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3 日-25 日，8 小时爆款舞台剧 《如梦之
梦》在徐家汇的上剧场再演 3 场。

演出前，主创团队———华人戏剧家、上剧场艺术
总监、《如梦之梦》编剧、导演赖声川，《如梦之梦》协
同导演栾岚， 及过去 25 年曾在各版本中参与演出
的演员代表们———倪妮、文章、黄士伟、樊光耀、陈煦
莉、窦进、王萌，共同出席分享会，解码“如梦”25 年
常演常新的密码， 演员胡歌也作为嘉宾参与现场连
线，真诚分享自己当年参演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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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演出

《如梦之梦》新年伊始再演 3场，主创团队分享创作、参演感受

8小时“大梦”如何一做就是 25年
回归剧场仪式感

2025年，是《如梦之梦》创作和演出的
25 周年。回到 25 年前创作的原点，立于世
纪之交的人们也面临着和当下同样的问
题———随时代的前进，我们应该如何适应社
会的变迁？赖声川导演通过《如梦之梦》，与
观众共同探讨剧场、社会乃至人类究竟应该
往何处去。
谈到这部戏的创作起源，赖声川说还要

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在西方戏剧已繁盛
发展之时，华语剧场才刚刚起步。当他刚刚
来到在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戏剧时，发现无任
何教材可用。赖声川坚定地认为，不能单纯
翻译西方作品，而应创作也有能力创作自己
的故事，《如梦之梦》应运而生了。赖声川用
集体即兴创作的方式，探究“活在当下”的
真理，用当下真实的感受去共通共创。
1999 年 11 月的一天，《如梦之梦》的

灵感在赖声川脑海中乍现，尤其在印度看到
僧侣绕着神圣的佛塔而行的场景，引发了他
的思考：在剧场中最神圣的是什么？答案就
是观众。于是在《如梦之梦》中，他大胆地把
观众放在舞台中央，演员绕行观众席，形成
了“莲花池”，由此开创了环绕剧场的先河，
回归剧场的仪式性。
2000 年，第一版 3小时的《如梦之梦》

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排练室里，由一群学生
呈现；此后，赖声川回到了台北艺术大学，完
成了余下的内容，完整的《如梦之梦》由此
面世，这个版本长达 8小时。
《如梦之梦》讲述了一个从 20 世纪末

至 21 世纪初，跨越台北、上海、巴黎的爱情
故事，用层层相套的连环结构，带来创造性
的效果，既有回肠荡气的传奇性，亦有吴侬
软语的娓娓道来。通过这一类史诗的叙事，
告诉人们面对生命、死亡这类问题的应对方
法。
回望这 25年，赖声川感慨地说：“《如

梦之梦》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特别的一个作
品，虽然作为导演我已经看了成百上千遍，

但是不知为何在排练场看大家演绎还是会
感动，因为看到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我都
会想到它是从哪儿来的。”
而栾岚是上剧场全新制作的《如梦之

梦》的协同导演，她说：“这次的演员绝大部
分是上剧场自己的演员。他们演出了 10 余
部几百场赖老师的经典剧目，赖氏戏剧节奏
和呼吸早已深入骨子里，也使得这部戏在排
练过程中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几年，我
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境遇，对人生、生
命有了不同的思考和感悟。这部剧场史诗在
当下和大家见面，愿她能带给您一些安慰，
帮助您寻找一些答案。就像您来到了那片
湖，是否看见了自己。”

8小时演出既长又短

导演都如此投入，难怪不止观众，连胡
歌作为演员也真情流露，因为参与了“如
梦”的演出，也学到了关于人生的重要课题。
而在分享会现场，更多参与过的演员也分享
了自己“做梦”的感受。
2000 年，《如梦之梦》在台北艺术大学

初亮相，彼时还是赖老师学生的黄士伟就在
其中饰演“五号”，如今他依然在台北重新
制作的《如梦之梦》中继续诠释这一角色，
带来新的感悟。回忆起 25 年前的初次“做
梦”的体验，他坦言演完有一种“被掏空”又
“恋恋不舍”的感觉，这个角色几乎长在了
他的身上，需要很多时间才能走出来。
2002年，香港话剧团首次将《如梦之

梦》制作在剧场做专业演出，2019 年再次制
作上演，陈煦莉在首演时饰演初入社会的小
梅医生，如今她陪伴角色一同成长，已是香
港话剧团的中流砥柱，收获对角色塑造的更
多体会。她回忆当年为了走近角色，还去了
香港的一家医院实地体验，看到有医生走出
手术室就上前去问：“请问你为什么要当医
生？”
2013 年，《如梦之梦》首次来到大陆，

胡歌在其中担纲起“五号”一角，此后开始

了与这部剧的深深缘分。这次虽然没能来到
现场，但也通过连线送来他的祝福，谈到直
面生死的话题，他的坦诚感动了全场。
岁末年初时，《如梦之梦》刚刚在台北

完成了跨年演出。莫子仪、萧艾、屈中恒、徐
堰铃、樊光耀、张本渝等 30 位剧场实力派演
员联合演出剧中上百个角色。
其中，樊光耀同时在台北和上海两地饰

演伯爵，他对《如梦之梦》的感情很深：“作
为演员，我很少会有因为在台下看戏而想演
一个角色的冲动，但《如梦之梦》是个例外。
希望这一版的伯爵会有自己的样貌，可以真
正让角色‘活’在台上，这是我一直很在意
并且追求的目标。”
同时，2025 版《如梦之梦》的其他主演

们也分享了台前幕后的梦幻旅程。
倪妮分享了自己和“顾香兰”的缘起：

“顾香兰是一位传奇女性！我觉得演员在演
艺生涯里，能够遇到一个非常有欲望想要去
塑造的角色，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她表示，在今年的演出中，她将把自己

的人生经验积累运用到角色的各个人生阶
段，但也不会过度预设自己的临场表现，松
弛感拉满。
饰演“五号”的文章则表示，这个戏已

经演了 25年，未来还有更长久的生命力。他
说：“每一年演出我都在慢慢琢磨，希望来年
演出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变化，自己也在慢
慢成长。我和‘五号’可能都曾经迷茫过、不
知所措过。我是一个很笨的人，我没有技巧，
我用感受进入角色。梦是赖老师给的，我们
就在这梦里头游走。”
上剧团演员窦进则分享了自己和倪妮

共同讲述顾香兰一生的激动心情，年轻的她
毫不怯场地担纲起这一重任，在上剧场的舞
台上奉献了精彩的演出。
同为上剧团演员的王萌也深有同感：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表现方式，这
是基于每个演员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境遇所
决定的。我在塑造教授这个角色时，也是基

于自己的生活、阅历，去创造出教授可能的
人生表现。”
最后，演员们表达了一个高度相似的观

点———8小时虽然很长，但是这次只演 3 场
实在是太少了！

开启全球观众征文

日前，上剧场还面向全世界看过《如梦
之梦》的观众开启征集投稿。
网友喜欢捏捏胃说：“《如梦之梦》不仅

是一部话剧，更像是一场人生旅程，它带领
我走进一个梦境般的世界，让我重新审视自
己的人生。无论是梦还是现实，活在当下、用
心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Yankee 说：“看完的当下感受仿

佛在梦中经历了一次生命的旅程，而我要到
站落车了。至今仍认为，对于这样一部史诗
级别的舞台剧剧本、演员、舞台、音乐，和彼
时彼刻在黑暗中观剧的大家的所思所想，都
一起构成了这场梦，我们皆为梦旅人。”
25 年，台上的梦中人，台下的入梦人，

都因剧而产生紧密的连结，多年的陪伴也给
彼此带来环绕在生命之中的成长意义。

晨报记者 邱俪华

1月 23 日-1 月 25 日 《如梦之梦》

3 月 7 日-3 月 9 日 《暗恋桃花源》纪念版

2 月 28 日-3 月 16 日 《暗恋桃花源》专属版

3 月 5 日-3 月 13 日 《暗恋桃花源》大会演

3 月 21 日-3 月 23 日 《幺幺洞捌》

3 月 28 日-3 月 30 日 《圆环物语》

[上剧场近期演出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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