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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范围

2023年春季学期至 2023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课

程论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一）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材

料；

（二）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三）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想

象力、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理的

解释和阐发。推荐进行跨学科的写作。

（四）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

作。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如有引文，须

注明出处。文章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交

电子版。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格

式参加附件 2。



探索梦与真实交织的意识世界

——论老舍《微神》与越剧影像剧场的舞台改编

内容摘要：老舍的短篇小说《微神》是一部结实凝重的意识流作品，而越剧

影像剧场《微神/Vision》从此出发，以剧种本身的抒情力及叙事性为基底，探

索着文本中“虚实交织”的意识世界。通过演员的表演与舞台的调度，原作中所

涌动的爱欲源流——“她”的缺场和死亡达成的不朽终得以呈现。《微神/Vision》

是一次极具创意性和探索性的戏剧实验，促进了艺术形式的交融创新，实现了文

学文本到舞台文本的转化。

关键词: 越剧 老舍 实验戏剧

一、引言

2023 年 10 月到 11 月，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计

划”委约作品展演如期举行，其中取材于老舍同名短篇小说的实验剧场《微神

/Vision》将女子越剧本身的抒情性与综合性的视听语言结合，以“越剧+影像”

的复合艺术形式打开了老舍的“多重宇宙”，令观者获得了独特的戏剧体验。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指出，“文化”可被用来指涉“智

力，尤其是美学所创造的作品和实践”，即“文化”是一系列对意义（meaning）

进行指涉和生产，并为其提供场所的文本与实践
1
。而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文

学、戏剧、流行音乐均被称为“文本”（text）。《微神》小说的文学文本如何

与越剧舞台的视听文本相转化，两者如何在互动中形成平衡，进而促进艺术形式

的创新？电子影像如何与现场表演相结合，呈现原作的意识世界？本文试图在多

重文本分析与实际观演体验之中对以上问题作出回应。此外，基于个人的理论兴

趣与阅读取向，笔者还将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方法解读《微神》，探析爱与欲

望的源流。

二、改编之基底：越剧的抒情力与叙事性

越剧“袁派”宗师袁雪芬曾在自述中表示：戏曲是以表演者在舞台上绘形绘

1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第 2 页。



色的形态而存在的，其历经数代艺人的精心创造，形成了一整套从生活中提炼出

唱、做、念、舞的程式化表演形式。也正是戏曲，把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丰富

内容演绎得出神入化。
2

以昆曲、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已然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演出样式，而发

源于绍兴，发祥于上海的越剧更是因其独特的剧种特征、美学价值与身份认同成

为了有别于其他传统声腔剧种的一道“奇观”
3
。有“中国第二大剧种”美誉的

越剧自绍兴府嵊县乡村的全男戏班脱胎而来，其起源到成形历经了从乡村到城市、

从男班到女班的双重转型。历史上的上海“孤岛”时期，姚水娟、袁雪芬等女演

员发起一系列改良与改革活动，使越剧从落后、低俗的“幕表制”传统路头小戏

演变为具有编、导、美、演全套体系的“剧本制”现代戏剧形态；与此同时，男

班也因艺术和制度的原因逐渐让位于女班；至 20 世纪 40 年代，全女班底的“女

子越剧”基本在上海戏剧界站稳脚跟，成为创造上海言情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
4
。

就剧种特征与身份认同而言，完成转型的越剧是一个“女人演戏给女人看、

关注女性、为女性代言”的剧种，越剧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通过越剧舞台共同创作

了许多凝聚着女性思想与信念的经典作品，如曾在上世纪末创造电影票房传奇、

家喻户晓的《红楼梦》，及《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祥林嫂》等。从整

体来看，越剧拥有极为强大的抒情力与叙事性，是一种长于处理言情故事文本的

演艺体裁。

在越剧影像剧场《微神/Vision》的主创团队眼中，《微神》是一篇“非典

型”的老舍作品，恰能与越剧的抒情传统相容，由此改编可丰富当代越剧的创作。

“初看这篇小说的气质是非常符合越剧的传统，它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主观的、

梦幻的、隐晦的个人情感；而越剧善于抒情，擅长用唱念做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

界。小说的叙事时空自由，是关于民国时期的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经历，能发挥

越剧生旦戏的特长。”
5
导演朱燕鸣如是说。

三、弦上的哀歌：小说文本与舞台演绎的互文

（一）小说文本的意识世界

2
袁雪芬.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袁雪芬自述[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9-15 页。

3 姜进. 我们的时代与女子越剧的使命——论女子越剧的剧种特征和身份认同[J]. 上海艺术评论, 2022,

(06): 15-18.
4 有关女子越剧的崛起与本土传统在中国现代戏剧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及男班的衰落与女班的崛起，详

情可参见姜进《诗与政治：20 世纪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剧》一书。篇幅有限，本文暂对此不展开详细

论述。
5 见微信文章：梦想+｜越剧影像剧场《微神/Vision》：用影像编织记忆的花园，用戏曲重译爱情的幻梦

https://mp.weixin.qq.com/s/wU3RjhXc0YgbVkhCawdfmw

https://mp.weixin.qq.com/s/wU3RjhXc0YgbVkhCawdfmw


老舍以描写市井生活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闻名，擅长用冷峻自持的描写揭露

人性的好坏丑恶。然而，为众多学者与读者所忽略的是，老舍所受的情感创伤，

即其刻骨铭心的初恋对老舍的写作有深刻影响，并贯穿支配着许多作品的心路历

程；而最能直接体现这一影响的，便是 1933 年的短篇小说《微神》。
6
国内知名

的老舍研究者赵园曾评《微神》为“爱的弦上的哀歌”
7
；而李岭认为该文本展

现的“是一块复杂缠绕的心灵织锦”
8
，有着老舍作品中罕见且难解的象征性，

文段的起承转合之间是“离奇难解但精致动人”的错落之美。虽然老舍本人把恋

爱视为创作中的“副笔”，但这部流光溢彩、结实凝重的短篇小说能难得地流露

出艺术家心底少为人知的细腻与柔情，值得加以探析。

“微神”二字实际上为英文 Vision（“幻象”“幻想”）一词的音译，是内部的

心象风景，也是模糊、抽象、迷离的非现实世界。故事人物只有第一人称“我”

和第三人称的“她”。“我”的回忆之中，美丽的初恋爱人“她”因“我”去南

洋留学而一别两宽，再重逢时，家道中落的“她”受尽虐待，沦为暗娼，醉心欲

海，最终堕胎而死，“我”那不曾成熟的爱恋以及“她”的离所去带来的虚空粘

滞着“我”的梦境与余生。在“我”梦幻的意识世界里，“她”永远是十七岁的

模样。

以“托梦”叙前情，是中国传统小说、戏曲常用的手法，“梦”与“真”在

其间交迭统一。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一篇作品就像一场白日梦，它是儿时

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也是它的替代物。作品本身就包含了两种成分：最近的诱

发性事件和旧事的回忆。9
”《微神》即是一个失去了爱情的人所做的一场关乎

旧人旧事的迷离飘荡之梦，潜意识里折叠数年的爱恋就此铺展。

小说的第一部分是写实与梦境的交界，“我”在花园里、山坡上开始梦的遐

想，“连我自己好似只是诗的什么地方的一个小符号”
10
，真与幻的界限逐渐模

糊；第二部分是梦境衔接真实的叙述，“我”与“她”两小无猜的美好场景，标

志着五四运动前朴素平凡的男女交往；第三部分是“她”的幽灵独白，袒露着如

《霍乱时期的爱情》一般残忍的忠贞——“肉体的获得不是爱的满足”，“她”

内心的热切与渴望始终只为“我”燃烧；第四部分是自梦境回到现实的苍凉与悲

怆，历经感情的极度激荡后，思绪飘散的“我”依然躺在记忆的山丘上怅惘，“心

中茫然，只想起那双小绿拖鞋，像两片树叶在永生的树上做着春梦”。小说文本

在这四个阶段中完成了一场意识流穿行。

6 老舍非常喜爱两篇以暗娼为女主人公身份的小说，即《月牙儿》与《微神》。曾在 1947 年和 1948年分

别以这两篇小说命名自己的作品集。《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也是同样的形象。
7 赵园.爱的弦上的哀歌--谈老舍《微神》的梦与真[J].十月,1981,(3): 238-242.
8 李岭.《微神》:梦的具象[J].名作欣赏,1990,(01):80-82.
9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达·芬奇与白日梦[Z].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10 老舍.不成问题的问题[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本文中的小说文本皆引自此版。



有学者认为，老舍在《微神》的细节描写上留下了传统小说与戏剧、戏曲的

痕迹。如“我”对恋人的描述“小圆脸，眉眼清秀中带着一点媚意”，与《西厢

记》中张君瑞初见崔莺莺时的“宜嗔宜喜春风面”并无二致，还可联想到“生死

不渝，最终慕色还魂”的《牡丹亭》。这类延申解读不无道理，比如老舍所描绘

的“梦中的三角地”“鬼艳的小世界”便与“人鬼情”的主题有所勾连。而先前

越剧对《西厢记》《红楼梦》《紫玉钗》《玉簪记》《啼笑因缘》《家》《早春

二月》《玉卿嫂》等文学著作的成功改编，已展现了诗话一般的越剧美学足以带

给观众无限想象空间这一艺术基础，甚至可以说，戏剧/戏曲就是一种使文字文

本活化、令艺术形象更为丰满的有力形式。若从实际的观演来看，越剧影像剧场

《微神/Vision》的舞台演绎足以令观者惊喜。笔者将在下文中对此略作分析。

（二）戏剧舞台的演绎呈现

作者头脑中那交织着幻想、回忆、欲望、爱恨的意识世界，该以何种面貌再

现于舞台？《微神/Vision》的导演朱燕鸣认为，“一生一旦的演员阵容、场景

配置和篇幅比较适合小剧场，让我们可以在一个比较小的体量下去做实践和探索。

作品标题 Vision 本身是非常意识流的，它暗示故事中的‘她’来自于自‘我’

的心象，这让我们主创团队想到了影像，舞台本身的虚实与影像的虚实也许可以

产生非常有趣的互动。”

在表演上，饰演“我”的越剧徐派小生王婉娜甫一登场，便用动人的越剧念

白道出了故事的背景：

...朦胧间我回到了 17 岁的光景，回到了那座花园里：我和她彼此都有

好感，各怀心思的我们在沉默与犹豫之间，不停揣摩着彼此的心意，而最终

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依依不舍地告别。

清秀、俊朗的书生模样，富有文学性的台词，让小说文本中限知视角的“我”

变得具体可感，演员本人的扮相与妆面不禁使观者联想到老舍先生本人。加上叮

叮淙淙如流水般清澈明亮的配乐，观者立刻能把握到原作所传达的初恋悸动，以

及美好的青春气息。

而在舞台调度上，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实验小剧场的舞台布置极简：深灰

色的盒子状空间中，不过一张供女主角“她”梳妆的透明桌椅与两块 V字形摆开

的幕帘。后者承载投映功能，偶尔作为屏风辅助场景过渡变化。幕帘上的影像将

根据剧情情节发展在黑白与彩色来回切换。如剧中演绎到归国后的“我”与“她”

于梦境间再度重逢，两人各在一边端坐，“我”用独白和演唱表达着想要靠近“她”、

了解“她”遭遇的心情，但“她”身后幕帘所投射出的影像已逐步离开画面，将



人物内心本不可见的挣扎与抗拒曝露了出来。有限的时空里，情感的流动全凭两

位演员的表演与幕布影像的改变来展现。

既然是去掉水袖的现代戏，该从何处让观众感受到女子越剧本身的古典特

色？编剧用含有鲜明越剧特色的长段七言唱词对老舍的小说文本做了改编，令在

座越剧观众看到熟悉的板式与语汇便能会心一笑：

风动玉帘送花香，漫过白纱帐。帐上蝴蝶迷晓梦，犹见新绿影成双...

此番决心续写梦，不堪回首是旧梦，誓要与你成鸳梦，梦中又说人间梦...

主创团队敏锐地把握了关键词——“梦”，抓住了戏剧与文学互通的精神密

码。

值得一提的是，《微神/Vision》中还有一则极富挑战性和表演张力的桥段，

即原作文本中第三部分“她”的独白。在这段独白中，“她”道出了“我”离去

后自己所历经的身世浮沉：嫁给一个和“我”相像的人，心中依然满怀对“我”

的爱意；后家道中落，转而卖身给阔公子，被暴力对待，遂沦落烟花风尘，长醉

不醒。

饰演“她”的傅派花旦盛舒扬以一身殷红旗袍亮相，戴上白色面具，用一场

无任何台词的独角戏演绎“她”的堕落与挣扎。其中，“她”反复拉扯着覆在脸

上的面具，试图取下，却又吸附于此，无法脱身；加上身后幕帘上频繁变换的影

像，让观者一同坠入“她”混沌的精神世界。盛舒扬在演后谈中提及，乐队找到

了一段符合“噩梦惊醒”状态的合成器音乐，以传达出“她”彼时的绝望。这段

精心设计的面具戏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11
饰演“我”的演员王婉娜访问中亦

表示“这是潜意识里的东西，你的情不能太实太实了。”大段的意识流自白文字，

巧妙地借着没有一句台词、纯身体表演的独角戏转译为实境的舞台表演，是《微

神/Vision》的一次成功尝试。

四、“微小的神迹”：自拉康精神分析的爱欲学说再切入

梦的动力机制暂且按下不谈，不妨从被称作“法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者拉康之视角出发，观照《微神》文本中的欲望与爱。

（一）欲望的源流：“她”的缺场

11 笔者在完成此文前观看了 1964年上海天马电影厂出品，谢晋导演的电影《舞台姐妹》。该片刻画的也

是女子越剧的故事，以革命话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收束，与此处的“她”的“人”

“鬼”难辨有所呼应，是对彼时女性遭遇的一种共同描绘。特此补充。



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根本任务即是“揭示无意识及其运作法则”
12
，其对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念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阐释，如从三个“我”
13
发展而来

的三“界”
14
学说以及“镜像阶段”(The Mirror Stage) 等理论，实现了精神分析

学的后现代转型，并对当代社会思想、文学艺术和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

泛影响
15
。

在拉康的欲望辩证法中，欲望为“他者”决定，是人与匮乏的关系，人所匮

乏者正是人所欲望者——主体所欲望的东西正是主体所缺乏或本来不存在的东

西。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永恒的欲望，无法被满足，永无到达终极目标的可能
16
。

和 20 世纪中期哲学的语言转向趋势贴合，拉康认为，欲望由语言建构，是

一个关于话语的基本概念。欲望为能指(signifier)注入意义，无意识即是那暗中表

露了的，却未被公开认识的欲望。而“语言在构造了存在的同时，也构造了缺失”，

真正的欲望是“缺场的在场”——即使主体能有一种清楚的觉知，但却无法通过

语言这一中介准确表达，即“实在界”(The Real)中最幽微的欲壑始终无法突破

象征秩序完成抵达。

换言之，《微神》中勾连“我”最浓郁、最纯粹的欲望的，即是身为“他者”

的“她”肉身存在的缺失；而十七岁那年无法用语言袒露的情感，是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遗憾与幻梦，永久地在“我”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匮乏。

我们都才十七岁。我们都没说什么，可是四只眼彼此告诉我们是欣喜到万

分。...我看着那双小绿拖鞋； 她往后收了收脚，连耳根儿都有点红了；可是

仍然笑着。我想问她的功课，没问； 想问新生的小猫有全白的没有，没问；

心中的问题多了，只是口被一种什么力量给封起来，我知道她也是如此，因为

看见她的白润的脖儿直微微地动，似乎要将些不相干的言语咽下去，而真值得

一说的又不好意思说。

《微神》小说文本中的这段描写便是明证：心中纵然有千般情感流动，却难

以化成一句深深浅浅的告白；只好再三踟蹰犹疑，最终酿成一段“错过”的悲情。

或许是缺乏勇气，或许是满心满眼都是彼此的丰沛心绪不知该从何说起——老舍

深谙少年爱之摧枯拉朽、伤筋动骨。于是语言无法转述与传达的爱欲都深埋在了

潜意识与无意识之中，携带着随时崩塌的危险。而这份因为“她”的缺失而存在

12 马元龙.主体的颠覆:拉康精神分析学中的“自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06),

第 49页.
13 即“本我”“自我”“超我”。
14 拉康将人的存在分为三个维度，即“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见马元龙.关于爱：拉康读《会

饮》[J].文艺研究,2023,(08),第 7 页.
15 黄汉平.拉康的主体理论与欲望学说[J].文学评论,2010,(03),第 199 页.
16 同上，黄汉平一文。



的欲望，即是老舍书写的源动力。

（二）时间与爱的真相：欲求不朽

拉康在其研讨班中用精神分析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文本《会饮》(Symposium)

作出了解读。他关注到，苏格拉底的导师、古希腊女哲学家狄奥提玛认为“爱若

斯就是欲求不朽”，即“爱利用美实现不朽，或抵抗死亡”
17
。在狄奥提玛看来，

美是实现不朽的手段，而爱就是欲求不朽。《微神》中的“她”，正是以死亡这

一种悲凉且壮烈的方式，欲求着实现“我”心中初恋与青春的不朽：

你可以继续做那初恋的梦，我已无梦可做。我命定地只能住在你心中，

生存在一首诗里。...我再晚死一会儿，我便连住在你心中的希望也没有了。

我住在这里，这里便是你的心。...看那双小鞋，绿的，是点颜色，你我永

远认识它们。我愿在你心中永远是青春。

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有一段关于死亡的经典说法：一个人的死亡有两次，

一次是肉体上的消亡，一次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消亡，后者才是真正的死亡，真正

的烟消云散。“她”的肉身虽已陨落，但却在“我”的心底永生；作为物质存在

的“她”已经消逝，但年少时洁白如梅花的形象在脑海中永不死亡，以至于入梦

来，“我”再将梦诉诸笔端具象化，让“她”在文字中也获得不朽。正如老舍所

写：初恋是青春的第一朵花，不能随便掷弃。这份根植于灵肉之中的爱，夹杂着

些许痛苦，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微小神迹。

如《微神/Vision》影像剧场的场刊所写：在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对话中，在

现实、梦境、回忆、幻想的多重时空之间，探寻时间与爱的真相。青春易过是难

违抗的事实与命数，“她”的扭曲与下沉是“我”爱欲的纪念碑。人在此种永动

的欲望的伴随下走过时光，获得成长，未得圆满的初恋之况味与爱的真相，或正

是如此。

五、余论

老舍《微神》原作是复杂多变的意识流文本，而越剧影像剧场《微神/Vision》

是在此基础上所做的一次极具创意性和探索性的戏剧实验——于传统戏曲与现

代技术的交融下探索了艺术形式的创新，实现了文学文本到舞台文本的转化，着

17 马元龙.关于爱：拉康读《会饮》[J].文艺研究,2023,(08),第 17 页.



力还原了原作中所涌动的爱欲源流，并顺利引领观者进入情感自由流动的意识世

界。

观演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笔者最后想补充的是，演出虽早已结束，但关

于戏剧的思考不会即刻谢幕。

怨世间多少伤心处，梦中又说人间梦。

春光在那个梦中惨淡了许多。后来，我只能用我的笔，再写下那场走不出的

幻梦……

以舞台改编的尾声作结——从有限的个体里投射出世界的全貌，让创作者的

意识世界与观者的意识世界相遇，当走出剧场的空间，我们仍能带着些许省思与

力量继续生活，期待下一次帷幕的开启，这正是文学作品和戏剧艺术的意义及魅

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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