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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秦淮河风光带实景演出策略研究⃰

李哲 施敏萱

【提要】实景演出作为近年兴起的昆曲表演方式之一，既能以山水风景进一步激发演出的形

式美，也能使园林与昆曲的文化内涵得以充分表达。作为昆曲经典剧目，《桃花扇》是南京

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桃花扇》文本，结合秦淮河风光带已有的实景演出现

状，对秦淮河沿岸可以利用的演出空间展开调查，设计《桃花扇》实景演出方案，旨在以传

统文化为依托，打造南京文化旅游的城市名片。

【关键词】《桃花扇》；昆曲表演；实景演出；园林美学

昆曲与园林有许多共通的美学特征，如以少胜多、动静结合、虚实结合等，都表明园林

是昆曲表演的最佳场所。过去士大夫造园，先造花厅、水阁用于赏曲，余音绕梁中凝练着古

朴典雅的生活情趣。
[1]
因此，实景演出的作用既在于借助实景还原昆曲的形式美，又在于复

原古人的生活情趣与昆曲的文化内涵。《桃花扇》作为昆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作品，与南京

有着深厚的地缘关系，是南京独特的城市文化资源。将其作为代表南京的城市名片打造实景

演出，是因地制宜的选择。

有了曲目，就要考虑取景。笔者认为，在秦淮河风光带取景最合适。

首先是出于剧情的客观需要。经统计，自试一出《先声》到续四十出《余韵》，44 出戏

中仅有 15 出地点不在南京。其中秦淮河媚香楼集中了《传歌》《访翠》《却奁》《眠香》《闹

榭》《拒媒》《守楼》《寄扇》《题画》9 出，侯方域与复社文人的交友活动、侯李二人相识定

情、香君守节血溅桃花扇等主要情节都发生在这里。此外，《哄丁》中复社文人殴打阮大铖

的地点国子监文庙（今夫子庙）、《逮社》中侯方域三人被捕的地点三山街蔡益所书店也都紧

邻秦淮河。由此可见，秦淮河风光带是《桃花扇》核心情节的主舞台，演出选址在这里，能

够在保证剧情完整度的前提下最大程度还原《桃花扇》文本中的场景。

其次，《桃花扇》中金陵怀古的文学传统，也契合南京的文化特质。原著试一出《先声》

中，作者让“活了九十七岁，阅历多少兴亡”[2]的老赞礼作为剧情“向导”首先出现，直言

《桃花扇》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续四十出《余韵》中，苏、柳二人与老赞礼也就地取材，

在龙潭江畔以《秣陵秋》《哀江南》等唱词归结兴亡。作者还大量使用“金粉”“王谢”“吴

宫”等六朝怀古意象，或以残败春色、枯寂遗址渲染“兴亡”为全剧奠定感慨时局兴衰的基

调，唱词“南朝古寺王谢坟，江上残山花柳阵”[3]、“难寻吴宫旧舞茵，问开元遗事，白头

人尽”[4]、“金粉未消亡，闻得六朝香”[5]等都是如此。

秦淮河风光带景区具有的客观条件也可以满足演出需求。其一是演出场地，经实地考察，

秦淮河沿岸存在部分空地可以利用，对现有的画舫路线和固定地点的实景演出进行改良即可。

其二是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并重，秦淮河风光带作为南京地标之一，景区承载

量大，本身又是广泛吸引古典文化旅游爱好者的锚点。瞻园、芥子园等已有的昆曲实景演出

项目均在此选址，也为《桃花扇》实景演出设计提供经验。

总结已有实景演出的经验和不足，《桃花扇》实景演出的创新点主要在动线设计方面。

古典园林承载着古代文人归隐的取向，有着自我封闭性的特点；而今天的文旅项目肩负着面

向公众的社会价值。如何使文化遗产以更本真、更动人的面貌呈现在现代人面前，是挖掘地

域特色、打造城市名片、设计文旅项目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现实调查：秦淮河风光带现有戏曲园林实景演出分析

秦淮河风光带东起东水关，西至水西门，掌故云集，是南京城市文化的地标之一，目前

也推出了中华门夜游等实景演出类文旅项目，但其中以昆曲表演为主体的实景演出项目较少。

⃰ 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说文解字》“木”部字研究”（项目号：202410298051Z）阶段

性研究成果。



其中，芥子园和瞻园的昆曲实景演出运作较为成熟，也广受关注。从昆曲与园林的共同美学

特征角度分析，这两起案例的设计思路属于不同的类型；从文旅项目设计角度，两者也各有

可借鉴与不足之处。

陈从周在《中国园林鉴赏辞典》中指出大园和小园的造景有动观、静观之分。“小园以

静观为主，动观为辅。大园以动观为主，静观为辅……小园不觉其小，大园不觉其大，小园

不觉其狭，大园不觉其旷，所以动观、静观有其密切关系。”
[6]
瞻园作为“金陵第一园”，几

经扩建，其实景演出也是以动观为主，声势浩大；而“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的芥子园

素以小巧精致著称，其中的实景演出也以静观为主，形式简约。这样安排演出的总体思路也

是因地制宜的表现。

瞻园的实景演出总体可分为两个版本。第一版是疫情之前的《金陵寻梦·夜瞻园》，游

观路线大致是由南门至翼然亭，至静妙堂，再到北假山。每至一处，民乐演奏、昆曲《牡丹

亭》、《红楼梦》越剧、小提琴《梁祝》依次上演。这样的路线基本能够覆盖瞻园南侧的主要

景物，尤其是《梁祝》环节，演员与观众隔水相对，节目起到了“点景”的作用，使游人的

注意力放在瞻园胜景北假山上。虽然昆曲表演只是其中一环，并且出于动线连贯考虑，只分

到了背水的翼然亭，观众站在面前的盆景园空地上，与静妙堂和北假山的节目相比，少了起

隔断作用的水景，稍欠含蓄之美，但几出传统艺术节目连贯进行，整体效果和谐。疫情期间，

演出中断，景区为了收获更大的市场效益，推出了第二版《金陵·王府往事》。虽然游览的

动线与第一版相差无几，节目却改头换面，变成了婚恋主题剧本杀：徐达之孙反对家族门当

户对的联姻，与莫愁女相爱，最终新娘是谁还要看现场观众投票。传统节目不再作为演出主

体，仅仅作为点缀，生硬地穿插在剧情中。《牡丹亭》等戏曲作品本兼有雅俗文学的性质，

突兀地出现在婚礼进程中，反倒显得附庸风雅，失去本味。静妙堂与北假山的最佳位置留给

了婚礼现场和现代歌舞表演，虽有创新之处，但放在古老的园林中，还是少了雅朴的韵味。

删繁就简、以少胜多本是昆曲与园林的共同美学特征，瞻园实景演出的改版却由简约自然变

得杂糅喧闹，究其原因，是景区错误地评判了传统艺术的价值，本质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

修复后的芥子园位于老门东景区的酒店内，每周末晚上有昆曲表演，舞台为临水小亭，

背靠假山，以狭窄的山洞作为与后台的隔断。园子狭小的空间采用了环形结构，回廊环抱着

水池，水又环抱着舞台，起到回音效果；假山之上又有亭台廊桥，演出对于舞台身后的造景

来说，也起到点景的作用。作为舞台的亭上有“人籁天籁”的匾额，语出《庄子·齐物论》：

“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7]
园林常被称作“壶中天地”，园林艺术

沉淀着道家文化，齐物论中的这段文字又以描写声音出彩。可见，园林中的昆曲表演不仅是

人的声音艺术，更是自然的声音艺术，声音在布景中回荡，又与景相互衬托，最终达到天人

合一的美学境界。观众从一个定点静态观看演出，如同欣赏小室中的一幅书画作品，可选择

“月榭”或与宾馆走廊相连的另一处小台，都与舞台隔水相望。

芥子园演出的曲目也是《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折子戏，表演者有专业昆曲演员，

也有本地昆曲爱好者。与剧场版相比，演员的动作幅度受到场地限制，配乐也只能选用录音

设备，无法像剧场一样由乐队现场演奏。然而，实景演出不仅重视表演的质量，更重视环境

与演出相映成趣的意境。与瞻园的演出相比，又胜在简约、自然，较好地还原了园林与昆曲

的本味。因此，芥子园实景演出不足就剩下针对人群过小，只能通过花费高昂的用餐或住店

费用观看，在雅致的形式外裹上了一层商业化的躯壳。于当今文旅项目而言，更应当考虑的

不是利用古典园林的封闭性赚钱，而是如何使实景演出走向公众，创造更大的社会效益。

除此之外，近年来，也有一些直接以《桃花扇》为主题的活动，以类似实景演出的形式

举办。例如 2024 年 10 月未剧团在栖霞山桃花扇亭举办的如“栖”而至昆曲读剧会，其中有

昆曲演唱、体验环节，但主要还是以朗读欧阳予倩改编的《桃花扇》话剧为主；改编自《不

栖而遇·桃花扇》的实景漫游剧也作为保留节目，在栖霞山景区反复上演。桃花扇亭建于



1980 年，靠近李香君出家的葆真庵遗址，形状酷似扇形，有桃花状漏窗，原本是经典的粉

墙黛瓦，在 2023 至 2024 年间却粉刷成了粉红色，不知是否是为配合该演出而重新装修，但

与周围环境色彩的割裂程度大大增加了。

二、具体方案：《桃花扇》在秦淮河风光带的实景演出设计

基于以上调查，《桃花扇》在秦淮河风光带的实景演出设计策略如下：

（一）剧情裁剪

《桃花扇》涉及人物较多，情节曲折且时空跨度较大，在实际演出中需要选择、裁剪，

重组编排剧情。1991 年版《桃花扇》由《访翠》《却奁》《圈套》《辞院》《阻奸》《寄扇》《骂

筵》《题画》《惊悟》和《余韵》十折戏组成，江苏省昆剧院《1699 桃花扇》则将原著的 44

出整合为 6出搬上舞台。作为园林实景演出的《桃花扇》也需要在原本、全本基础上作出相

应调整。

昆曲园林实景演出作为传统戏曲与现代文旅融合的创新形式，需着眼多重内外部因素。

时间层面的季节周期与昼夜更替、空间维度上的路径可行性与景区游客承载力等都应纳入考

虑，演出时长也需遵循观众注意力曲线。统筹考虑动线、时间、演员调度、观众偏好与心理

等现实因素，决定将实景演出剧情编排为以下四出。

第一出交代全剧背景、展现人物关系，从莫愁湖畔开始，包括复社文人的聚散及其与阮

大铖集团的拉扯、《眠香》中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相识和定情、《却奁》中李香君的气节，最后

以《辞院》二人被迫分别收尾，大约对应原著试一出到第十二出的内容。

第二出整合原著《媚座》《守楼》《寄扇》《骂筵》四出，主要发生在秦淮河媚香楼，是

全剧尤其女主角李香君的“高光时刻”，李香君将诗扇作为防身利剑、誓死不下楼、血溅诗

扇的“立志守节”令人动容。

第三出可视为“武戏小专场”，以原著第三十七、三十八出史可法等人死战、沉江为中

心，展现明末战事动荡与爱国志士的气魄。正如《1699·桃花扇》导演田沁鑫所言:“昆曲

在过去的历史中，是文武并重的。要让观众看到，昆曲不仅仅是才子佳人，还是有力量、有

场面的艺术。”武戏是昆曲演出的重要部分，也以其独特的力量和强大的表现力吸引着广大

观众。

第四出则是全剧尾声，战火纷飞中，男女主角在道观重逢，抒发离合之情、兴亡之感。

另外，经过重整的剧情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连贯之处或略写的细节。这些内容可以以老

赞礼旁白的方式呈现，在游船上穿插播放。

（二）时空编排

古典园林是演奏昆曲的最佳场所，人们借助实景能更好地领会昆曲之境；《桃花扇》故

事的主舞台——南京，有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城市特征。在此总体基调之下，进一步选择前

文所述四出戏的具体场景。原著每一出都在开头交代了故事时空，其中的空间可大致分为以

下几类。一是室内空间如住宅，如第一出《听稗》的冶城道院、柳敬亭住宅等。二是秦淮河

畔的一系列场景，也是出现最多、最为重要的，如全剧开头的冶城道院、第二出《传歌》的

南京秦淮河媚香楼及后文的国子监文庙大成殿等。其三是一系列官场场所，如清议堂、兵部

署、明宫偏殿、锦衣卫署、太常寺。其四是南京栖霞山、龙潭、江边一带。另外还有一些不

在南京的地点，如武昌左良玉军营、凤阳府督抚衙门马士英书房、扬州史可法军营、安徽芜

湖黄得功军营等。据此，第一、四出演出地点选择莫愁湖抱月楼前空地（图 1）；第二出选

择内秦淮河畔李香君故居附近（图 2）；第三出选择东水关码头边戏台（图 3、4）。



虚实结合本是园林和昆曲的共同美学特征。陈从周认为，中国园林的特质包括“使理想

中的境界付之于实现”。“这种效果的产生，主要是设计者对文学艺术的高度修养，而与实际

的建筑相结合，使理想中的境界付之于实现，并撷其最佳者而子以渲染扩大。”
[8]
第一出《听

稗》中，作者就借柳敬亭之口说出“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9]
“一叶扁舟桃源

路”
[10]
“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

[11]
，用陶渊明《桃花源记》之典故。桃花扇这

一物象，既是对历史的感慨，又寄托着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所以，在设计演出场景时可以由

实入虚，在现实景物的提示下进入历史的虚境；又由虚入实，结束对历史的回溯。自第一出

至第四出，演出的介质实现由陆地到水中再回归陆地的转换，表演场景由莫愁湖公园地面到

秦淮河水面，又回到莫愁湖地面。观众的感官从脚踏实地出发，上船后感受到行于水路的摇

晃，最终又回到现实，这恰巧对应了演出的人物安排与原文的叙事结构：故事从老赞礼的唱

词开始，众人物轮流登场，上演历史的画卷，最终又在老赞礼的总结中落下帷幕。由此，演

出达到由实入虚，再回归现实的效果，是对虚实相互转换的尝试。

在时间维度，“春在秦淮两岸边”
[12]

，季节与天气不同，秦淮四时之景无穷，戏曲气氛

及剧中人物的活动、心绪也都随之变化。“中国园林的设计者考虑到不论风雨明晦，在各种

自然条件下，都能给予人们以最大最舒适的美感，使人们在各种自然条件下欣赏园林”
[13]
；

文人也在各种不同的境界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体会。第三十三出《会狱》中,柳、侯、吴、

陈在狱中合唱:“赏春月，同听鹃，感秋风，同咏蝉。”
[14]
《桃花扇》的故事贯穿一年四季，

但有所侧重，多为春季。其中发生在三月的有 11 出，占了全本四分之一之多；其次是五月，

共 8 出。侯李定情就是在春季，“夜夜春情散不收”
[15]

。发生在十月的则是《辞院》《媚座》

《守楼》三出，《辞院》是侯李分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离合悲欢分一瞬，后会期无凭准”
[16]
；《媚座》《守楼》更是全剧高潮，李香君拿着定情诗扇怒道：“案齐眉，他是我终身倚，

盟誓怎移。……便等他三年，便等他十年，便等他一百年，只不嫁田仰！”
[17]

她“就死不下

此楼”
[18]

，倒地撞头晕卧、血溅诗扇，“灯昏被冷有谁知。”
[19]
发生在十一月的只有《寄扇》

一出，开头就唱:“寒风料峭透冰绡，香炉懒去烧”、“炭冷香消，人瘦晚风峭”
[20]

。秋冬所

占篇幅很小，却无不凄凉悲壮、动人心魄。

另一方面，演出的光影、色彩效果也至关重要，应作昼夜场之分。《桃花扇》大部分故

事发生在白天，也有小部分发生在夜晚，多为秦淮河上的情节，如第八出《闹榭》中侯方域

等人联句消夜，“夜阑更深，灯船过尽了，我们做篇诗赋，也不负会文之约。”
[21]
夜晚的情节



也多蕴含离愁悲凄之感，《守楼》：“下楼下楼三更夜，红灯满路辉；出户出户寒风起，看花

未必归。”
[22]

《寄扇》：“满楼霜月夜迢迢，天明恨不消”
[23]
，都是如此。可以根据昼夜场对

演出的剧情稍加选择。

与演出的空间相对应，观众又应在怎样的环境中、遵循怎样的路径观看实景演出呢？经

过考察，在第一、四出莫愁湖抱月楼前，有回廊与草坪可供观众观演；第二、三出的秦淮河

沿线，则客观存在着三种观演路线——在秦淮河画舫观演，身临其境，节奏舒缓，体验最为

沉浸；河堤沿岸的市民与游客可以在散步中边走边看；也可以选择坐在河岸茶馆、旅馆中欣

赏，但是较为被动，无法移步换景。最后，还应考虑观众体验感的连贯性，调动多种感官。

“在形的美之外，还有声的美，载歌载舞，因此在整个情趣上必领是一致的。”
[24]

考虑到每

两出戏之间存在一定的空白，为保持观众的沉浸感，可以在画舫上、河岸音响中播放昆曲桃

花扇的伴奏。

总之，在昆曲中，季节和昼夜的变化与人物心理、行动相映；实景表演中，也应注意季

节景物变幻、昼夜光影效果、剧情氛围情绪、观众实际体验的对应，增强观众的沉浸感、体

验感。

三、总结

《桃花扇》实景演出设计的价值，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从园林景区和大众视角来看，

这是古典园林走出封闭性、走向公共空间的一次尝试，也是昆曲艺术依托园林空间，面向大

众扩大影响力的尝试。从昆曲演员和爱好者视角来看，“走出剧场”是昆曲新的发展方向，

也是演员与观众主体性的交互。实景小剧场的演出也可以锻炼爱好者和新演员，增加演出精

进的机会和同好交流的平台。从昆曲的实景演出本身来看，是对形式单一化，到处都演《牡

丹亭》的改良，也是推动实景演出走向个性化和地域化的尝试，也是尝试改变昆曲在文旅项

目中的地位：从作为景区的点缀，变为更强调戏曲本身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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