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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王中女《国子监风波》主演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说来很幸运，去年我在杭州大剧院演出
个人专场《遇皇后·打龙袍》时，刚巧光束戏
剧看到了我的海报并被其中我所饰演的李
后的形象所吸引。于是他们邀请我参演话

剧《国子监风波》，说我比较贴近他们想要寻
找的人物类型——沉稳、端庄，带有历史的
厚重感。只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需要
我一人分饰两个角色：朱元璋和马皇后。

这两个人物都是观众所熟悉的历史人
物。朱元璋以严法治国，是一个威严、霸道
且强硬的帝王形象。而马皇后则是仁厚之
人，有着大爱和智慧，又不乏柔情。他们不
仅是性别不同，更重要的是性格特质存在巨
大差异。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深知，无论在哪个舞
台上，首先都要抓住作品的核心，深刻剖析自
己所饰演的角色特点，多方面刻画，然后将其
精确地传递给观众。我试着在话剧舞台上融
入一些戏曲元素。比如，对于朱元璋，我会从
形态上借鉴京剧舞台上的人物形象，通过坐
姿、神态、动作展现帝王之气，同时在台词中
加入戏曲念白的韵律感，增强人物的表现
力。对于马皇后，我则着重从语气和神态上
展现她的温柔慈爱，加入一些戏曲中旦角的
姿态，使人物更加立体鲜活。

经过这些天的排练，我逐渐感受到京剧
与话剧表演的不同之处。京剧的表演“唱念
做打”是程式化的表演形式，其中西皮、二黄
等板式有其基本规范，演员需要在可控范围
内演绎和塑造人物形象。这些传统技艺是
逐步流传下来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创
新，不能打破。而在话剧的舞台上，演员有
更大的创作空间，可以大胆地发挥想象。

在话剧舞台上，我是个“票友”，其他几位
演员都是科班出身，他们可以快速地融入角
色，而他们良好的状态能够直接感染到我。

在对词过程中，对手非常重要，能够激发彼此
的表现力，让整个表演更加鲜活。

《国子监风波》更像是我们共创的作品。
在排练过程中，大家一直在不断探索，每个人
都立足自己的角色深入挖掘，并和导演、编
剧、制作人一起探讨表演中的不足之处。导
演也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尽可能吸收大家
的建议。我认为一个优秀作品的诞生必然会
经历不断推翻和打磨的过程。我非常喜欢这
样的跨界合作，在这个剧组中我学到了很多
之前从未接触过的东西。

尝试这一次与众不同的跨界以后，未来
我仍会继续坚守自己的专业，跟随师父赵葆
秀老师深造老旦行当的表演，在京剧的舞台
上持续发光发热，继承老一辈艺术家留下的
艺术瑰宝。实际上，京剧除了大家耳熟能详
的传统戏如《贵妃醉酒》《霸王别姬》，还有很
多新编戏，比如四年前我参演的京剧《大宅
门》，就是以郭宝昌导演的电视剧为蓝本移植
到京剧舞台上的，在戏中我饰演二奶奶。京
剧《大宅门》保留了原作的剧情，由北京京剧
院李卓群老师导演、著名戏曲音乐家朱绍玉
老师谱曲，依然采用西皮、二黄的曲调。由于

《大宅门》的故事家喻户晓，所以尽管京剧的
表现形式新颖，但也很容易被观众接受。这
让我深刻认识到，京剧传承需要不断创新，在
保留传统韵味基础上融入新的元素和创意，
以适应时代发展与观众需求。

正因如此，我非常愿意汲取多元的艺术
形式。《国子监风波》是我迈出的第一步，未来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无论是话剧、音乐剧或是
其他艺术形式，我都将全力以赴。

■ 口述：李薇 当代艺术家
■ 记录：田梦迪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9月24日，“李薇·‘玉’见巴黎——北
京时装周×玉树文化国际巡回秀”在
SS2025巴黎时装周期间闪耀亮相，在浪漫
的世界时尚之都展开了一场玉树文化之
旅。秀场中所展示的系列服装从三江源的
壮丽山川、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以及独特的
民族文化中汲取灵感，采用玉树岩画典型
图案、玉树牦牛绒创新材料等，结合了植物
染、苏绣等非遗工艺，将传统与现代、自然
与人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李薇对三
江源文化及非遗手工艺到现代时装设计的
转换落地。

她如何与服装设计结缘？如何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审美融合？又如何让我国的传
统服饰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惊艳亮相？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李薇，以下是她
的讲述——

与服装艺术邂逅，拨动我心中
梦想的弦

我从小热爱美术，曾连续备考 3 年，
终于如愿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成为服装专业第一届本
科生。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时尚之路尚
在起步阶段。1985年，法国著名设计师伊
夫·圣·洛朗到中国美术馆举办“伊夫·圣·
洛朗时装回顾展”。当时我读大三，有幸
和几位同学一起参与布展，那次经历拨动
了我内心深处关于服装艺术的弦，我幻想
着自己何时能到法国办一场个人作品展，
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服装设计之中，让东
方美学走向世界。

从大学开始，我便一直致力于对中国
文化及其代表性元素的挖掘和表达。在
国外调研期间，我关注到国外的院士们出
席会议时有特定服装。比如：法兰西学院
的院士们在学院宫殿穹顶下举行隆重会
议时，要穿著名的绣金绿色橄榄枝叶的

“绿色院服”和无袖长袍，头戴两角帽。穿
着院士服的场合通常涵盖重要的学术会
议、正式的学术典礼等，通过设计独特的
院士服，向世界展示了本国在科技和学术
领域的强大实力和新形象。

在梳理我国院士着装的概况后，我花
费两年时间为清华大学的院士们打造了
两套院士服。院士服的设计保留了中山
装的立领形制和挺阔造型，结合了西服的
开领设计和立体裁剪工艺，还在领口、袖
口处用纯手工苏绣绣上清华校花——紫
荆花的图形纹样，既凸显中式格调，又符
合国际惯例。

让传统文化之美闪耀于日常生活中

4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将中国传统文
化与国际时尚相融合，以现代创新的设计
语言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力求设计出

“最中国”的礼服。追梦的旅程中，让我难
忘的经历有很多，其中一次是在两年前，我
应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邀请，在博物馆选取
宋代蓝地对鹿纹锦、鸾鹊缠枝叶纹纱罗裙
两件宋代文物，通过传统织、染、绣工艺复
制文物，将中国传统非遗面料锦、罗、绡进
行创新设计转换，把传统服饰的精华融入
现代审美，用现代理念和方法设计出传统
韵味和时代风貌兼备的“宋韵”主题礼服，
使得文物“活化”，也让封印在文物中古老
的东方美学得以在新时代展示。

设计制作的过程并不容易，因为坚持
全流程手工制作，在短短 3 个月时间，我
拜访了多名国家级非遗手工艺传承人。
回顾那段经历，我和植物染传承人黄荣华
翻山越岭，取“天地精华”自然染线；在苏
州太湖小院里，我和江苏省丝绸织造技艺
大师李德喜抢救复原并再现宋代手工织
造；我拜访苏绣传承人梁雪芳，商讨在有
孔的纱罗上刺绣，在形态、疏密、虚实上展
现丰富的节奏变化……

这个过程和到大自然采风一样充满挑
战和冒险，也能收获意外的惊喜。2023年3
月，我们共同设计制作的5套“宋韵”数字时
装作品在宋韵文化创新艺术作品邀请展上
和观众见面，并完成作品的动态走秀。这
个系列作品已作为中国丝绸博物馆第一批
馆藏数字藏品被永久收藏。

数字化礼服打破了时空的局限，让更
多观众看到传统纹样与数字科技的完美融
合。礼服设计、制作的过程也通过央视纪

录片《匠人·匠心》走进大众的视野，其背后
的染、织、绣等各环节的非遗文化也因此被
更多人熟知、喜爱、传承，相信更多非遗元
素会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

让服饰成为文化出海的载体和符号

在1995年至2005年这十年间，我曾先
后4次受邀在法国举办个展。法国媒体给
予我的肯定是：“李薇的思考和感受或许能
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个途径，使中国时装最
终成为世界服装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2013年6月，在意大利比耶拉城市艺术
中心举行的《视·听——李薇艺术作品展》
上，媒体对展览表示赞许：“其作品立足于
国际，把东方传统美与艺术、纤维相结合。”

在世界各地举办个展，我实现了当年
的梦想，也看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对
中国传统服饰的赞叹，无论是非遗面料还
是特色纹样，都能收获一众粉丝，而服饰正
在成为中国特色文化出海的一张名片。

今年7月，我到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采风，三江源的壮丽山川、动植物资源和独
特的民族文化给了我丰富的灵感。回京
后，我便一头扎进工作室忙碌起来，画图、
买布、染色、制作小样……一步步将三江源
的文化元素，色彩、图案形态、牦牛绒和岩
画等从玉树获得的灵感元素用于礼服设
计，为9月的两场大秀做准备。

9月24日，我带着30套“最中国”的礼
服亮相巴黎时装周。“黄河奔腾”“长江滋
养”“澜沧江博大”“夜与昼融合”四个系列
以我国自然景观为灵感，通过传统天然彩
色植物染技艺，牦牛绒与羊毛毡、真丝网
纱、绡等材料创新融合，表现了生命流动中
的变幻莫测的节奏与动感。

三江源起，生命悸动，文明流淌。这场
秀以服饰为载体，进一步传播了中国传统
文化，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魅力远
航。此次青海玉树搭载北京时装周平台联
合出海发布，在
中法建交 60 周
年之际，通过法
国巴黎专业舞台
向世界推介展示
玉树文化和中国
时尚。这
不仅是一
次关于文
化传承与
美 的 探
索，也是
中西文化
的交融与
交流。

话剧话剧《《国子监风波国子监风波》》主创创作谈主创创作谈：：

■ 口述：朱学佳《国子监风波》编剧
■ 记录：熊维西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参观国子监
时，看到一通汉白玉石碑上记述着明太
祖朱元璋的圣谕：“恁学生每听着：先前
那宋讷做祭酒呵，学规好生严肃，秀才每
遵规蹈矩，都肯向学，所以教出来的个个
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其大致意思
是，以前宋讷担任国子监祭酒时，学规十
分严格，教出的学生很优秀；而后来的祭
酒不严格执行学规，致使学风衰落。朱
元璋要求今后师生严格执行学规，违反
学规、诽谤师长、贴大字报的人会受到严
厉惩罚，包括流放、处死等。这通碑文用
通俗白话写成，而上面提到的被朱元璋
盛赞且刻在碑文上得以流传的国子监祭
酒宋讷究竟是何人？这不禁让我对这段
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

查遍《明史》，关于宋讷有这样一段描
述：“助教金文徵等疾讷，构之吏部尚书余
熂，牒令致仕。讷陛辞，帝惊问，大怒，诛
熂、文徵等，留讷如故。”即明朝国子监助
教金文徵等嫉妒宋讷，勾结吏部尚书余熂
逼宋讷辞官。宋讷向朱元璋辞行，皇帝问
明原因后非常愤怒，诛杀余熂和金文徵等
人，留用了宋讷。可惜史书惜墨如金，让
人不禁心生疑惑：为何一个九品官员要找
到一个二品吏部尚书合谋构陷国家最高
学府的最高长官？这到底是出于私交关
系还是党派之争？这中间又经历了什
么？带着这些疑问，我开始了创作。

戏剧的创作虽然可以加入很多虚构

情节，但我仍然希望《国子监风波》在历史
的角度上能够经得起推敲。于是我参考
了史料中关于国子监学规、制度等方面的
资料，试图让藏于纸堆中的名字鲜活起来
的同时，也让观众更加了解朱元璋的教育
态度和明朝的教育理念，以史为鉴。

最终，我将场景锁定在国子监这一环
境中，剧情围绕朱元璋、宋讷、金文徵和余
熂四个人物展开。当我在完成剧本后，发
现主人公都是男性。出于审美角度考虑，
觉得如果舞台上能出现一位女性角色或
许会更精彩。因此，我想到了马皇后。剧
本中，马皇后会在朱元璋的梦境中登场。
历史上，马皇后去世后朱元璋变得孤独、
多疑且独断专行。人性是复杂的，对于帝
王更是如此，他身上既有着君王的杀伐决
断，也有着马皇后宽厚仁慈的影子。由
此，我和主创团队突发奇想，让“马皇后”
来反串朱元璋，让权力掌握在女性手中，
这未尝不是一种有趣的尝试。

这种尝试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从主
创人员到最初的观众，都没有感受到反
串带来的违和感。朱元璋的饰演者王中

女老师本身是戏曲演员，有着深厚的舞
台功底，能够将朱元璋的特征淋漓尽致地
表现出来。而反串在我国传统戏曲中极
为常见，中国向来有这样的文化基底。除
此之外，在当今社会，女性在各个领域都
充分展现出了智慧和力量。一个拥有权
力的女性形象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反观戏剧舞台上的女版朱元璋，会发现这
不仅是一次艺术创新，也是对女性力量的
另一种诠释。性别，在文本内外都不应成
为限制。

《国子监风波》是我的第一部原创作
品，在此之前都是改编剧。虽然我是学习
法学专业出身，但一直对戏剧有着浓厚的
兴趣，是个资深戏剧爱好者。只是，看剧
和创作完全是两回事。尤其是这一次为
了使台词言简意赅、带有节奏韵律美并符
合历史情境，我采用古白话撰写台词。但
这样的台词是否会阻碍观众的理解，也是
一个不小的问题。经过反复考量，我们将
一些含有重要信息的台词变成了白话，主
要集中在国子监祭酒宋讷与学录金文徵
的辩论场景中。这样的改动既兼顾了通
俗性，又能使人物对白听起来富有节奏
感，不会显得过于平淡。

《国子监风波》在今年获得2024棱镜
MINI 戏剧节“青年力量”奖是对我创作
的一次肯定和鼓励，但对于公演我心中
还是怀有忐忑。在最近的排练中，导演
吴鹏飞、四位演员会和我进行交流，从观
众体验出发，对剧本进行合理的修改，对
台词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删减，使得剧中
几位人物逐渐丰满起来。大家平等交
流，取长补短。有趣的是，因为王中女老
师不同于其他演员，她是京剧演员出身，
其他演员会很好奇地向她请教京剧是如
何排练的，京剧演出时麦克风戴在什么
地方，什么是加韵的念白等等。整个排
练过程非常愉快，也让我收获满满。不
久后，这一版《国子监风波》即将公演，相
信会为观众呈现一部精彩的“明朝职场
风云录”。

人物简介：

王中女，北京京剧院一团青年
老旦演员，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首
都京剧艺术家协会会员。代表剧目
《赤桑镇》《钓金龟》《遇皇后·打龙
袍》《李逵探母》《杨门女将》，新编现
代京剧《大宅门》等。

李薇，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染织服装系长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艺术
家、服装设计师。任中华
服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理事、
中国电影美术学会服装造
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近
年来，多次在英国、法国、
美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
区举办个人作品展，并发
布植物染、高级定制、非遗
主题个人服装秀20余次。

一部与众不同的一部与众不同的
““明朝职场风云录明朝职场风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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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白

1010月月1717日下午日下午，，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进《《国子监风波国子监风波》》的排的排
练场内练场内，，只见三位男演员站立两旁只见三位男演员站立两旁，，一位气场十足的女演员坐在中间一位气场十足的女演员坐在中间
位置位置，，她正蹙起眉头道她正蹙起眉头道：：““何以让金文徵滋扰国子监呐何以让金文徵滋扰国子监呐！！””她声音浑她声音浑
厚厚、、神色威严神色威严，，颇有颇有““帝王之风帝王之风””。。不一会儿不一会儿，，她起身走向导演询问刚她起身走向导演询问刚
才这句的语气是否恰当才这句的语气是否恰当，，并试着又换了几种语气并试着又换了几种语气，，让众人帮忙斟酌让众人帮忙斟酌，，
和她在台上笃定且强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和她在台上笃定且强势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她是话剧她是话剧《《国子监国子监
风波风波》》的男一号兼女一号王中女的男一号兼女一号王中女。。在即将于月末开启的这一轮公演在即将于月末开启的这一轮公演
中中，，她既是剧中男主人公朱元璋的扮演者她既是剧中男主人公朱元璋的扮演者，，也是女主人公马皇后的扮也是女主人公马皇后的扮
演者演者。。王中女是京剧舞台上的老旦演员王中女是京剧舞台上的老旦演员，，1313岁登台岁登台，，有着多年的演出有着多年的演出
经验经验，，这一次她挑战的是话剧舞台这一次她挑战的是话剧舞台，，一人分饰两角一人分饰两角，，包括戏份最重的包括戏份最重的
反串角色反串角色。。

那一天那一天，，排练场台下的人不多排练场台下的人不多，，除了导演和制作人除了导演和制作人，，还有一位清还有一位清
秀的女孩秀的女孩，，细心观看着排练细心观看着排练，，不常发言不常发言，，时不时在电脑前敲击键盘做时不时在电脑前敲击键盘做

着笔记着笔记。。后来才知后来才知，，她是这部剧的编剧朱学佳她是这部剧的编剧朱学佳。。在排练中可以听到在排练中可以听到，，
《《国子监风波国子监风波》》的台词对白采用半文言形式的台词对白采用半文言形式，，既要符合历史背景和故既要符合历史背景和故
事情境事情境，，又要让观众能听懂又要让观众能听懂，，非常考验编剧的功力非常考验编剧的功力。《。《国子监风波国子监风波》》是是
朱学佳的第一部原创编剧作品朱学佳的第一部原创编剧作品，，她很乐意博采众议她很乐意博采众议。。从中国艺术研从中国艺术研
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这样的专家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这样的专家，，到普通观众到普通观众，，再到演出前排再到演出前排
练时导演和演员在操作中的实际反馈练时导演和演员在操作中的实际反馈，，朱学佳珍视每一条建议朱学佳珍视每一条建议，，并对并对
剧本加以优化剧本加以优化。。而她所坚守的是故事的筋骨而她所坚守的是故事的筋骨——从历史的只言片语从历史的只言片语
中中，，雕琢出一个明初鲜活的国子监以及其中发生的雕琢出一个明初鲜活的国子监以及其中发生的““职场故事职场故事””。。与与
此同时此同时，，带领观众走进一代帝王的内心世界带领观众走进一代帝王的内心世界，，体会他在权力与责任间体会他在权力与责任间
的挣扎与抉择……的挣扎与抉择……

排练间隙排练间隙，，话剧话剧《《国子监风波国子监风波》》的主演王中女和编剧朱学佳分别的主演王中女和编剧朱学佳分别
接受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接受了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采访，，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台前幕后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台前幕后
的点滴的点滴——

艺海回眸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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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王中女主演王中女：：““我我，，既是马皇后既是马皇后，，也是朱元璋也是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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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佳，青年编剧，毕业于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编剧
作品有《刺花的灯罩》《国子监风
波》《幽灵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