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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生出身的柯
軍，本身是

著名昆曲演員，
2005年接掌江蘇省
昆劇院院長，2012年離開到南京
發展，現在是江蘇省演藝集團總
經理。他對昆曲發展有自己一套
看法，認為傳承與創新雖有抵
觸，卻不應以此為限。昆曲熱把
昆曲帶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
「飄飄的、浮浮的、美美的、甜
甜的，更多是躁躁的」，開始有
點把持不住，甚至讓人忘記昆曲
背後的社會功能。

昆曲的兩個定位
昆曲是百戲之母，從元末明初
發展至今，已有六百年歷史。昆
曲本來是農耕產物，在江南誕
生，一直在蘇州、上海一帶流
傳，後來又轉化為文人文化，深
受文人雅士喜愛。當時不少達官
貴人喜愛蓄養家班，編寫劇本以
表達自身的想法及價值觀，後來
又衍生了不少職業家班，演出湯
顯祖、李漁等大師的劇目。因而
昆曲不僅是藝人的藝術，也是文
人的藝術。
在悠長的發展中，昆曲經歷繁
盛、低潮、再起、沒落等過程，
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千禧初期，全國從事昆曲演出的一度
只剩下八百人，而八百人當中又有一半是做行政、音樂、舞
台、美術的幕後人員，剩餘的四百人有的將近退休、有的一
直跑龍套，真正好的昆曲演員少之又少。直至2001年5月18
日，昆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
錄後，局面才有所改變。
而這在柯軍眼中，也有了定位上的變化。從遺產而言，昆
曲是不能創新、不能發展的，因為這會破壞其性質，流傳下
來的劇目、唱辭不能因為觀眾聽不懂而改成簡單的對白。
「遺產就是要用考古的方式來處理，傳承好、保護好。」然
而昆曲也是藝術，藝術講當下、講未來，帶有探索意味，與
遺產是背道而馳的兩個方向。「兼具兩個屬性的話，就不是
一個人兩條腿走路那麼簡單。」柯軍解釋，兩個屬性等於兩
個方向，一邊是考古、挖掘、傳承、保護，一邊是發展、創
新，但距離拉得愈大，說明昆曲的彈性愈大，「保護方面可
以做得很好，創新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受當代劇場啟發
以傳承與創新並重為出發點，他先與榮念曾合作排練實驗
昆曲《夜奔》，又鼓勵學生、年輕昆曲演員與不同的非遺劇
種交流、學習，他說：「我們的昆曲藝術家是不是只能關在
籠子裡供人欣賞，等人家說好棒，等人家捐錢，跟社會完全
脫節？他們應該回到社會，承擔他們的社會責任。」地球是
圓的，傳承與創新雖然目標不一，最後還是可以殊途同歸。
年輕演員先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會裡，演出《朱䴉的故

事》這齣結合昆曲與能劇
的劇目，當時演了6,619
場，觀眾超過四百萬人。
「兩個都是非遺，都採取
了非遺的手段去做，內容
則是講環保、低碳、生態
等，自此以後，我們與能
劇有更進一步的合作。」
這也促成了後來專為年輕
演員們設立的「朱䴉藝術
節」及《一桌兩椅》演
出。
在他推動交流、探討昆

曲未來期間，不斷有人跑
來問他「你們做創新的東
西，會不會走歪路？」
柯軍笑言，這些擔憂是
沒必要的。在創新時，演
員會發現原來在傳統方面
做得不夠好，反而會更加
認真地學習傳統本領。最
典型的例子便是他的學生
楊陽，「他一開始以為自
己很好，做下去才發現自
己的不足，要大家教他新
的東西，這樣的交流能為
傳統劇種帶來全新的亮
點。」
年輕演員最初怕突破和

創新會抵觸，但在不斷的
交流和合作下，慢慢從被動地
接受到現在主動地去創造，這
也是柯軍最為樂見的變化。
「跟國外的一些互動和交流，
為他們增添了內涵，原本他們
只視之為一種手段，現在他們
會懂得融會貫通。」

切忌取悅觀眾
看似全民火熱的昆曲，背後有很多隱憂，「昆曲不能只停

留在美的層面上，因為創作昆曲的作家不僅是舞台做得美，
而是背後有一套價值觀，像湯顯祖，你看《牡丹亭》，背後
包含很多人性的東西，《桃花扇》、《長生殿》也是，我們
要反思支撐昆曲的是什麼。」通過與能劇的多番合作，柯軍
看到了能劇的可貴之處，並反思能否把這些應用在昆曲裡。
「能劇有一種高雅、高貴、凝重的力量，他們（能劇演員）
不太取悅觀眾，他們其實在每個動作、每個呼吸、每個方
位、每次走動、每個節奏中，都有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我們
可能看不懂，但他們不在乎。」
反之，昆曲現在火得有點把持不住了，觀眾喜歡什麼，就

照他們喜歡的去做、去變，有時甚至會失去淡定、矇矓、文
雅及背後的社會元素。因此，他才會堅持做《夜奔》，並鼓
勵演員們去做《一桌兩椅》，兩者都是透過非常簡約的舞台
設置、簡單的台詞，呈現演員的創造力及演出的張力。「榮
念曾常說，台上演員表演少一點，觀眾的想像力就多一點；

鄭板橋也說，以少少許勝多多許，有時一筆就可以了。東方
藝術和西方藝術最大的差別就在此，東方藝術講究虛擬、抽
象，西方藝術是實在的。」
凡事都有原點，傳承與創新也是，柯軍以雲南滇池為例—

滇池水天然無雜質，可以拿去沖咖啡、泡茶，但大家不能把
咖啡放進滇池裡。這是原生態的水，而且水並不多，像昆曲
之前只剩「八百烈士」，劇目也不多，那麼剩下的水（昆
曲）就必須保護好，否則一直創新一直發展，昆曲最後也會
變質。
目前，柯軍的想法是「保護文化遺產盡量做到不折不扣，

發展昆曲傳統要做到毫無顧忌」。他強調，愈要創新，愈要
把傳統做好，這才有資本、有資格去創新，否則便成為歷史
的罪人。

舞台是我的全部
雖然身為管理者，但柯軍始終視自己為「藝術家」，每年

都堅持演戲。今年10月，他又到香港演出兩場《夜奔》，但
恰恰痛風發作，膝蓋疼得不行，「我每走一步都劇痛。」即
使要打針，他還是站上舞台，「我是感謝疼痛的，這是我第
一次在舞台上這麼痛地演出，有時候靠演是演不出痛的感
覺，但你在痛的時候演就知道原來是這樣，我特別高興是我
痛的時候正好演人物的痛。」
「舞台是我的全部。」他如此形容。「我現在要管一千多

個人，我很清楚我只是一千多個人的其中之一。首先我是一
個藝術家，我在管別人時我也在管自己，我要別人做的我也
要求自己要做到，我管的是藝術家，如果把自己當成是官
員，那就去做個官員，但我不是，只有當自己是藝術家的時
候，你才能體會到別人需要什麼，他們需要什麼樣的領導、
什麼樣的幫助，我可能會比別人更辛苦一點。」

在北美票房斐然的荷里活電影《火星任務》已於前
日在中國內地正式上映。在電影中，中國扮演了重要
角色—幫助一位因為意外事故而被團隊落在火星的美
國宇航員重返地球。如果類似的情況發生在現實世界
中，《火星任務》製片人Simon Kinberg認為，中國依
舊會伸出援手。
「我對此非常樂觀。《火星任務》原著中有一段話
說『人性本善。』這也是為什麼電影裡的中國、歐洲
能和美國通力合作，拯救一個困在上億公里之外的美
國宇航員。」Kinberg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中這樣表
示。
儘管嚴肅科幻電影通常主題灰暗深邃，但《火星任
務》卻以它所傳遞的樂觀主義精神和幽默感而獨樹一
幟，讓人眼前一亮。
來京宣傳電影的Kinberg說：「很多科幻電影態度尖
銳，甚至有點憤世嫉俗，這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對。但
《火星任務》原著和電影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的睿
智和樂觀的精神，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人性光

芒。」
《火星任務》並不是一部完全依靠電腦特效，在綠

幕前拍攝完成的電影。製作團隊打造了很真實的場
景，包括充滿細節的宇宙飛船等等。
事實上，電影中的火星場景都是在約旦的瓦迪拉姆

大沙漠拍攝的。瓦迪拉姆沙漠有着壯觀的紅色岩石沙
漠景觀。這一決定正是源自執導該片的傳奇導演列尼
史葛(Ridley Scott)的堅持。「史葛一直很看重真實
感。」Kinberg告訴記者，史葛認為在幕布前表演，然
後用電腦合成背景的做法不能讓觀眾有身臨其境的感
受。

不排除赴華拍《變種特攻》
除了《火星任務》外，Kinberg還是《變種特攻》系
列電影的製片人，其中就包括了計劃於明年上映的
《X-Men：Apocalypse》。談到未來的《變種特攻》
系列電影，Kinberg表示觀眾或許會看到更多的中國演
員。「在《變種特攻》的世界觀裡，本來就有很多中

國角色或者是華裔，隨着系列電影的推進，我們還會
看到更多的中國角色加入。」但是Kinberg表示這並不
是一個戰略性的決定，而是從講好故事本身和選擇最
適合表現故事的演員的角度出發。
事實上，這部系列電影已經出現了中國面孔。在

《變種特攻：未來同盟戰》中，中國演員范冰冰扮演

了變種人「閃爍」，並獲得很多關注。最近兩部《變
種特攻》均在加拿大的蒙特利爾市進行拍攝，而製片
人Kinberg表示未來並不排除到中國取景的可能性。他
說：「這當然很有可能，如果故事情節把故事帶到中
國，那將非常棒。」

■文：新華社

荷里活製片人Simon Kinberg
中美在《火星任務》中開展太空合作

港台年輕觀眾對昆曲的認知，大多來自白先勇近年製作的青春版《牡丹

亭》。此劇結合現代與傳統元素，由內地年輕演員俞玖林、沈豐英擔演，

深受歡迎，二百多場演出場場爆滿，引發一陣昆曲熱，也令人記住了蘇州

昆劇院的名字。

至於同樣位於江南地區的江蘇省昆劇院，近年在柯軍的推動下，也發展

出另一種風格。柯軍目前雖然掌管行政，但依樣活躍於舞台，自2004年與

榮念曾合作演出《夜奔》後，一直推動傳統戲劇創新工作，一方面親力親

為，帶着學生楊陽一同參演《夜奔》演出，另一方面又鼓勵昆劇院的年輕

演員向其他非遺劇種及當代戲劇取經，反思傳統與現代。

對他來說，舞台便是一切，他樂於在傳統舞台上實踐更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伍麗微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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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軍每年都堅持演戲柯軍每年都堅持演戲。。

■■對柯軍來說對柯軍來說，，舞台便是一切舞台便是一切。。

■柯軍是武生出身。

■■柯軍認為愈要創新柯軍認為愈要創新，，愈要把愈要把
傳統做好傳統做好。。

■■今年今年1010月月，，柯軍在香港演出柯軍在香港演出
兩場兩場《《夜奔夜奔》。》。

■■即使膝蓋疼得不行即使膝蓋疼得不行，，柯軍堅持柯軍堅持
捱疼演出捱疼演出。。

■■《《火星任務火星任務》》眾主創盛裝出席北京首映禮眾主創盛裝出席北京首映禮。。 新華社新華社

■Simon Kinberg(左)
出席在北京舉行的首
映禮。 中新社

■■《《火星任務火星任務》》
講救助落難的宇講救助落難的宇
航員航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