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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不久前，河南卫视的“水下洛神”惊

艳全场。其实啊，同时推出的另一个节目

《兰陵王入阵曲》，以一把琵琶讲述了唐

代乐师的悲欢离合，同样吸引了不懂民

乐也来追剧情的观众。这首琵琶曲，此前

已在 B 站收获近 1280 万次播放，当时的

演奏者身穿北齐时期形制的汉服，画面

还参考了北齐墓葬出土的陶俑和壁画。

在 B 站上搜索关键词“民乐”，播放

量最大的视频《权御天下》，是一首古筝

与鼓的和鸣。演奏者身穿汉服，画面中还

混剪了书法镜头，获得近 1290 万次播放

和近 3.5 万条评论。《权御天下》并不是一

首传统的古筝曲，最初是由电子歌姬洛

天依演唱的原创歌曲，还曾在讲述二次

元民乐的电影《闪光少女》中出现。

在民乐进入年轻人的视野之前，一个

在互联网上更活跃、更受欢迎的品种是古

风音乐。虽然被称为“古”风，事实上融合

了二次元、“同人”等新的文化内容，而这

似乎也是当下民乐出圈的“密码”之一。

民乐真的出圈了吗？年轻人在看民

乐的时候，目光究竟聚焦在哪里？

汉 服、动 漫、流 行 音 乐 ，
连猫咪都上场了

上海纽约大学的大三学生朱彦儒，

从幼儿园开始学二胡，上大学后还在学

校创办了一个民乐团。除了自己演，他也

喜欢看，“一个原因就是出于好玩，另一

个原因是作为我们乐团演奏的参考”。

早在高中做民乐社社长时，朱彦儒

就发现，因为演奏的曲目比较旧，一开始

基本没人关注。为了吸引同学来看，他带

着社团的小伙伴，将民乐与流行乐曲结合，

赚足眼球。后来在网上看民乐类视频时，他

也注意到，用民乐演奏一些比较新鲜的曲

目，比如用二胡演奏动漫主题曲，就能收获

较多点击量。

“用民乐演奏流行乐曲，来吸引年轻人

的关注，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朱彦儒说，

但 他 也 担 心 ，“ 大 家 被 吸 引 过 来 看 这 个 视

频，但最后喜欢的还是流行乐曲，而不是民

乐。民乐被喧宾夺主，尽管关注度上升了，

声音却依然微弱。”

在朱彦儒看来，像自得琴社那样，既是

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就比“拿来”流行乐曲

要更有意思，也更有意义。国风乐团自得琴

社将民乐演奏与古代装束结合，既演奏动

漫类的《哆啦 A 梦之歌》，也原创了《长安十

二时辰幻想曲》等曲目，演奏过程中还有猫

咪等萌物出没，视频在全网的播放量已经

过亿。

浑元是一个 00 后，爷爷在豫剧团拉板

胡，爸爸是民间的唢呐手，到了他这一辈，

从 科 班 毕 业 后 ，成 为 一 名 专 职 的 唢 呐 UP
主，拥有粉丝 150 万。浑元坦言，作为一名

职业 UP 主，流量是必然要考虑的，在动漫

二次元是主流文化的 B 站，以此为结合点

的唢呐演奏，自然成为他的重点。

唢呐，在互联网上有着“不仅接地气、

还接地府”的“人设”，与网络流行文化莫名

契合。浑元上传的视频，以用唢呐演绎动漫

乐 曲 为 主 ，代 表 作《恋 爱 循 环》获 得 了 近

800 万点击量。粉丝评价：“想用这个做闹

钟铃声，醒了就迎接美好的一天，醒不来就

当送自己一程。”

“民乐，甚至民乐中被人了解比较多的

唢呐，依然属于小众。如果只在小圈子里发展，

转来转去还是脱离不了这个圈。所以我想，能

不能先出圈，然后再谈发展。也许我的视频比

较搞笑，但终于有年轻人看了。”浑元说。

文化自信需要内容支撑，
民乐正在成为一个“圈”

90 后 的 肖 萌 萌 是 北 京 一 家 医 院 的 医

生，专业和音乐完全不搭界，喜欢在网上看

民乐类视频，“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莫名的

喜爱”。无论是中央民族乐团等专业乐团的

民族交响乐，还是《赛马》《百鸟朝凤》等经

典民乐的演奏视频，亦或《孔子》《李白》等

民乐配乐的民族舞视频，他都喜欢。

“民乐不是阳春白雪，专业和非专业的

观众都可以欣赏。近来有不少民乐相关的

作品上热搜，被非专业观众围观，一方面是

年轻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认识了民乐，

进而喜欢上了民乐；另一方面，在文化自信

的大背景下，更多好作品被创作出来，也会

让大家逐渐对民乐感兴趣。”肖萌萌说，“我

相信这不是一股短暂的风潮，它会逐渐成

为大众日常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周 雨 思 是 问 答 社 区 知 乎 的 音 乐 类 答

主，从事音乐审美的普及工作。她身边的年

轻人，有“汉服圈”的、“二次元圈”的，还有

认准“国潮”品牌买买买的。周雨思觉得，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把在网上看民乐类视

频作为一种娱乐方式、生活内容，是一种文

化自信的外化体现——他们需要更多优质

内容来支持这种自信。

“年轻人永远是走在社会最新潮、最前

沿的一群人，他们也必然在文化自信这件

事上有更突出的表现。而民乐，正在成为一

个‘圈’。”周雨思说，“我们已经到了那个阶

段了。”

00 后 陈 依 妙 出 身 二 胡 世 家 ，爷 爷、父

亲都是著名二胡演奏家。她从还没记事起

就学二胡，当时身边的小朋友更多的在学

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2020 年年初，陈

依妙开始上传自己演奏的视频，“当时所有

演出都取消了，学校上的也是网课，我就想

能不能在网上做一些事”。

“纯民乐演奏，可能无法抓住当下年轻

人的审美，跨界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推广方

式。喜欢看我的视频的人，肯定是喜欢音乐

的，不一定是二胡，但一定喜欢音乐；然后，其

中肯定也会有喜欢二胡的吧！”陈依妙说。目

前播放量高达 360 多万的一个视频，是她将

路边听到的建筑工人劳动时的声音变成了

一首曲子。弹幕评价：“艺术源于生活。”

找 到 民 乐 在 这 个 时 代 的
“生存密码”

在陈依妙看来，不同时代的氛围决定

了一件乐器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密码”。“在

爷爷小时候，二胡的形象是悲悲切切的，这

也是旧时代人们的生活写照；现在，国潮正

兴，二胡完全可以演奏一些年轻有活力、符

合时代特征的音乐。我也在创作一些乐曲，

来改变对二胡的听觉体验，让大家知道二

胡有另一面。”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舞台。爷爷那

一代，交流艺术的方式是一出出的戏；爸爸

那个年代，就是一台台的晚会；到了我这一

代，在互联网上传播民乐视频，把自己的想

法通过网络传递出去，这种形式可能会伴

随着我们这一代人。”陈依妙说。

周雨思坦言，相比汉服、动漫，民乐要

获得年轻人的喜爱，难度更大，“汉服可以

穿 ，二 次 元 可 以 cosplay，都 是 有 抓 手 的 东

西；但是民乐呢，大部分人不能上手演奏，

有时候也不太懂”。

“有句话说得比较多了，民族的就是世

界的。其实在国外，民乐有一种‘谜之光环’。

我在留学的时候，给外国同学看民族化的音

乐，比如长调、呼麦，他们都很感兴趣。”周雨

思提到，由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发起创立的

丝绸之路乐团，成员来自丝绸之路沿线的 20
多个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音乐人吴彤。吴

彤不仅参与音乐创作和改编，还要进行笙、

唢呐等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这个乐团曾

获得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专辑”奖。

相比民乐的“墙外香”，目前国内最受

年轻人关注的 IP，可能还是 2019 年年尾，

在 B 站跨年晚会上一鸣惊人的方锦龙，据

说他是那场年轻人的狂欢中，“收获膝盖”

最多的人。

“民乐需要打造 IP，比如像方锦龙，就

已 经 成 为 一 个 IP，有 点 有 梗 ，收 获 大 量 粉

丝。”周雨思认为，在大众对民乐的认知还

比较局限的时候，首先要有“爱豆”来吸引

目光，才有机会普及。

尽管大部分人来看浑元的视频是为了

娱乐，但基数大了，总会有惊喜。“目前有那

么十几个人因为看了我的视频，动了学唢

呐的念头，回来问我初学应该买什么调的

唢呐，有什么注意事项⋯⋯”每次遇到这些

认真的粉丝，浑元都特别高兴，耐心地一一

讲解。

寻找民乐出圈的“密码”
□ 韩浩月

2001 年 ，我 开 始 给

媒 体 写 评 论 。那 段 日 子

心 情 每 天 都 是 激 越 的 ，

每 一 个 字 落 下 来 ，都 带

有 跳 跃 的 姿 态 ，每 一 分

情绪都显得真挚、真诚，

一 旦 发 现 掺 杂 了 点 杂

质，自己都觉得别扭。

“ 一 入 评 论 深 似

海 ”，到 现 在 ，我 写 评 论

已经有 20 年整了，当年

一 起 写 评 论 的 朋 友 ，绝

大 多 数 都 已 转 行 ，好 像

只 有 我 一 个 人 ，还 在 每

周 写 评 论 ，和 一 茬 儿 茬

更 年 轻 的 评 论 员 ，混 在

不同的版面和网站评论

频道中。

仔 细 想 来 ，也 并 没

有孤独的感觉——这或

是 评 论 写 作 的 魅 力 所

在，哪怕文字再理性、平

静，在写下它们的时候，

内 心 都 是 心 潮 起 伏、波

澜壮阔的，要挡住那些

风，按住那些浪，要在喧

闹之中，尽量让自己的

话语清晰明朗一些。

为什么要写评论这

么久？坦白说，我是享

受这种不断克制自己的过程，写评论如同

扎篱笆，把周围扎得严严实实，不要有形

式 上 的 杂 乱 无 章 和 逻 辑 上 的 自 相 矛 盾 。

“篱笆”要扎得赏心悦目，让路过者与围

观者挑不出刺，而在“篱笆”的内部，无

论作者心里怎样兵荒马乱，都要把那一个

个汉字如排兵布阵般一一安排好，让它们

整齐到达队列当中，找到各自准确的位置，

发挥自己的作用。

写评论对我来说，是一种“治疗”。一个

过于感性、敏感的人，是容易被其他体裁的

文字所控制、所伤害到的。但评论不一样，

评 论 要 求 你 无 论 是 喝 醉 了、失 眠 了、孤 独

了、绝望了⋯⋯都要在你拿起笔那一刻恢

复理性，用镇定、开放、包容的心态，审视放

在眼前的题目，逼迫自己做一个清醒的人，

尽量不要让笔下的每一个字变形走样。

一篇评论完成、发表，它便独自去了，

成了别人眼里的“景观”，而放它远去的写

作者，只有这个时候才可以短暂休息一下，

回到现实生活里，当一个俗人。

那么，写评论，就不俗气了吗？坦率地

说，我觉得，是的。无论外界如何看待评论

写作这个群体，不管一些电影、小说如何编

排评论家们的“不堪”形象，就我个人的感

受而言，写评论让我觉得快乐，这快乐来自

于表达欲的释放；写评论让我成长，这个成

长如同攀登天梯，虽然没有尽头，但每一天

都可以明确地知道自己又在梯子上爬行了

一步；写评论让我安静，这个文体的写作，

加快了一个人思想的循环与淘汰速度，可

以把杂质及时地排除出去，留下的虽不尽

然是清澈，但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评论写

作者，是无法忍受浑浊的。

你看，说了这么多，写评论为的都是自

己。是的，我觉得，评论写作在影响他人方

面，是不能作硬性规定与要求的，尤其是在

这么一个观点多元、众声嘈杂的时代，影响

他人，变成了一份特别艰难与奢侈的工作。

似乎不得不接受，在一个大家都自说自话

的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发声者变成了一

个孤独的“喇叭”。

每 年 高 考 时 节 到 来 的 时 候 ， 我 都 洗

干 净 手 ， 坐 在 书 桌 前 ， 耐 心 地 等 待 一 个

消 息 —— 当 媒 体 的 编 辑 第 一 时 间 获 得 高

考语文作文题目的时候，会第一时间传来。

接到信息之后，我会在几十分钟的时间里，

交出自己的同题作文，这样的“任务”，我已

经完成了十余年。陪伴高考生们写作文，一

次次地把我拉回年轻时代。仿佛这么做，也

有了独特的意义。想告诉年轻人，你们考试

的时候不孤单，有一群评论员，在考场外陪

伴着你，他们虽然已届中年，但在抬笔写作

文的时候，内心依然莽撞得像个年轻人，平

时听话的笔，似乎又有些管不住了。

我羡慕那个初学写评论的年代。给喜

欢的评论员写信，和一帮评论员好友喝酒，

谈天说地，捧着印有自己名字的报纸，再读

一遍⋯⋯我知道，像这样的年轻人，依然有

许多，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到评论写作的光

芒与魅力。

几年前的一天清晨，我在家附近的河

边散步，看见阳光从天空照射下来，路边生

锈的铁丝网，漂浮的黑色垃圾袋，还有狗尾

巴草的绒毛，都罩上了一层光芒，当时便想

到，万 物 都 是 有 光 的 ，当 光 芒 照 过 来 的 时

候，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便是这本书的书名

由来。希望每一位读到它的朋友，都能够变

成一个身上有光的人。

（《万物皆有光》自序，有删节）

变成一个身上有光的人

□ 沈杰群

刑侦剧的叙事焦点和最大看点，是
聪明人之间的高手过招。最近热播的刑
侦剧，如《刑侦日记》《谎言真探》，主角们
的特质依然是聪慧过人，但他们不只是
高智商，更没有轻而易举一眼看出真相
的逆天神力。而是，他们这些聪明人终于
不“悬浮”了，走下神坛后反而更能引起
观众的共情，并且作为正面主角，他们不
单薄，个性鲜活有魅力。

作为绝对的正义、智慧担当的主角，
他们既要成为剧中最具魅力的核心人
物，又要引发观众强烈的现实“代入感”，
还不能显得过于刻板无趣。

夏洛克、柯南式的“天选神探”，显然
不适用于现实题材刑侦剧。尤其在破案
这件事上，永远所向披靡、大开“金手指”
的主角不免让人厌倦；“一个神探＋一群

笨蛋警察”的人设，亦或是主角一登场“秒
破数年悬案”的情节，都显得太过“悬浮”。

如今的刑侦剧里，我们喜欢看的聪明
人，要有现实、务实的可信依据。

《刑侦日记》 和 《谎言真探》 里的
“聪明人”设定很独特。他们并非“凭空
有绝技”，每个人的“出厂配置”都依托
于刑侦领域真实具体的职业身份，比如测
谎师、笔迹专家。

《刑侦日记》中，杨碧芯饱受精神分裂
症困扰，差点毒害了儿子叶劲峰。叶劲峰惊
吓过度，解离出体弱但暖心的人格“朱玑”。
双重人格的叶劲峰被招揽加入特案组，与
众人一起恶斗种种心理偏差的高智慧罪
犯，侦破多宗惊悚悬案。

“朱玑”擅长通过一个人的笔迹来分析
其人格特质。如果一个人喜欢以简写作为
正式签名，代表他很重视隐私，善于保护自
己；如果一个人的签名，姓氏明显比名字更
大，且名字都不太能看出来是什么字，这种

类型的人做事会先从团体的角度思考，不
管对错，习惯跟着大部队走。

然而，单纯靠“朱玑”分析笔迹还远远
不够，剧中每一个谜题的解答，还需要法
医、人类学家、拆弹专家、犯罪心理学专家
等人共同发力。

在《谎言真探》中，女主角凌然在刑警支
队技术科的测谎中心工作，她利用测谎技术
与搭档们联手成功破了几个大案。测谎时凌
然总是表情高冷，目光犀利直射对方：“你只
需回答是或者不是。”然后根据测谎机器呈
现的结果来进行判断和推理。“嫌疑人知道
得越多，越想反抗，反而测得越准。”

无论是笔迹分析还是测谎，这些聪明
人的“工具”和技能，也只是高效推动破案
的一个环节，一份助力，而不是全部。甚至
可以说，和以往许多刑侦悬疑剧相比，现在
他们连拥有“主角光环”都谈不上，观众跟
随第一视角更多感知到的是一个优秀职场
人成长过程中需付出的心血，以及一个有

担当的普通人那份坚韧的心志：走到山穷
水尽一筹莫展时，还会选择咬牙坚持下去。

另外，聪明人的塑造，不是为了宣扬独
自创造奇迹的个人英雄主义。一己之力不
可能获得真相，你需要依靠同样坚持的队
友们相助，此外顶多奢望老天有眼，赐你一
份不差的运气。

此外，往昔一些刑侦作品有心无意之
间，习惯构建“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刻
板印象，仿佛天赋异禀之人都是冷冰冰的
解题机器，感情的存在如同致命软肋。然
而，当下的观众对于人文关怀的渴求是愈
加强烈的，含有同情、怜悯等因素的情感，
亦是我们期待刑侦剧主角们能显露的人性
暖色调。

在《刑侦日记》《谎言真探》等剧集里，
很多案子都触及社会“痛点”，如校园霸凌、
家庭暴力、未成年人保护⋯⋯《谎言真探》
第一起案件里，遭遇家庭暴力而报复丈夫
的可怜妻子，看似是因长期遭受家暴而选

择行凶，当凌然与陈虎等人深入侦查后，却
发现案件背后另有隐情。

故事中罪犯周若君为保护女儿而触犯
法律，认为“善意的谎言有时候可以拯救一
个人的一生”。为了保护好未成年人隐私，
最终法院采取不公开的审理形式，不少观
众被这个情节戳中泪点。

刑侦剧里聪明人不“悬浮”的另一个关
键点是，他们维护公平正义，是为了惩治犯
罪之人，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好那些无辜的
弱势群体。

刑侦剧的聪明人“落地”，或许也体现
了如今现实题材影视剧作品的创作趋势：
茫茫人海中那些走在前面，或勇敢站出来
担负责任的人，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神”。
他们只是一个普通人，非常自然地作出了
一种抉择。

刑侦剧里，聪明人终于不“悬浮”了

写评论如同扎篱笆，要
扎得赏心悦目，让路过者与
围观者挑不出刺。

《兰陵王入阵曲》在 B
站收获近1280万次播放，当
时的演奏者身穿北齐时期
形制的汉服，画面还参考了
北齐墓葬出土的陶俑和壁
画。年轻人在看民乐的时
候，目光究竟聚焦在哪里？

浑 元

新书封面上，一老一少
正在表演京剧的传统喜剧

《双背凳》，老者扮丑角，是郭
宝昌自己，少年则是他的孙
子，充满了游戏感。郭宝昌
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让
年轻人理解并爱上京剧。

专 访

郭宝昌

永远所向披靡、大开“金
手指”的主角不免让人厌倦，
如今的刑侦剧里，我们喜欢看
的聪明人，要有现实、务实的
可信依据。

文化观察

陈依妙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导演郭宝昌，人称“宝爷”，最广

为人知的作品是 《大宅门》 系列剧。郭

宝昌今年 81 岁了，“其实拍 《大宅门》

的时候已经是老年，我现在是从老年步

入了老年”。很多人看了 《大宅门》 觉

得好，但可能忽略了剧中渗透的大量京

剧艺术形式。

郭宝昌从 5 岁开始喜欢戏，是由衷

地 喜 欢 ，既 研 究 布 莱 希 特 ，又 研 究 斯 坦

尼，还研究梅兰芳，对于中国戏曲更是文

武昆乱不挡，不管台上的事儿还是后台

的“八卦”，他都了然于胸，“生旦净末丑，

老虎孩子狗，全在掌握”。

看了 70 多年戏的郭宝昌，最近出版

了一部新书《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

在哪儿》。新书封面上，一老一少正在表

演京剧的传统喜剧《双背凳》，老者扮丑

角，是郭宝昌自己，少年则是他的孙子，

充满了游戏感。他说，自己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年轻人理解并爱上京剧。

中青报·中青网：电视剧《大宅门》中
有很多京剧元素，后来你索性又导了一

部京剧《大宅门》？
郭宝昌：我儿子在外企工作，接触的

外国人很多。我排的话剧 《大宅门》，他

带外国朋友看过三遍，可我排的京剧 《大

宅门》，他一开始一眼都不看，太过分了！

做爸爸的不管排个什么，做儿子的总应该

看一看吧，可他就是不看。后来有一年，儿

子的德国朋友一家来北京，尝遍了北京美

食后，还提出要看京剧，他只能陪同。那天，

他们看了一折《大保国》，一出《泗州城》。他

看傻了，“哇——京剧这么好看”。

我在创作京剧《大宅门》的时候，不但

要把时代观念注入传统京剧，创作出观众

能够接受的、带有现代意识的传统京剧，更

重要的是把年轻人弄进剧场，不看怎么知

道 不 好 看 。当 然 ，如 果 他 们 觉 得 上 当 受 骗

了，也可以在网上骂一骂。

中青报·中青网：你为什么把京剧称之
为“游戏”？

郭宝昌：什么是游戏？李白的“郎骑竹

马来，绕床弄青梅”，这个“竹马”就是儿童

游戏，最终演变成了台上的马鞭。我小时候

看完戏回来，经常和一些小朋友，用浆糊把

老玉米须子粘嘴唇上当胡子，用毛笔在额

头 上 画 几 道 当 花 脸 ，拿 根 捅 火 炉 的“ 铁 筷

子”当马鞭，游戏啊！

京剧表演艺术，好像是特别适合孩子

的游戏，但又不是特别属于孩子们的。我就

想从游戏出发，探索我们京剧在 200 多年

的形成过程中，一代一代的老艺人们，怎么

在舞台上，把游戏做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

高级。

我说京剧是游戏，有人说不是。有很多

美国朋友跟我讨论，说“游戏”翻译不成英

语，因为中国人说游戏不仅是玩儿，而是游

戏人生和人生游戏。所谓的戏曲程式化，不

就是游戏吗？真正把玩儿做到那么高的艺

术境界，游戏就有了审美与精神世界的第

二属性，就带有了哲学意味。

中青报·中青网：在其他艺术表演中也
有程式化的东西，京剧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郭宝昌：京剧舞台上那些大师们的“游

戏心态”，是独一无二的。京剧有国粹，也有

“国渣”，我进行了逆向思维：很多你们觉得

渣的东西，它恰恰是精华。

马派老生创始人马连良，一次演 《龙

凤 呈 祥》 时 ， 他 演 乔 玄 ， 李 多 奎 演 吴 太

后。在甘露寺“相婿”一场，大将贾化上

场时有一段摘卸兵器的表演，坐在后面的

乔玄、吴太后没戏。俩人居然聊了起来，

马连良问，中午吃的什么；李多奎说，饺

子；什么馅儿；茴香⋯⋯这时，贾化进殿

了，俩人立刻入戏。

这种台上跑戏的奇闻，叫什么表演流

派？无论哪个角度，台上随意聊天，即便没

误戏，即便观众没听见，都不可以。但是我

们换一种思维，为什么京剧演员可以在台

上如此自由地出戏入戏，这用什么表演流

派的表演方法和规则都说不清楚，这是京

剧演员极其特殊的表演体系。

中青报·中青网：你在讨论京剧艺术游
戏性的时候，为什么专门讨论了京剧是“国
粹”还是“国渣”？

郭宝昌：我在书中谈到很多老艺人的

恶习，比如台上阴人、误场、耍大牌、抢戏、

饮场⋯⋯有些本是“渣”，却变成了“粹”，比

如男旦；有些本是“粹”，被误当作了“渣”，

比如丑角抓哏现挂；有些虽然“渣”，却可以

从中辨识出“粹”，比如演员在台上不严肃

而出戏，等等。

过去，我们从未想过“渣”有什么研究

价值，但是如果逆向思维，从舞台整体性的

角度看来是“渣”的表现，反而是我们解读

京剧美学的财富。

中青报·中青网：会不会担心自己的观
点过于“新鲜”而不被认可？

郭宝昌：写这本书的时候，各种理论

的书我看了上百本。几十年来，我们跟着

西方理论后面跑。我问过好多京剧行家，

觉得自己的表演是什么流派？有人说是体

验 派 ， 有 人 说 是 表 现 派 ， 有 人 说 是 “ 体

验+表现”派，说了半天还是西方理论。

我说，你为什么不用中国话说，他说，这

不是找不着吗。为什么要去找，我们应该

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我的“游戏说”，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说

是一种理论，我只是试图开辟一个言说京

剧审美逻辑的出发点。我的观点可能很叛

逆，很可能不被一些人承认，没关系，你提

出反对意见最好了，我现在最怕的就是没

有人反对。我特别希望有人跟我辩论，因为

好多事情现在真的还不清楚。我这一代人

完不成，就下一代，京剧的博大精深不是一

两代人可以做完的。

中青报·中青网：你对京剧艺术有什么
总结吗？

郭宝昌：芜杂万象，千奇百怪，流光溢

彩，游戏心态。

中青报·中青网：下一步你有什么新的
计划？

郭宝昌：我还想拍新戏，还想写小说，

芭蕾舞《大宅门》还想请我导戏⋯⋯想法太

多了，我都想不过来了。

郭宝昌：京剧是个了不起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