其他院团和艺术家的合作中，尤其令人
难忘的是2008年与在日本被称作为“国宝级的
大师”的坂东玉三郎合作《牡丹亭》的那一年多时
间。坂东玉三郎崇拜梅兰芳，被日本媒体称为

“日本梅兰芳”。
在《牡丹亭》里，坂东玉三郎饰演杜丽娘，俞

玖林饰柳梦梅，我则饰演春香。我们在日本东京
演出了一个多月，场场爆满。由于频繁地上装卸
妆，超过面部皮肤的耐受底线，我们的脸上都出
现了裂口。但观众很热情，我们根本停不下来。
日本的舞台有一条伸入观众席的花道，演唱过程
中，有一些片段我们得走到花道上完成。观众与
演员的距离非常近，目的就是让观众近距离地看
到演员。我们唱的是汉语，但当我看到观众如痴
如醉的状态，我知道，这不是日本的观众全都听
得懂汉语，而是他们已经被我们的表演带入剧
情。就像我们看意大利歌剧《茶花女》，听不懂唱
词，但不影响我们对剧的欣赏。

中日版《牡丹亭》由《游园》《惊梦》《写真》《离
魂》四折组成，情节自杜丽娘游园始至相思而死
终。坂东玉三郎饰演的杜丽娘可谓是浑然天成，
让观众既感受到异质艺术基因杂交而带来的惊
异和新奇的审美效应，又体味到同源的东方文化
水乳交融的亲切属性。坂东玉三郎穿上杜丽娘
的戏装，哪怕不说一句话，舞台上袅然一步，观众
就会为其一颦一态叫好。

我跟坂东玉三郎合作有一年左右时间，在他
身上学到“以情带形”的表演真谛，还有对艺术精
益求精的精神。在演《离魂》那个片段时，我饰演
的春香是背对观众入场的。剧中的杜丽娘那时
候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我还在幕布之
后，整个人的情绪就已经进入情境，眼里很自然
地满含悲伤的眼泪。当我转身面对观众念道“自
小姐伤春，病到中秋，服药无效，问卜不灵”时，我

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让悲伤的情绪往内收。那
天的演出效果好得出奇。结束后，坂东玉三郎通
过翻译告诉我，他将来会把这个表情处理作为经
典案例用来教育学生。他说在我背对观众、回首
关切地望向小姐、退步出场的时候，他一直盯着
我看，当他看到我满噙泪水的眼睛，他知道我是
真正入戏的。他夸赞我演得真好，一半是内心释
放得好，一半是外形控制得好。

把创新融入传统戏曲

昆剧讲究师承。我师从柳继雁、张继青、张
静娴、华文漪、胡锦芳、王芳等著名昆曲表演艺术
家，到现在我还在跟张静娴老师学戏。

我是出了名的“戏篓子”。我学的不一定是
被各地剧院引进得最多的戏，而是我觉得需要传
承下去的，比如这些年我跟上海昆剧院的张静娴
老师学习了比较冷门的《占花魁》《琵琶记》《贩马
记》等，另外为了给自己补充戏目，我还跟张老师
学了《玉簪记》《长生殿》等。张老师给我开的第
一课是《刺虎》，她说我太柔了，需要提高爆发力，
任何一个角色都需要做到刚柔相济。一节课下
来，我面前那道原本关闭的门隐隐地打开一条
缝，让我看见了门外射进来的一道光。

除了传承，更重要的是创新。创新分两种，
一种创新出现在排练的时候，相当于“蓄谋已久”
的创新；另一种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演员在充
分入戏的情况下，准确把握演出的节奏和演唱的
气口，张弛有度地展示台本上未曾设置的表演，
这可归入演出过程中的机智性创造，一旦现场效
果好，就可运用于再次演出中。

比如在《琵琶记·蔡伯喈》中我饰演牛小姐，
有一句台词是“那小妇人丈夫一去三年，敢还活
着么”，唱到“敢还活着么”这几个字，我见饰演蔡
伯喈的演员有些沉郁，闷在舞台上，便用手掌在
作为道具摆在几案上的一叠卷书上一字一顿拍
了三下，对方立即把这情绪接了过去，很流畅地
进行接下来的表演。这一个很小的动作，是从古
至今的舞台演出中没有的，我这一个小小的创
新，使我自己内心释放出来的情绪同时感染了观
众。后来我再次演出的时候，就加了这个动作，
观众反应效果很好。

这些年我主演了《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玉
簪记》中的陈妙常、《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琵琶
记》中的牛小姐、《占花魁》中的莘瑶琴、《贩马记》
中的李桂枝，等等，每一部大戏里，都会有我的创
新创造。

在艺术上太中规中矩，就如同学习“二王”书
法，完全照搬，没有自我，学得再好再像，顶多是
个抄书匠；如果完全不尊章法、率性妄为，那就是
胡作非为，糟蹋艺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
创新中追求跨越，我们的昆剧才会常演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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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璎媛：用情演绎昆曲，用新传承艺术
我与舞台漫谈·

主编 钟玲 见习编辑 熊维西 美编 李瑞琪 责校 杨晓彤 2023年9月21日 星期四CHINA WOMEN’S NEWS 7口述 文化周刊

程十卉：系列纪

录片《现代相亲故

事》制片人。现任

CNEX 内容总监及

合伙人。其监制、制

片的纪录片作品包

括《末代皇帝溥仪》

《临刑会见》。其综

艺作品有：央视一套

《信中国》、北京卫视

《音乐大师课》、优酷

人文纪实综艺《念念

青春》等。

·人物简介·

6集纪录片《现代相亲故事》正在网络平台热播，该片跟随来自北京、四川成都、山东临沂三座城市的三位红娘，观察并记录了奔赴在相亲

道路上的各色人物，讲述现实版的相亲故事，探索相亲背后承载的社会成因和社会情绪。此次，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对纪录片的主创

人员进行了采访。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拍摄的过程，就像一场旅行

婚恋题材在国内的内容市场里已经被切割得
非常细，包括电影、综艺、纪录片。但我们发现其
中纪录片涉足相亲这个领域的不太多，有红娘介
入的更是几乎没有。所以我们想拍摄一部纪录
片，通过红娘这个职业，与拍摄对象一起去探索对
亲密关系的理解，让他们在过程中能够学会关照
和反思。

《现代相亲故事》的整个拍摄过程就像一段
旅行。

初期创作时，我们就明确了要拍的是社会观
察而非职业观察，我们要在相亲的场域之下去研
究问题。于是我们定下了筛选红娘的标准：第一，
要有三年以上从业经历的专职红娘；第二，对红娘
这个职业有信念感，并且是个有趣的人；第三，去
各地找口碑好的婚介所。

我们在山东临沂找的婚介所，主要服务的对
象是国企、工会、妇联，他们很清楚当地的市场，临
沂作为一个工贸城市，有1000万人口，市场需求
非常大。而四川成都的婚介所是以本地人解决本
地事的方式运营，非常有当地的特色和风格。在
北京寻找的这家婚介所，客户大多毕业于985和
211院校或国外名校，他们要求非常高，头脑也很
清晰。总之，我们所找寻的红娘，是对亲密关系、
对婚姻是要有深刻的理解的。比如北京的红娘海
燕，她有心理学背景，在做红娘之外，也做家庭亲
子关系和情感关系的调解，有着大量的调解经
验。所以我们在寻找北京的红娘时，希望她能够
有相关的经验或者背景作为支撑，这对高知人群
非常重要。

红娘在纪录片中输出了很多关于婚恋问题
的价值观和攻略，是我们非常认同的。除此之
外，在拍摄中我们真真正正感觉到，谈恋爱是要
有“僚机”的，当有人帮忙撮合的时候，两个人走
到一起的概率会大大提高。事实证明，在拍摄
纪录片的四个月中，我们选择的拍摄对象有的
真的进入了恋爱关系中，可惜在四个月之后，有
的人因为种种问题并没有走下去。但无论是拍
摄组还是红娘，其实都是他们恋爱的“僚机”。

我们选择的拍摄对象大多是“85 后”“90
后”，这一代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婚恋观、与
异性相处的方式很容易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们在《现代相亲故事》中最终呈现了8位主人
公的故事，但其实我们接触的人更多，最后发现

他们有共同的这三类特质。第一类是没有情感
经历的。第二类是走不出情伤的。第三类是情
感表达有问题的。

北京的拍摄对象黄炎属于第一类。通过对黄
炎的家访，我们发现她父亲从她16岁开始，就传
达给她“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我们认为这是她
直到37岁都没有过一次正式恋爱的原因。因为
在原生家庭的教养过程中，她的父亲没有教会她
和男性相处的经验。但这并不是创伤式的影响，
只能说是在中国家庭里缺失掉的某种教育。来自
成都的“裤姐”则属于第二类。“裤姐”说她不想要
男人有攻击性、有目的性地来接近她，希望接触的
男性相对清心寡欲。她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经常
争吵，以至于她受了不好的影响，令自己的三段感
情经历都不是非常好，可以发现，其实是她没有从
原生家庭的阴影里走出来。同样来自成都的张
东，他曾经是留守儿童，准确来说叫空巢儿童，因
为留守儿童还有爷爷奶奶，他连爷爷奶奶都没有，
自己在村子里长大。他的童年经历，让他很难去
在现实中与人相亲。山东的拍摄对象邢梓良属于
第三类。第五集里邢梓良约会的那个男生喜欢上
了她，喜欢她的简单、她的笑容。但是这个男生在
约会过几次之后，都没有什么突破。因为邢梓良
一直在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于是红娘做起了“僚机”，拉着她的手，问她有什么
感觉？她说：“热，好热。”红娘就引导她这样表达：

“你牵着我的手，感觉很暖。”邢梓良性格很好，但
是在家庭中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教育，情感表达是
有问题的。她在和异性接触的过程中，并不知道
说什么话才能让对方舒服、开心。

最后这8个人中有2对相亲成功；没有谈过
恋爱的通过纪录片的拍摄有了“恋爱初体验”；北
京的主人公黄炎在回溯了自己过去几年的经历时
发现了一个很珍贵的瞬间；成都的主人公张东选
择退出相亲，因为他认为在生活中才更可能遇到
一个能够欣赏他的人……我们不觉得相亲的成与
败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果。每个人被摄影机记录下
来的成长变化才是最有意义的。

现在社会上对婚姻失望的言论太多了，我觉
得《现代相亲故事》的精神内核是还原，让观众相
信亲密关系给人带来的价值，为观众提供支持，陪
伴大家思考。我们创作的立场和态度决定了我们
选择什么样的红娘和拍摄对象，讲述什么样的故
事。现在，这个社会在亲密关系上能够引导大家
思考的有效的、有益的建设性材料太少了，我们希
望通过《现代相亲故事》去完成其中的一小部分。

徐玮超：系列纪录片《现代相亲故事》总导

演。独立纪录片导演，生于宁夏，长于北京，毕

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纪录片电影制作MFA。代

表作有《告别十二岁》《流浪归途》等。

三座城市，三位红娘，三种婚恋观

拍摄《现代相亲故事》时，我们是从中国
前十大相亲市场中挑选出相对有代表性的三
座城市进行拍摄——首都北京、山东临沂、四
川成都。

在北京生活的人充满了现实的压力；山
东人的婚恋观比较传统，整体氛围是“你要抓
紧结婚”；成都是中国宜居的城市之一，年轻
人幸福感高，对婚姻的态度有点无所谓，也许
他们有一天会走进婚姻，但是你不会感觉到
那种必须结婚的信念。

就像山东临沂的邢梓良，她是一个从事艺
术教育的老师，是一个创业者，她的家庭氛围
非常有趣、和谐、包容，但家里人仍然认为男大
当婚女大当嫁在这个年龄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无论是哪个城市的人，有着什么
样的婚恋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到
底是想进入婚姻，还是想找爱情的感觉？

起初他们都不熟悉红娘，也没接触过红
娘，大多是通过朋友撮合或家里人介绍对
象。在写诉求的时候，我们能明显感觉到他
们认不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另一半。这时

候，红娘就会引导他们抓大放小，然后确定
什么是重要的。第一印象往往不能判断一
个人是否能和自己走进一段长期稳定的关
系里，因为这需要时间，进入一段关系去试，
再看看是不是能够从这儿开始再进入一段
婚姻关系。红娘让他们更加懂得，这世界上
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我们是不完美的，我们
的爱人也是不完美的。

红娘的角色至关重要，不仅帮助我们的
拍摄对象去梳理、去思考，在我们的创作团
队中也像一个“抓手”的角色。一般纪录片
是要花很长时间来观察拍摄，但这次我们的
拍摄周期很短，我们三地的导演分别和三位
红娘组成了新的团队，服务于拍摄对象。我
们想通过这次相亲的旅行让他们认识自己，
然后借由观众通过他们认识自己的过程、去
接触异性的过程，来帮助观众自己打开对两
性关系的理解。

红娘和我们其实是在合作，去推动这样
一个过程，使《现代相亲故事》呈现出更深入
的讨论。我们觉得这部纪录片应该好看、有
人看，但这个可能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
们作为公民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拍摄这部纪
录片是我们表现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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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艺术漫谈·

■ 口述：徐玮超 纪录片《现代相亲故事》总导演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 口述：程十卉 纪录片《现代相亲故事》制片人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