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团巡礼

一张小桌一把椅，一壶香茶

慢慢品，相声的魅力就从那茶香

中慢慢溢出来了。创始于 2011

年的北方社是目前校内唯一的

相声社团，现有社员200多人，演

员100多人。

“虽然叫北方社，但社里南

方同学可不少。”北方社最初是

北方老乡的同乡会，后来以相声

会友，逐渐演变为相声社团。社

团内设有演员组、团建组和氛围

组（也就是相声迷），为社员提供

了充分的选择空间。

现任社长是 2022 级新闻学

院本科生汤雨听。“小时候看湖

南台《奇志大兵》相声节目，一下

就触动了，语言的表达与倾听让

我放松，也让我有所思考，我非

常享受听相声的时光。”第一眼

看到北方社的招新横幅时，她便

产生了向往之情。

北方社标语是“零基础 无公

式 没负担 纯欢乐”，北方社不以

相声技能为门槛，欢迎每一个对

相声感兴趣的同学加入。汤雨

听认为在社团收获的非常重要

的东西是“松弛感”，这里只有大

家对相声纯粹的热爱。

对北方社的演员们来说，舞

台承载着对相声的热爱。相声

演出要提前一个月确定节目，然

后 形 成 初 稿 并 开 始 排 练 和 改

编。排练中需要频率较高的背

词，再经过不断改进，在演出前

一周左右脱稿。

2021 级智能科学与技术专

业本科生梁祖宁来自相声文化

浓厚的天津，现任北方社总教

习。北方社在每周五晚上开展

活动，他负责介绍相声的基本知

识，另外也监督专场节目的部分

排练。

北方社不仅是了解相声文

化的平台，也提供遇到志同道合

好友的机会。社员们相互鼓励，

相互温暖，给予着彼此有趣又珍

贵的回忆。2023 级中文系本科

生赵玉男在学校迎新晚会惊喜

地看到相声节目后，发现还有北

方社这个“宝藏”社团。来自山

东的她入社后，收获了相声审美

和专业知识，也越发觉得“来到

北方社就像回家一样”。这也正

是北方社传承的初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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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遇见越剧：传承经典 推陈出新
中文系教授骆玉明，国家

一级导演孙虹江，当代越剧表

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著名

“徐（玉兰）派”小生钱惠丽 11 月

16 日下午相聚复旦，分别从研

究、改编、表演的维度探讨、解

读《红楼梦》，畅谈当中国古典

文学的巅峰邂逅越剧这一艺术

形式，是怎样做到传承经典、推

陈出新。

初冬的寒冷并未磨灭学子

的热忱，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年

级的同学们早早入座等候，期

待着与老师们共赴这场精神盛

宴。

“人走向自由的第一
步，就是走向自由的爱
情”

很多人谈及《红楼梦》，首

先想到的还是宝黛的爱情。《红

楼梦》结构复杂，规模宏大，贯

穿始终的“线”中心线索是林黛

玉、贾宝玉、薛宝钗这三人恋爱

和婚姻的故事。三位与《红楼

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老师，却

娓娓道出新意。

“《红楼梦》以宝黛的爱情

为线索，但它相对于其他‘才子

佳人’模式的小说，有一定的突

破性和某种现代性。”骆玉明认

为，宝黛感情悲剧描写与塑造

的背后，隐藏着作者对爱情与

婚姻这两个古老命题关系的崭

新看法。

“这是一种纯粹的、诗意的

爱情，与婚姻没有任何关系。

婚姻的对象可以被替代，但爱

情不可以，即使是死亡，也无法

抹煞相爱之人的独特性。”宝黛

的爱情建立在彼此相互试探、

证 明 所 形 成 确 认 的 共 同 人 生

观、价值观基础之上，而非“门

当户对”的家族本位观念，这种

自 由 恋 爱 在 古 代 是 不 被 允 许

的，因此叛逆性是他们爱情的

基础。而这，在传统小说里根

本没有。

中国古代文学中写“才子

佳人”模式爱情故事的经典先

有《西厢记》，后有《牡丹亭》，再

后来是《红楼梦》。骆玉明表

示，这三个作品汇聚在一起时，

是中国古典文学对爱情的歌颂

和追求的强烈表现。《红楼梦》

里，爱情与婚姻的剥离，意味着

人开始从封建社会的枷锁与藩

篱中寻求解放，追寻生而为人

的主体性之所在。“人走向自由

的第一步，就是走向自由的爱

情。保持生命的美好、理想与

诗意，是《红楼梦》所要表达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除宝黛爱情外，《红楼梦》

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都独树一

帜。骆玉明以“女人是水做的，

男人是泥做的”这一书中令人

耳熟能详的话语为例，剖析《红

楼梦》赞美女性背后的深层原

因。这句话从六岁的贾宝玉口

中说出，是一种不依赖于社会

经验的神话表达，也是对作者

态度的隐喻。

“男人是封建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主体的承担者，这一主

体已经腐烂不堪，男人也必然

像泥一样浑浊；而女人相对偏

离封建社会的话语权中心，因

此更多保留了人类美好、纯洁

的品格。”骆玉明深刻精湛又不

失风趣的解读，让《红楼梦》的

丰 富 内 涵 与 独 特 魅 力 飘 荡 全

场，现场的气氛渐入佳境。

“《红楼梦》与越剧，
互相成就”

孙虹江导演从改编的视角

出发，讲述作为小说的《红楼梦》

与越剧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

如何碰撞出独特的生命力。“越

剧的抒情性、美感，能很好地契

合《红楼梦》这部富有人文情态

的作品的美感。”越剧与《红楼

梦》的相遇，是一场“相互成就”。

1958 年，第一代越剧版《红

楼梦》问世，首演即成开山立宗

的经典。1978 年电影上映，更

是产生巨大影响力。

改 编 人 员 如 何 对 原 著 线

索、结构极其复杂的故事进行

情节上的保留与取舍？孙虹江

回忆，当年主创团队反复阅读

原著，寻找切入点，在 1958 年首

演版四个半小时的基础上，修

改精简到 3 个多小时的经典版、

大剧院版以及 11 月 20 日将来

校上演的精选版。

曹雪芹的《红楼梦》原稿，

留存至今的只有前 80 回，想要

改编《红楼梦》，必然要面临如

何处理 80 回后剧情的问题，是

采用高鹗续书版本，还是根据

原著线索进行独创？

舞台上的每一个微小细节，

都是创作者心血的凝聚。87 版

电视剧《红楼梦》根据小说的预

言、脂评里透露的信息，推导出

80回后的剧情，故事跟高鹗续书

的后世社会完全不同。那么，越

剧为何引用高鹗版的剧情做改

编创作？孙虹江以“宝玉哭灵”

这一越剧版本的经典片段为例，

讲解改编创作的心路历程。“原

著中没有‘宝玉哭灵’这场戏，但

这个设计可以增加戏剧冲突，满

足舞台表演的需求。这一改编，

既增加了人物情感抒发的分量，

也让观众更加贴近了解角色的

心理与境遇。”

“《红楼梦》是我艺术
生涯的主题曲”

“我学了多少年越剧，就唱

了多少年的《红楼梦》。”作为越

剧的徐派小生，钱惠丽从出道开

始，就一直在舞台上演绎“贾宝

玉”，是出演越剧《红楼梦》次数

最多的演员。等到艺术上日臻

成熟后，也未曾离开过《红楼梦》

这部戏。“它成为我艺术生涯的

一首主题曲。”钱惠丽说。

“贾宝玉这个人物是徐老师

的巅峰之作，我第一个要模仿的

作品就是巅峰之作。”钱惠丽笑

谈。从起步到现在，如何传承“贾

宝玉”这个经典人物？“前期我摘

了徐老师的‘果子’，老师怎么演，

我就怎么演。演多了后，我发现

这样远不够，就反复看小说‘补课

’，听红学家的研讨会，从中汲取

养分，去刻画角色。”钱惠丽说至

今尚未读透《红楼梦》，但作为越

剧演员，要以越剧特有的方式把

人物传递给观众。

钱惠丽初次接触越剧就是电

影版越剧《红楼梦》，那时她还不知

道《红楼梦》有原著，但清楚地记得

越剧版《红楼梦》是如何影响了一

代人。“当时许多人宁可省下饭钱

买票去看，因为这是我们需要的情

感与诗情画意。”越剧对《红楼梦》

的普及与推广，也深刻地影响钱惠

丽日后的从业与舞台艺术。

讲座最后，11月20日将在学

校上演的精选版越剧《红楼梦》的

两位主演、上海越剧院三团青年演

员俞果和陆志艳登场，表演越剧

《红楼梦》中“宝黛初见”和“共读西

厢”片段。钱惠丽从专业性角度给

予指点。在声与形的交融中，讲座

在欢快的气氛中走向了尾声。

实习记者 刘栩含
本报记者 章佩林
本报记者 汪祯仪摄

“典耀中华，传播文明”第

八届中华经典诵读港澳展演交

流活动 11 月 6—11 日在香港、

澳门两地举行,这是我校首次作

为 承 办 单 位 参 与 展 演 交 流 活

动。本次活动以中华优秀经典

诵读作品为载体，深化内地与

港澳青少年语言文化交流，增

强爱国精神，促进心灵契合，共

同助力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取得圆满成功。

展 演 由 序 、“ 诗· 隽 永 传 ”

“情· 越时空”“画· 景多骄”“意·
共相举”4 个篇章构成,戏剧、朗

诵 、歌 曲 等 艺 术 形 式 轮 番 登

台。我校带来包括吟唱《越人

歌》、歌颂世代楷模钟扬的《种

子天堂》话剧片段在内的 6 个节

目，居本次展演活动之最。我

校选派经典豫剧选段《穆桂英

挂帅》压轴大戏后，展演在《我

和我的祖国》大合唱中落幕。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复旦大学）澳门伙伴基地”揭

牌仪式 11 月 9 日下午在澳门科

技大学举行，这是中国境外首

个 国 家 语 言 文 字 推 广 伙 伴 基

地。基地揭牌为复旦大学与澳

门科技大学在中华语言文化研

究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和可能，

双方将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和

研 究 课 题 进 行 互 相 交 流 和 探

讨，并不定期开展优势学科校

级或院所级合作。在“博学而

笃志，切问而近思”的鞭策激励

下，在“意诚格物”的精神感召

下，两校共同参与的国家语言

文字推广基地定会在语言文字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复旦大学

与澳门科技大学也必将继续竭

诚合作、协同创新。 文/段瑞环

承办中华经典诵读港澳展演承办中华经典诵读港澳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