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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晚潮全民阅读·晚潮

当地时间晚上8点由圣彼得堡搭乘船体庞

大的玛利亚公主号游轮（Princess Maria），一

夜航行在风平浪静的波罗的海芬兰湾。

芬兰湾是一泓宁静海湾，岛屿密布，水面

如镜，海水碧蓝，有微风无细浪，船行水上宛若

静置；清早的游轮一直穿行于小岛之间，犹如

行走于白洋甸之中，不时有一行黑鸟无声掠过

水面；继而船沿芬兰海岸线航行，岸平海面，无

起伏、尽森林、呈黛色，并向极远方漫去，目不

尽头；近水边偶有一两白墙红顶的小木屋，但

未见炊烟袅升；身边无海鸥鸣叫，天上无急云

奔走，极宁静很童话，像进入了静止世界。

早上7点，游轮靠岸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芬兰是圣诞老人的故乡，最早的居民为

拉普人，十二世纪后半期被瑞典统治。1809

年俄瑞战争后并入沙皇帝国，1917年底芬兰

独立，成为一个永久中立国。首都赫尔辛基

是芬兰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该国的经济文

化中心，人口约120万，市内建筑多用浅色花

岗岩建成，较圣彼得堡的古典雅致厚重，显得

有点轻浅。

行走于赫尔辛基街头，突出感受了三点：

一是道路不平，路面都是小块的砖头铺成，不

像国内，也不像西欧其他国家都是沥青路面，

以致于街上车行速度很慢，与俄罗斯城市车

辆不限速的感觉迥异；二是行人稀少，探问缘

由，原来当地人大多外出旅游了，芬兰夏季有

很长的带薪假期；三是听不到吵嚷声音，展现

出芬兰语“sisu”所表达的善良诚信守法、含

蓄寡言安静、顽强执着坚韧的精神文化。

赫尔辛基市内存有大量的原始森林公园

和休闲广场，在公园入口处和广场座椅上，都

用多种文字书写“请安静”的提示语。据介

绍，这是芬兰新的国家广告语！他们把安静

看作一种稀缺资源，正向全人类推介出售，每

年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就是冲着这份资源而

赶赴芬兰，去享受这份难得的安静。芬兰人

更是倍加珍爱，他们晚上9点后自觉不洗澡、

不接打电话、不在酒吧逗留，以免扰及别人。

安静是心宁的外在表现。

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可能是全人类共

同赞美的基本行为准则，也符合经济学原理，

即个人行为以不产生负的外部性（对别人产

生不利影响）为选择条件。其实，人群聚集的

本身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压力，广场恐惧症就

是这种心理疾患的突出表现。一个人在适当

的时候能保持静默，是身心成熟稳定、思有所

定、行有所向的表现。

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老百

姓则用“满瓶不响，半瓶哐啷”来形容那些一

知半解就整天哇啦哇啦的浅薄浮躁之人。

在游览挪威北部弗拉姆峡湾时，游船不

大，刚好能容纳两个团队，碰巧又是两个中国

团队上去。开始还好，许多人在甲板观景拍

照，舱内人不多，声音不大。孩子见此，便拿

出作业在做，我也打开电脑在记点东西。大

约二十分钟后，大多数人拍照完毕回到舱内，

全船的中国话音高渐升，竟至于孩子的作业

都做不下去了，我也坐不住了。最后有一位

大姐还跑到我跟前，问我年收入多少，可能她

实在找不到话题了。这使我想起前两年在境

外，有一天晚餐在酒店的大厅进行，同行的一

大桌人一圈白酒过后，声音逐渐高亢起来，临

座上前礼貌地请求声音低一点，当时人人称

是：声音小点！但是，五分钟不到，欢声高旧。

安静——请安静：这是人类文明的深切

要求。

请安静

评弹

谭志湘 吴乾浩

行走

朱中仕

尧坤是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一位资

深研究员、戏曲理论研究家，曾先后出版专著

《浙江当代戏曲作家论》《戏曲创新新探》《寻

寻觅觅——戏海拾贝》。

新作收集了八十多篇论文与评论，举凡

戏曲艺术规律、戏曲美学、戏曲表演手段、戏

曲电视，戏曲遗产、艺术批评、戏曲理论、剧种

研究⋯⋯等均有所涉及。

他的论述并不求学术的深奥，体系的

完整。以一种深入浅出的述谈，勾勒出戏

曲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戏曲表现手段的

辩证法五题》，他提出“真”与“假”、“动”

与“静”、“悲”与“喜”、“空”与“满”、“浓”

与“淡”的戏曲表现手段中的辩证法问题，

可视可感，鞭辟入里，有不一般的说服力。

尧坤的戏曲规律探索有一个最大的优

点，是不离开写作当时的戏曲生存状态来立

论，具有实践意义。

戏 曲 应 该 开 创 自 己 的 发 展 生 态 研

究 ，从 历 史 、现 实 、未 来 的 对 比 中 ，找 出

规 律 ，进 入 自 觉 的 实 施 阶 段 ，有 科 学 的

策 应 。 尧 坤 在 上 世 纪 八 九 十 年 代 深 感

从 业 人 员 对 戏 曲 不 景 气 的 无 奈 。 他 认

为 面 临 社 会 文 化 的 转 型 期 ，戏 曲 亟 需 调

整 心 态 ，重 新 找 到 位 置 ，发 扬 自 身 的 优

势 ，增 强 观 赏 功 能、娱 乐 功 能 ，勇 于 面 对

挑 战 。 他 的 立 论 有 戏 曲 现 实 生 态 中 的

丰 富 例 证 作 为 依 据 。 可 贵 的 忧 患 意 识

潜藏于字里行间。

这一切与尧坤几十年间关心专注戏曲

现状是分不开的，他不管是主持艺术研究工

作，还是主编戏剧刊物，都把当代戏曲现状

纳入自己的视野，将时时变幻发展的戏曲舞

台作为立体的研究对象。水乳交融、休戚相

关的特殊心态，造就了尧坤宏观研究的显著

特色。

尧坤有一项长优，即他青少年时期在上

海戏曲学校越剧班有若干年戏曲表演艺术

的培训实践，与越剧界的刘觉、张国华、史

济华等是学友。可以说，越剧是他进入戏曲

之门最先接触的剧种，从小就打下了挚爱熟

念的基础。越剧的音调、唱腔、身段、气质

等融化在他血液中。再加上长期从事戏曲

研究工作又在浙江省，自然而然将眼光笔触

更多地落到越剧身上，倾注了无限的深情与

热爱。

《戏曲探索五十年》虽然把《越剧艺术探

索》只作为五个部分之一，但不论是谈规律、

谈理论、谈文学、谈表演，都若隐若现地有越

剧的身影。若说越剧研究是尧坤艺术研究安

身立命的根本，不会过分。

越剧产生刚过百年，是名副其实的新兴

剧种，在目前多种类型的戏曲剧种进行激烈

的多元竞争情况下，往往显示旺盛的生命

力，其现实处境一般优于比它古老、成熟的

剧种。但越剧初创阶段，地域狭窄，形式简

单、行当不全、声腔贫乏，不要说构成对其

它剧种的威胁，连生存似乎尚有困难。可

是曾几何时，它们就蓄积了相当的力量，竞

争能力倍增，不能低估其存在价值。尧坤

幸运地生活工作在浙江越剧拼搏发展的后

五十年，是发展进步后半程的参与者和见

证人。

尧 坤 专 心 致 志 探 寻 越 剧 的 风 雨 历 程

和 发 展 规 律 ，他 用 简 而 明 之 的 文 学 表 述

为：“善于吸收，勇于创新，坚持走自己的

路”。正因为这个规律合乎越剧的身形，

才有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越剧改革，使浙

东的一个地方小剧种迅速优生优育，茁壮

成 长 为 具 有 强 大 竞 争 力 的 地 区 性 大 剧

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越剧多方吸

收营养，勇于改革创新，全面提升综合艺

术 水 准 ，改 编 和 创 演 了 一 批 优 秀 保 留 剧

目。

对于这些有目共睹的进步和成绩，尧坤

从心底感到高兴和骄傲。他又是较早认识到

越剧的潜在危机状态的人士，他在若干篇文

章中，喊出了目前要清醒地估计形势，改变越

剧前进的步子不够大，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

至 于 越 剧 如 何 在 居 安 思 危 的 境 遇 中

有较大的突破和精进，他为浙江越剧界的

创造求索多方出主意，找办法。他先后走

访了浙江若干个小百花越剧团，适时提出

“更新换代与小百花演员的提高”问题，要

把造就越剧一代新人提到战略的高度来

考 虑 。 面 对 越 剧 题 材 的 狭 窄 ，往 往 翻 箱

底，吃老本，他从争取新观众的角度谈努

力扩大题材，创造新作品；他关注越剧故

乡嵊州越剧团的振兴；对玉环越剧团在困

境中的坚守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尧坤在越剧百年之际，作过一次比较

全面的关照，深情地对越剧新世纪的前景

作出展望。在一篇长篇论文中，他以《从

传统越剧向现代越剧的转换》为题，从认

识 和 掌 握 越 剧 的 发 展 规 律 、创 作 优 秀 剧

目、培养有创造思维的人才、音乐声腔应

有较大突破、男女合演与女子越剧在竞赛

中发展、留住老观众、争取新观众等方面

作 出 精 到 的 分 析 ，可 谓 集 大 成 的 代 表 论

作。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本文有

删减，标题为编者加）

《戏曲探索五十年》

李尧坤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潜身戏曲五十年

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尧坤的学术专著《戏曲探索五十年》，最近由中国戏剧出

版社出版。全书由《戏曲规律探索》《戏曲理论探索》《越剧艺术探索》《戏曲文学探索》与《戏曲

表演探索》五个部分组成，共计约40万字。

作者于1962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长期从事戏曲理论工作，侧重于现当代戏

曲研究。他对越剧及戏曲的现状及发展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理论文章100多

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