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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火丁火爆上海的背后

戏曲不缺角儿，缺偶像
潘 妤

京剧男旦需要刻意培养吗
陈自刚

资 讯

儿童剧扎堆辽宁演出季

苗山民俗风吹进北京城

本报讯 （记者隗

瑞艳）4 月 2 日、3 日，

正值清明假日期间，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

县的民间艺术家们，走

出大苗山，千里迢迢来

到北京，为观众带来了

一部精心打造的苗族风

情文艺晚会——《风从

苗山来》。

十 里 不 同 风，隔

山不同俗。广西融水

苗族是一个生活在大

山里的民族。绵绵千

年，苗族民俗文化代

代相传。大苗山民族

风情异常浓郁，素有“百节之乡”

的美称，众多的民族节日与独特

的木楼建筑、手艺精巧的服饰、富

有情趣的民族餐、奇异的婚俗等，

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画。

此次演出，来自融水文工团

的 40 多位演员，把吹笙、踩堂、坐

妹、婚嫁、劳作等原生态的苗族

文化用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围

绕苗族生产劳作、民间图腾、婚

恋习俗、自然风光等，以原生态

歌舞表演形式，展现了融水浓郁

的民族风情，尤其是苗族人民坚

韧、朴实、勤劳、热情的民族特

质，被誉为融水的“八桂大歌”。

据介绍，《风从苗山来》从节

目创意、制作到演出，都得到了

柳州市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并由

县领导主抓。投入几百万元对

节目精心打磨，多次召开研讨会

请专家指导，体现出市县领导力

图通过该演出来促进旅游经济

发展，并将苗族文化传播到全国

乃至海外的决心。

一个民俗就是一段历史的

积淀，一组风情就是一篇文化的

华章。《风从苗山来》的演出，如

春风般将大苗山美丽的山水、浓

郁的风情带给了观众。

一家之言

看张火丁的戏，票靠抢

“张火丁，女儿家！张火丁，女

儿家！”逸夫舞台的地板又一次被

震天动地般踩响。很多观众起初

并不清楚粉丝们呼喊的内容，但

等到张火丁开嗓，才知道这是他

们的内部“暗语”——就是让张火

丁加唱一段《鸳鸯冢》中的“女儿

家”。当张火丁微微欠身开唱“女

儿家”三字时，剧场里爆发出了如

雷的掌声和喝彩。在观众“山呼海

啸”的呼唤中，张火丁几度谢幕返

场，直至破天荒加唱了 3 个唱段，

才让兴奋异常的粉丝心满意足。

演出一结束，粉丝们又到剧

场后台“围追堵截”，张火丁在簇

拥的人群中好不容易坐上车，依

然有疯狂的观众送上签名本，直至

遥遥目送车子离开。

这样的场景，对于一些老戏迷

来说并不陌生。当年戏曲红火的

时候，戏迷们的追星热情不逊色

于如今年轻的各类粉丝。逸夫舞

台这个百年剧场，也见证了无数

名角被戏迷追捧的历史。只是，

这样的火爆场景，如今却显得有

些陌生，甚至让人惊诧。“看张火

丁的戏，票子靠抢，喝彩要吼，后

台常堵。”这是一个戏迷的总结。

“票子靠抢”，是不争的事实。

张火丁在上海每次演出票价都是

880元的高价。但要想买到票，依然

需要“眼疾手快、消息灵通”。据逸

夫舞台总经理钱莉莉介绍，张火丁

的粉丝中，中青年不在少数，甚至有

很多人甘愿打“飞的”为张火丁捧

场。如果画一张地图，张火丁的这

些粉丝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

更有夸张的戏迷，只要张火丁

演出，每场必到。出版人老六可算

是其中典型。这位出了名的“火

迷”，在自己博客上洋洋洒洒写下

了 8000 字的《迷火记》，连呼“跟角

儿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确是一种

幸 福 ”。 而 这 些 年 ，他 更 是 自 投

100 多万元，前后花了五六年，出

了一本张火丁的精美影像集《青衣

张火丁》。在粉丝们为张火丁创建

的“火之丁丁”网站中，戏迷围绕着

相关报道《如果这都不算爱》热烈

讨论“再贵也要买”！

艺术吸引力，是关键

偶像演员是观众的缔造者。

有网友在看戏后留言：建议不喜欢

京剧的人去听听张火丁，也许他们

从此会爱上京剧。而当年，茅威涛

也曾让很多从不看戏的年轻人成

为迷恋越剧的“茅迷”。上海昆剧

团也通过张军等昆三班年轻人的

“偶像路线”，10 年间培养了大量

年轻新观众。而老戏迷白先勇更

是深谙此道，他坦言，自己一手捧

出俞玖林和沈丰英，就是希望他

们 成 为 领 观 众 进 剧 场 的 青 春

偶像。

“戏曲从来都是‘角儿’的艺

术，这和今天听流行歌曲、看偶像

剧追着人去是一样的。从京剧的

‘四大名旦’‘四大 须 生’到 越 剧

的‘舞台十姐妹’，都是那个时代

的偶像。因为这些角儿，才让戏

曲有了曾经的辉煌。”一位戏迷

感慨道，“ 没有可以崇拜追逐的

偶像，自然就不会有多少忠实观

众 了 。 现 在 的 戏 曲 舞 台 缺的就

是偶像。”

中 国 戏 曲 界 的 角 儿 从 来 不

少，每个角儿背后也都有自己的

粉丝。但像张火丁这样，既有口

碑又有市场的，屈指可数。

在戏迷看来，戏曲的偶像与

流行偶像最大的不同是，艺术吸

引力仍是其个人魅力的关键。钱

莉莉曾感慨：“京剧卖票难，但张

火丁的演出却一票难求，根本上

还是戏好。她舞台上那种气质，

真是好啊。”

戏曲不缺角儿，缺偶像

偶像是从观众和市场中来。

当下戏曲，有的是角儿，缺的是

偶像。

“我们有的是好演员，却没有

给他们成为偶像提供条件。”资深

戏曲经纪人许霈霖感慨。演员们

自己缺乏这样的意识，他们身边

更缺少替他们包装的团队。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谢

柏梁也说过：“大幕没有拉开前，

一 切 永 远 是 神 秘 的。”在 许 霈 霖

看 来 ，现 在 的 演 员 太 过 抛 头 露

面，缺 乏 神 秘 感，什 么 公 开 场 合

都上，很难形成偶像的光圈。在

这点上，除了演戏很难让观众谋

面 的 张 火 丁 确 实 值 得 学 习。“ 昆

曲 义 工”吕 小 姐 认 为，相 比 日 本

歌舞伎大师坂东玉三郎，中国的

戏曲演员，很少善

于制造自己的“神

秘效果”。

钱 莉 莉 认 为

戏 曲 圈 普 遍 缺 乏

包 装 意 识 ，诸 如

上 海 京 剧 院 的 余

派 女 老 生 王 珮 瑜

有“ 小 孟 小 冬 ”之

誉，还曾在电影《梅

兰芳》中为章子怡

扮 演 的 孟 小 冬 配

唱。可惜电影播出

一年后，她的讲座

才 开 讲 。 钱 莉 莉

说 ，如 果 赶 在 电

影 的 热 火 期 ，该

多 好 ，现 在 黄 花

菜都凉了。

无独有偶。电视剧《红楼梦》

选秀中黛玉组的冠军李旭丹曾是

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而她退 出

剧组加盟上海越剧院，在越剧舞

台 上 演 出 林 妹 妹 完 全 可 以 包 装

一 下 。 但 李 旭 丹 加 盟 上 海 越 剧

院后却被“雪藏”，原因是李旭丹

在专业上“还太稚嫩”，于是硬生

生地将她“冷却”了下来。

在许霈霖看来，要把年轻演

员包装成戏曲偶像，一定要给他

们演出机会，让观众了解他们，熟

悉他们。有了观众基础，才能出

偶 像 。 这 些 年 上 海 越 剧 院 通 过

“越女争锋”等活动，就为年轻演

员培养了大量粉丝。

要包装偶像，经纪人更是必

不可少。但在这点上，戏曲界基

本属于空白。许霈霖认为，张火

丁有她哥哥张火千作为经纪人运

作 演 出 事 务，这 是 个 很 好 案 例。

“演员应该专注于艺术，经纪人应

该全面地掌握对演员的包装和运

作，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场合，什

么演出获取什么报酬，都是应该

综合考虑的。而事实上，现在的

很多戏曲演员都需要自己想办法

拉赞助，这其实有损于他们自己

的形象。”

很 多 戏曲演员表示，他们目

前 的 状 况更多还在“疲于奔命求

生存”，没有人也没有资金去包装

他们。虽然困难显而易见，但正

如 明 眼 人 所 言“ 无 论 如 何，赢 得

观众，才是第一重要的”。

打“飞的”买票捧场，排山倒海般喝彩鼓掌，把屋顶掀翻把地板踩烂也得要求加唱，

甚至用长枪短炮现场拍照外，还不惜自投百万元出版精美画册……这些听起来极其疯

狂的追星举动，如今不再只是影视明星和流行歌星享受的专利，也会出现在戏曲演出

中。京剧青衣张火丁近日在上海逸夫舞台的“程腔张韵”演出，现场的疯狂场景，让很多

第一次看张火丁演出的观众错愕，“这是在看京剧？怎么火爆程度快赶上演唱会了！”

除了每次来沪一票难求的盛况，张火丁特有的“火迷”现象也引起了人们关注。很

多人认为，成就张火丁偶像地位的，是她的艺术第一的态度。戏曲不缺角儿，缺偶像，传

统戏曲应该重唤“偶像时代”，重新找回观众，成为很多业内人士的感受。

张火丁《锁麟囊》剧照

张火丁行云流水的圆场水袖功夫让人眼花缭乱

近日，不少报刊上出现了关

于京剧男旦的文章，认为当代男

旦成功不易，在戏剧舞台上几近

销声匿迹，尤其是奇缺“80 后”京

剧男旦，并分析认为，京剧男旦人

才缺乏的内因是收入过低。一批

媒体对男旦的集中报道，不禁让

人想要关注：京剧男旦需要刻意

培养传承人吗？

京剧男旦：
或许永远没有“最后一个”

近年来，各地舞台上都活跃

着一些被称为“男旦”的演员，其中

有人也得到了观众欢迎和市场肯

定。然而他们的表演，除个别专业

演员外，大多局限于对“四大名旦”

唱段的模仿，或属于票友，与真正的

专业京剧男旦演员之间还有很大差

别。目前全国各京剧团中，专业男

旦演员数量是比较少，但媒体上所

谓“程派第一男旦”“最后一个男旦”

的说法是否确切？京剧男旦是否面

临传承危机？我们是否需要有意识

地大力培养京剧男旦？这些问题都

值得认真商讨。我并不反对男演员

扮演旦角，但我认为，我们并不需

要 特 别 地 培 养 男 旦 来 从 事 京 剧

职业。

男旦会不会彻底消失？我觉

得 不 会 。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后 多 年

来，我国戏曲学校从教学角度不

主张和提倡培养男旦，但是男旦

也没有因此而断档。温如华曾经

被称为“最后一个男旦”，但现在

又有了更年轻的演员出现。京剧

在发展，什么时候叫最后？永远

没有最后。当我们不提倡男孩子

演 旦 角 的 时 候 ，不 也 有 人 在 演

吗？所以“最后一个男旦”这种说

法是不确切的。

男旦在京剧历史上有过辉煌，

“四大名旦”的出现更是把男旦表演

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但男旦的辉

煌是有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的。早

年的京剧科班里全部是男性演出，旦

角当然也只能由男性扮演，直到新中

国成立前夕才开始有女性出演旦

角。梅兰芳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男旦，

除梅兰芳个人所具备的条件之外，也

和当时大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自

从有了女性扮演旦角，各个历史时期

都涌现出了有成就的女演员，她们也

都深受观众喜爱。这证明京剧不是

只有男旦演才有光彩，男旦摹仿不到

位的，女性演起来更自如，某种程度

欣赏起来更好看。

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上已经

出现了一些女性旦角演员，在社会

上比较有影响的有杜近芳、李世济、

赵燕侠等，“四大名旦”也都招收女

弟子。“中华戏校”也开始招收女性

演旦角，培养出了当时在社会上号

称“四块玉”的几位女演员，她们是

侯玉兰、白玉薇、李玉茹、李玉芝。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于京剧演

员，原则上是按照性别来从事本行

当的扮演者，旦角由女孩子来学，先

后培养出了很多有成就的女演员，

如杨秋玲、刘秀荣、刘长瑜、杨春霞、

孙毓敏、李维康、王蓉蓉、李胜素等，

她们在舞台上大放光彩。毫不夸张

地说，无论哪个时期，都有大批的女

性旦角佼佼者，目前活跃在京剧舞

台上，当家、有分量、有影响的旦角，

仍然是女演员。

男女旦角：
顺其自然传承更好

谈到男女旦角的区别，男旦有

优势的应该是文戏。由于“四大名

旦”的出现，使当代的男旦演员们在

继承和摹仿前辈的唱腔上有着一定

的优势。从扮相而言，在传统戏表

演中，男性也能够通过化装取得接

近女性的效果。从身段和动作表演

来说，男旦在表演中需要摹仿女性

身段，对动作的掌控有更大的难度。

与男演员相比，从生理条件来

说，女性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嗓音会

发生改变，中气也没有男旦足，艺术

生命往往没有男性的时间长。但这

只是京剧整个艺术范畴中的一部

分。从其他方面来看，女性有着更

大的优势。在扮相方面，传统戏中，

男旦和女旦的扮相尚可称得上相差

无几，但现代戏中，女性演员的扮相

明显要优于男性。从身段和动作表

演来说，女性的表演也更加自然。

当演员在台上表演时，女性不需要

再刻意摹仿女性身段，更能够专注

于表演程式的表现。

在京剧艺术中，男旦有他们的

光彩和成就，也是被大家所承认和

接受的。所有的女性旦角演员，全

部继承和发展了“四大名旦”的艺

术。从戏剧发展角度看，传统戏剧

肯定要保留，但将来京剧还要发展，

还要演一些近代戏和现代戏。女演

员在这方面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回

忆当年的男旦大师，他们在演新编

历史剧和现代戏的时候也没有演传

统戏那么得心应手。而且实践证

明，女演员的唱腔和表演不一定逊

色于男旦。因此，整体来看，在旦角

表演上，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大的舞

台和发展空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演员进

入京剧团扮演旦角，是清除封建残

余的重要手段，在戏曲方面是一个

历史性进步。男旦的传承问题，

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有具备条

件的男孩子愿意从事这项工作，

就去培养他，从前那种完全不培

养男旦演员的做法也过于绝对。

但不要刻意地去大力鼓吹发展男

旦，不要刻意地去谈什么“传承危

机”。 有 一 些 媒 体 提 到 男 旦 是

“因为工资少所以得不到发展机

会”。我认为，工资多少并不是学

不学男旦的理由。在市场经济环

境下，工资多少和个人的能力是

有密切关系的，能够带来观众就

能够带来收入，而不应当归于国

家培养力度的大小。男旦就是戏

曲百花园中的一朵花，如果让国

家为此调整政策是大可不必的。

（作者为中国演出家协会常

务副主席）

开封县杂技团

马不停蹄“跑台口”
焦宇炜

3月27日，从英国斯托克港市

文化交流演出回来不久，河南省开

封县杂技团团长王恒福又为团里

的国内商业演出忙开了。用行话

讲，王恒福在马不停蹄地“跑台口”。

台口就是演出任务，是演员

的“饭碗”。从 1993 年在开封县创

建杂技团起，王恒福就开始为演

员们的“饭碗”到处奔走。如今，

王恒福和他的杂技团走台口不仅

走到广州、北京、上海等国内大城

市，还走到了日本、泰国、韩国、英

国……

出国走台口

2 月 13 日晚，英国曼彻斯特

大剧院。王恒福与开封县杂技

团 13 名演员赴英国斯托克港市

参加文化交流演出。当日正值

农历大年三十，演员们精湛的演

出让前来观看的华人华侨、留学

生 代 表 度 过 了 一 个 美 妙 的 中国

年夜。

演出结束后，观众席掌声如

雷，演员们 3 次出场谢幕。在场的

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倪坚表示：

“这是近年来当地引进节目中演出

反响最好的一次！”翌日的英国当

地媒体则毫不吝啬地用“Amazing

（太 神 了）”来 形 容 开 封 杂 技 的

魅力。

王恒福的杂技团出国走台口

的历史要从 1996 年算起。王恒福

如数家珍地谈起杂技团近年来出

国走台口的经历：“2000 年，杂技

团出访泰国，进行为期一年的民

间艺术文化交流。2003 年，杂技

团又与韩国曲艺团合作在韩国巡

回演出两年。2007 年、2009 年，杂

技团又先后两次赴日，分别在大

阪和东京进行文化交流演出……

出国走台口，有些是商业演

出，也有的是像赴斯托克港市文

化交流的非商业性演出，但王恒

福一直将演出节目质量视为杂

技 团 赖 以 生 存 的“ 本 钱”。2002

年，杂技团精心打造的杂技《双

人顶碗》荣获河南省第 5 届杂技

大 赛 银 奖 。 2006 年 10 月 ，杂 技

《力量》荣获开封首届农民艺术

节特等奖。

当家的魔术师团长

1993 年，在山东枣庄开办杂

技培训班的开封县曲兴人王恒福

响应家乡招商引资号召，带着 20

名杂技演员，返回开封县投资 300

万元创建杂技团，并个人出资 10

万元铺设了杂技团门前的主干

道，该街道遂被冠名恒福街。

在开封县，王恒福可以称得

上是最早闯市场的人。1993 年，

杂技团建设伊始，为了解决员工

“吃饭”问题，他除了在杂技团院

里建排练厅、职工宿舍楼，还斥资

创办了酒店、洗浴中心等杂技团

第三产业。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开封县杂技团就先后赴山东、吉

林、辽宁、北京等地，年演出 300

多场。

杂技团的演员平均年龄 20 多

岁，大多是从小跟随王恒福在山东

枣庄闯荡的原班人员。1997年，杂

技团在开封县招收了第一批学生，

靠老演员传、帮、带，能者上，庸者

下，新演员迅速成长起来。

有意思的是，身为杂技团团

长的王恒福本人并不会杂技，他

其实是一位魔术师。就是这么一

位魔术师，像变戏法一样把该团

搞得红红火火。王恒福本人既当

团长又当经纪人。平时，由王恒

福代表杂技团出面联系，接到商

业演出任务，演员们就迅速归队，

集体出征。一般在国内大城市走

台口，演员月收入 3000 元至 5000

元；演员出国进行商业演出，月收

入大概在 4000 元至 6000 元。杂

技团还根据演员节目质量分档次

定级，质优者多得。

多年来，王恒福跑台口跑出

了经验。由于和大城市的演出公

司、旅游景点有长期稳定合作，杂

技团接的活儿都是早就签好的订

单。在研究市场、寻找市场、占领

市场、巩固市场的“四部曲”中，王

恒福对市场的研究颇为用心。他

坦言，演艺市场吃的就是文化饭，

在当前中央大力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背景下，杂技团探索做

大文化产业的路子，只是万里长

征走出的第一步。

本报讯 “辽宁省第四届优

秀剧（节）目红塔演出季”自 3 月

22 日在辽宁大剧院开幕以来，儿

童剧项目尤其受到青睐。

在《洋葱头历险记》中，主角

都 是 孩 子 们 常 见 的 蔬 菜 和 水

果，他们的性格也和他们的特

征相合，因此特别好玩。平时

大家接触洋葱很容易流泪，故

事中的小洋葱头也正是以此为

武器打败了耀武扬威的番茄骑

士，让他差点被自己的眼泪淹

死；青豆律师是一个奴颜媚骨

的家伙，浑身上下圆滚滚的它弯

腰鞠躬就是翻个跟斗；柠檬王是

个作威作福的国王，故事中他闻

到穷苦人的异味就会命令士兵

洒香水，这种非常有趣的细节在

剧中随处可见。全剧通过可爱

善良的洋葱头带领蔬菜们打败

柠檬王的故事，让孩子们在观戏

中懂得尊重和分享的道理。

《丑小鸭》是许多小朋友耳

熟能详的著 名 童 话 ，辽 宁 儿 艺

对 这 部 童 话 故 事 进 行 了 精 心

改编和艺术加工，他们精湛的

表演，再加上现代化的舞台技

术，把这部童话生动有趣地展

现给小观众们。童话剧《白雪

公 主》是 辽 宁 儿 艺 第 一 部 推向

市场的儿童剧作品，在辽宁大剧

院小剧场首演以来，产生了一定

的轰动效应，演出场次不断刷

新。 （王琳娜）

本报讯 将于 5 月 1 日在上

海体育场举办的宋祖英上海体

育场大型广场 音 乐 会 ，3 月 27

日 正 式 开 票 以 来 销 售 呈 现 火

爆趋势。经统计，仅一周预定

及 实 际 销 售 的 门 票 就 已 超 过

总 体 票 量 的 1/3，总 价 超 过

1000 万 元，3800 元 的 最 贵 票 价

基本售完。对此，主办方没有

表 现 出 过 多 兴 奋 ，并 坦 言 ，一

开 始 就 对 票 房 挺乐观，销售火

爆也在预料之中。

据主办方透露，此次团购的

企业和机构比较多，很多团购票

都超过百万元。部分已经团购到

票的企业人士表示，他们看过去

年北京精彩纷呈、反响空前的鸟

巢音乐会，对于此次“鸟巢升级

版”的宋祖英上海体育场大型广

场音乐会更是充满期待。

据悉，除了团购之外，北京、

江苏、浙江等地区的观众打算利

用“五一”小长假，来上海参观世

博会，同时感受宋祖英的音乐盛

典。据主办方透露，某江苏人士

个人就购进了 10 万张票，届时也

将以“文化礼品”方式转赠给好

友亲朋。

此外，主办 方 考 虑 到 广 大

观 众 的 需 求 ，特 别 设 置 了 近 1

万 张 价 格 280 元 的 门 票 ，接 近

总票量的 1/4。 （欣 闻）

宋祖英音乐会票房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