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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

知音仍在 “绝响”未绝——中国煤矿文工团“广陵绝响”音乐剧场观后感

 赵大莹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竹林七贤”，在历史文献中不止一次出现，也不仅仅是一个名词。它所呈现的人物群

像，已然成为魏晋时期名士精神追求的象征符号，不断被世人探寻。2023年 4月 1 日，中

国煤矿文工团“广陵绝响”音乐剧场在大华演出中心首次上演。笔者有幸观看这台精彩的演

出，在观演过程中不时被感动、被唤醒，笔拙情真，特志于此，就教方家。

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是以风度、风骨名于世的魏晋名士活跃的时代
①
。时局动荡，战

火纷飞，以至于“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②
。在这个充满变

数的时代，个人往往无力自主命运，又不得不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只好在煎熬中度日。

魏晋名士不得已而独善其身，遽尔清谈，寄托无可名状的痛苦与悲愤，或形于外的任诞纵情、

不拘礼法，被后世称为“魏晋风流”。《广陵绝响》便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徐徐展开的一部

音乐剧场作品。

一、渐进式展开的四幕场景故事

除了序和尾声，演出共分为四幕，一点点渐进式地向观众展开竹林七贤的故事。

由清秀隽逸的向秀开场引导，第一幕的故事呈现了主要人物及其特点，包括在独白与旁

白中介绍六贤回忆的共同友人——嵇康，以及他在山中“打铁”、撰著《乐无哀声论》、古

琴曲代表作《广陵散》等故事片段。既表明贯穿全剧的中心线索人物，也穿插了每个人最重

要的特点。

第二幕故事，以六贤的互动和独白，呈现在特殊背景之下，每个人做出的不同选择，读

书、云游、假面、乐曲、纵酒、入仕，等等。而刘伶的《酒德颂》的演绎，让这一幕故事越

发动人心弦。从这一幕开始，贯穿全场的还有那一声声呼唤，“来者何人？”

①
名士，最初是指具有德行道术，但隐居不仕之人。《礼记》云：“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

穷，振乏絶；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正义释为：“名士者，谓其德行

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 见〔清〕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纂》，北

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 234—235页。东汉开始，名士开始演变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群体，出现了历史

上著名的“东汉名士”。

②
〔汉〕曹操：《关东有义士·蒿里行》，〔梁〕沈约撰：《宋书》卷二十一志第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6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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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故事，则以更加丰富的肢体演绎，陈说面对生死风暴之下嵇康的选择。而六贤的

追问、叙说、流泪，以及那一声声言说志向的呼声，撞击着观众的心灵，也催动了泪腺。那

一颗在六贤手中递传的小球，以圆融之光，映射出竹林七贤对于嵇康赴死的感怀、对心中自

由的渴望、对兼济天下的志向，对自我荣光的追寻。

第四幕故事，以古琴旷远之声，送别嵇康。以嵇康之论、之诗，作为挥手告别的思念。

超然物外，遗世独立，清弦落落，唯知音懂。这一幕引领观众进入到“心动于和声”的世界
①
：入林有金兰，相惜且相伴。琴曲一段段，思君泣涟涟。

二、辨识度清晰的竹林从游六贤

我以为，这个演出能够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是紧凑的舞台让观众可以看清演员的微表

情、看到侧舞台各种乐器的奏鸣方式，从而具有更强烈的互动和沉浸感；另一方面则是演员

们动静结合的演绎方式，极有辨识度的角色特点，丰富了观众的代入体验。

比如，在出场的安排上，配合打铁的打击乐声，六贤在向秀的开场白后，开始共同回忆

那个“千年不出的奇才”嵇康。而后便是天才学者向秀、以及抱着乐器，“听见没有声音的

声音”，俯仰之间循音而至的阮咸，陆续步入舞台中间。以《声无哀乐论》的讨论和《广陵

散》古曲之名，引出了七岁不食道边李的角色——王戎，点出他现在吝啬守财的形象。以入

仕之俗，展现身居庙堂的山涛仍有心入山林的风范。再到背着锄头、抱着酒坛的刘伶和酣醉

舞剑的阮籍。每个上场的角色，都在回忆嵇康的言谈举止中，呈现了自己的特点和故事，可

以让观众与心中的想象进行对比。

再如第一轮的小高潮是阮籍、刘伶、阮咸三人争乐器的表演，生动活泼，让人在笑声中

发出疑问：阮咸，那个听见世界的耳朵，听见了自己的内心吗？自得其“乐”之乐，真的有

得到那份快乐吗？

而当刘伶以精湛的台词、华丽的舞姿，充沛的感情，演绎出《酒德颂》全文的时候，我

非常吃惊。我瞥向其他人，发现大部分都是挪不开眼睛地盯着舞台。《酒德颂》有些生涩的

文言，经过旁白的适时解说，观众不是特别难理解。但我萦绕脑海的，是止不住去想，风暴

在侧，即便避入山林，真能“纵情任意，为所欲为”吗？真能“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吗？

还有令人难抑哽咽的场景——阮籍哭嵇康，他汗水淋漓、泪眼依稀、情感激越的样子；

让人慨叹的山涛无奈入仕与被“绝交”；那少而聪慧，现在却灯下数钱、以吝啬面具示人的

王戎；等等。何为妥协？何为自见？角色们的表演不时地触发观众去打破第四堵墙——不单

是共鸣体验，而更想要思考角色背后的种种原因。

①
〔三国·魏〕嵇康《声无哀乐论》，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卷四十九，民国十

九年（1930）影印清光绪二十年（1894）黄冈王氏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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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如此、不相负”的执着之志

如果说紧凑生动的场景故事、惟妙惟肖的角色塑造、恰到好处的现场配乐等，让这场演

出分外精彩的话，我更想强调的是，作品所呈现的价值观，是让它持久地打动人心的重要因

素。

首先是那种“不忘初心”的执着，秉持家国天下的抱负和志向，在“是非蜂起”的时代

所做出的选择。随时处于危机之中，可否仍然保持精神上的从容自若，保持对真、善、美的

追求，保存抗争而不问胜负？进取与退舍，挣扎与坚守，改变与逃避，通过作品，你发现，

一个人执着于什么，他就是什么。嵇康的目标非常明确，山涛无法改变他，其他五贤亦然。

所以他们最终尊重嵇康的选择：“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①
。对于朋

友，尊重他的选择，才是最好的尊重。

其次是贯穿全场的情绪，一直在提醒观众思考自己的人生。六贤的无奈和悲壮，催人泪

下的咏叹，一次次，递进式地激发观众的反思——那个志同道合的知己，是多么珍贵难得，

此生必不相负！

第一次听见刘伶问：“请问来者何人？”“一生得一知己，何如？”被五贤齐声应和而

震撼：“当如此，不相负！”此时，我觉得他们是在呼唤嵇康。第二次听到类似的呼唤，我

不由地感到难过，因为时光倥偬，知己难聚，开始代入自己的情绪。第三次听见，我不免思

索，刘伶在《酒德颂》里提到的“陈说礼法，是非蜂起”
②
，会是嵇康想到的吗？会是六贤

想到的吗？在理想与现实冲突，在需要以生命来捍卫志向的时候，他们纵可直面，可释然否？

当山涛、王戎、向秀都在诉说挽救嵇康的可能性时，阮籍却泪眼阑珊地独自舞剑。我不

知道是不是阮咸的呼喊“荣光和美德已经死去”，强烈地撞击了我的心田，让抽痛而落的泪

滴，传递肺腑迸裂，激发了那藏不住的“对山顶的信仰”？

哪里有路？什么是应该？

后来的群体赴死，虽然选择不同的死法，我想，他们应该是抱有一样的心情。当风暴来

袭，死有何难，活着更需要勇气。行为陶兀、内心清朗的刘伶，心中自有尺度，不喜俗人交

游。年龄相仿的向秀与阮咸“各任其性”，或醉心学术，或寄托于音乐，追求逍遥。而带上

假面的王戎，是会拥抱圆满的无趣还是争取破损的生动？

就个人而言，难免总有对环境意不平的时刻，那么在分岔的路口，要如何选择——这样

做了。只能这样做了。竟然这样做了？还能做更多！？千年之后，我们内心进退有了更多的

参考。康德在《人类史之臆测的开端》中写道：“背弃自然冲动的机缘可能只是一桩小事；

然而，这个首度的尝试之效果——亦即，意识到自己的理性是一种能力，能使自己扩展到羁

束所有动物的界限之外——确实非常重要，并且对生活方式有关键性……不顾自然底反对，

首度尝试去作一次自由的选择——以首度尝试来说……人却对此打开了眼睛。他发现自己有

一种能力，能为自己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像其他动物一样，被为唯一的生活方式所拘束”

①
〔三国·魏〕嵇康《送秀才入军诗》，卷七十三“僧皎然”，〔宋〕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

事校笺》，中华书局，2007年，第 2408页。

②
见《酒德颂》，载〔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九《刘伶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 1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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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故而具有理性的判断，进而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这正是竹林七贤带给我们的思考。可

以说，在审思价值观方面，《广陵绝响》无疑做到了引导与启发。

四、其 他

以上的个人观感，我觉得很符合嵇康所谓《声无哀乐论》。也许作品本身想表达的并非

是我感受到的情绪和价值，更可能是因为我带着自己的情绪，在作品中寻找到自己的共情。

那些青涩又明媚的少年、沉重又坚定的中年时光，在面对不同时代问题的时候，要用什么样

的智慧去做出选择呢？爱因斯坦说，“我完全不相信人会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个人的行

为不仅受外界强迫，还要符合内在的必然”，“但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来决定他的努力方向

和判断……照亮我前方道路的理想是善、美和真。他们不断使我充满生活的勇气，使我乐观

面对人生”
②
。并且“只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个人为榜样，才能把我们引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

③
。

当创作者们以艺术的眼光搭建出这样一个穿越古今的剧场作品，它的确做到了帮助我们

发现自己，并且把有一些说不清的哲思刻画并固定在演出之中，提醒我们不要忽视那些把握

人生走向的每一个选择。正是这些选择，丰盈了我们过往的记忆，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状态，

也将决定我们未来的生活。从这些来看，《广陵绝响》这部作品所演绎的竹林七贤，作为一

个文化意象，其所传递的价值，可以说是知音仍在、绝响未绝。以扎实精湛的演技、真情流

露的故事、富有启发的内容，《广陵绝响》在基于史实的合理化虚构创作中，依然表达出作

品于当下的意义。

①
[德]伊曼努尔·康德著、李明辉译注：《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 68

页。

②
《我的世界观》，见[美]爱因斯坦著、张卜天译：《我的世界观》，商务印书馆，2023年，第 3—4页。

③
《论财富》，见[美]爱因斯坦著、张卜天译：《我的世界观》，第 9页。


	2024年第3辑整合3.0.pdf
	(文献天地(
	古籍插图中的古人生活
	王安石手书《楞严经旨要》初探
	一、写卷校录
	二、文本分析
	三、底本来源
	四、致误原因蠡测
	五、小结

	浅谈俄国侨民汉学家卜郎特及《华言初阶》
	一、卜郎特与汉语教学
	二、《华言初阶》简介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文献装具配置工作综述
	一、工作概况
	二、经验总结
	三、问题思考
	四、今后计划

	无酸瓦楞纸保存盒在古籍特藏文献装具中的应用示范
	一、无酸瓦楞纸的材料分析
	二、无酸瓦楞纸保存盒的应用示范

	藏品搬迁工作中的文物包装——以汉瓦屏的包装为例
	一、包装前的准备
	二、实施包装
	三、拆卸过程中的发现

	《山海经》知识库功能简介
	一、典籍库
	二、智趣玩
	三、文创专区
	四、多媒体资源
	五、小结

	《山海经》知识库的知识图谱构建与知识元标引实践
	一、知识元标引流程
	二、地理方位标引
	三、图像标引
	四、知识图谱
	五、讨论

	《山海经》博硕学位论文目录（2013—2023）
	一、社科类
	二、艺术类
	三、翻译类

	《山海经》元素在《王者荣耀》中的嵌入和转译初探
	一、嵌入在《王者荣耀》中的《山海经》元素
	二、《王者荣耀》在《山海经》文化转译中的一些问题

	云游山海——山海经主题产品开发纪实
	一、背景
	二、主题图库开发
	三、创意衍生与市场推广

	《山海经》与青少年舞蹈教育探析——以《山海经》经典神话儿童系列舞台剧为例
	一、《山海经》与儿童系列舞台剧的缘起�
	二、《山海经》儿童系列舞台剧的创作理念及方式
	三、《山海经》在儿童系列舞台剧中的展示
	四、《山海经》儿童系列舞台剧探索的成果和意义
	五、探索《山海经》与青少年舞蹈教育之间更多的可能

	“《山海经》——人文志、创世史诗和上古传奇”讲座述要
	知音仍在 “绝响”未绝——中国煤矿文工团“广陵绝响”音乐剧场观后感
	一、渐进式展开的四幕场景故事
	二、辨识度清晰的竹林从游六贤
	三、“当如此、不相负”的执着之志
	四、其  他

	传统电视片助力古籍活化利用的新启示
	一、古籍类电视片的特点与优势
	二、古籍类电视片的选题策略与内容创作——以《文津博古》电视片为例
	三、古籍类电视片的发展前景

	国家图书馆文创产品的运营实践与思考——以国家图书馆天猫旗舰店为例
	一、国家图书馆文创产品概述
	二、国家图书馆天猫旗舰店运营分析
	三、存在的问题
	四、国家图书馆天猫旗舰店运营思考
	五、结语

	国家图书馆二十四节气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应用
	一、国家图书馆馆藏二十四节气相关的部分资料
	二、二十四节气主题文创产品的研发思路
	三、二十四节气主题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应用
	四、总结

	珍本荟萃 传神写照——《艺术学视域下的〈红楼梦〉图谱研究》出版
	带你在典籍长河中漫游——《中国古代典籍简史》出版
	《毛氏汲古阁抄本研究》出版
	揭开遮蔽的历史，传承永恒的经典——《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活史料辑刊》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