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历撕扯与蜕变
接触到这个所有主创团队成员均为九零后的剧

团，并非因为他们的作品有多么一鸣惊人，而是那股

子热情，以及热情背后超越年龄的冷静和深沉。

作为人面剧团原创的第一部作品，《入梦之前》

承载了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团体生涩锐利的野心。

他们希冀在舞台上通过梦境展现真实生活，让观众

自己进行“梦的解析”。剧团以“人面”为名，既有“人

面桃花相映红”的青春喜悦和生命力，又代表着戏剧

起源时佩戴的“假面”，人面即是千人千面。

2018年年末试演版《入梦之前》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在这个西式内核的爱情故事上，讲述一个当代中

国家庭故事。而复排版即将于2019年10月18日首

演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它大胆地砍去了爱情戏，故

事聚焦父子关系，增加了原创改写的比重和维度。导

演赵以形容，这是“在莎士比亚的肩膀上飞翔”。

身为九零后创作团队，在舞台上讲好“我们”自

己的故事并不容易。经历了半年多的撕扯与蜕变，

剧团更加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坚定地去做原创戏

剧，讲好中国文化里的故事，打造具有自身风格的

“人面传奇剧”。就像他们在公众号里对自己的定

义：这是一个青年原创戏剧团体，旨在创作扎根中国

古典传说，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戏剧作品。

九零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他们正在迈

入而立之年。探讨人生归于何处，自我走向何方，似

乎不再仅仅是剧中主人公的议题，也是两位九零后

主创面对自己内心成长的“潜台词”。

剧团成立之时，编剧卞润华与导演赵以，也处于

人生的转折点。卞润华在复旦大学数学系求学期间

进入戏剧社团，之后留美四年学习了宗教哲学。戏

剧是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个问题曾一度让他

困惑不已。中戏导演系研究生毕业的赵以度过了半

个青春的混沌之后，选择离开高校体制，也走到了人

生的十字路口。

彻底推翻与重构
从卞润华写作第一本小说《我往何处去》开始，

“我该怎么活”总是萦绕在他内心深处。“我希望理解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我。我想寻找到一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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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之年的顿悟
【文/冷梅 图/受访者提供】

如何打造具有哲学

深度、文学品质的当代舞

台剧作品，是他们执着探

索的命题。

卞润华对剧团的定

位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中国，一是经典。“这个中

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我们生活的这片土

地，大家关注的问题，内心有怎样的纠结。”他认

为，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他们很少谈及父母，然而

他们内心深处又很在乎父母。

而中国古代各种传说和故事，是一个巨大的

宝藏，值得年轻人去好好研读。很快，卞润华确定

了未来的创作主题为唐传奇，首先就是演绎李白

的故事《化鹏》。在外国读书时，他因为阅读《牡丹

亭》内心震撼不已，不光是因为汤显祖的语言，也

包括当时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所写的剧本

以及它的哲学意味。避开拗口的语言，如何使用

当代人能够接受的方式重新解读经典，形成古今

对话，成为剧团的愿景。

让我为之付诸一生。”关于自我的责任感，反复出现在

他的各种作品中。也是这个原因，李白的故事自然而

然吸引到他。

“李白一生都在梦想着自己是逍遥游里的大鹏，

他身上的很多特质与当代青年有共鸣。李白年轻时

代，曾在长安城打拼，满怀抱负却屡屡受挫，最后灰溜

溜地离开了长安城。李白正好三十岁，和我们年龄相

仿，又同在大城市打拼。”《化鹏》讲述青年李白在长安

的落魄生活，在诗仙李白身上投射当代青年的迷茫与

渴望。这个基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病症创作的作品，延

续了剧团“讲好我们文化里的故事”的诉求。

卞润华认为，李白代表的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态

度，你究竟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导演赵以认为，

创作虽然是非常个人的过程，但你需要兼顾时代青年

的声音。戏剧构作可以让当代人与古代人对话，增添

时间的维度。创作中，你需要时刻谨记所有线索并非

一个单现场的还原。一个面相立体的人物身上既有

古也有今。

解读一场父与子的告别
在国外读书时，卞润华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中

国传统究竟可以教会我什么？它的价值观能够如何

指导我今天的生活”。他更希望人们在李白的故事中

吸取力量。当年，他离开了学术圈，转投戏剧圈，或多

或少是因为戏剧对于人们思想的冲击可以来得更快

速直接。

卞润华的想法与好搭档赵以不谋而合。赵以说

自己曾经走过一段极端的路，一度认为传统在拖当代

中国的后腿，只有新思想、新理念才适合当代年轻

人。然而，慢慢走向社会，他越发觉得家庭成为连接

中国人传统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的纽带。

《入梦之前》几经推翻重构确定为父与子的主线，

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剧中的父与子，自始至终都没能

找到适合彼此的交流方式。戏里的儿子需要“成长”，

主动担负起自己生命的责任。父亲的议题叫作“告

别”，他需要直面儿子在精神上远走的事实，学会放手。

戏剧的出口，也让两位九零后主创试图站在父亲

的视角，去理解上一代人的价值理念以及情感表达方

式。在中国古代的价值伦理体系下，父权不可违抗，

而当代的父子更趋向于相互尊重。虽然故事结尾，父

与子的矛盾依旧不可调和，但双方通过“沟通”，试图

彼此“理解”。

在创作《入梦之前》时，卞润华正在阅读小说《尤利

西斯》，人生迈入而立之后，究竟该如何和这个世界对

话，这本书恰恰打通了九零后通向真实世界的桥梁。

两个创作核心

《入梦之前》2018试演版剧照

人面剧团九零后编剧卞润华（左）和导演赵以（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