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骥才说过：“抽出文化这根

神经，一个民族将成为植物人，因

为文化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性格、

精神、意识、思想、语言和气质。”

这不是危言耸听的说教，现实确

实需要艺术家们润物无声，以文

“化”人。而由帅晓军执导，王盛

峰、邵俊婷主演，甘肃省天水市歌

舞团演出的大型舞剧《一画开天》

做出了表率。

《一画开天》的编创者以伏羲

画八卦、女娲补天这国人家喻户

晓的传说故事为蓝本，通过始祖

诞生、携手创世、人间乐园、洪荒

之灾、一画开天五大章节，在宏大

叙述构架中，完成了艺术审美呈

现，揭示了一个社会同世间万物

一样，有着其自然的生存秩序和

法则；揭示了中华民族，应当具有

高瞻远瞩的眼光、海纳百川的胸

襟，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寻找

和聚集属于民族的精神“根脉”，

秉承民族的文明之光，为全人类

的和谐发展做出努力这样一个重

大主题。

《一 画 开 天》中 现 代 光 电 效

果 的 使 用，为 现 代 舞 剧 表 演、拓

展 艺 术 视 觉 空 间 提 供 了 完 美 的

表 达 手 段 。 舞 剧 着 意 营 造 了 两

个 人 类 生 存 环 境 。 一 是 伏 羲 诞

生 以 及 成 长 时 伴 随 的 风 雷 火 电

和怪兽，这是中国式神话里邪恶

的代表，是人类洪荒之初时的生

存 环 境 。 一 是 伏 羲、女 娲、子 民

们 以 及 整 个 人 类 共 同 面 临 的 自

然灾害（在这里主要是洪荒之灾

和火山之灾）。如何才能在有限

的舞台、有限的时间内艺术地把

创 世 纪 伟 业 与 生 存 环 境 考 验 后

的 抉 择 艺 术 地 体 现 出 来 ？ 编 创

者利用现代科技的光电效果，在

舞台 LED 背景、侧屏上，充分、逼

真、到位地创造与还原了艺术需

要 的 场 景 。 在 流 光 溢 彩 的 光 电

影像中，观众仿佛与伏羲与女娲

在 一 起，与 绽 开 的 花 朵、流 萤 飞

鸟、流水青草、风雷火魔在一起，

共同感受创世纪时的辉煌、灾难

肆虐时的毁灭、星河璀璨中八卦

运行时的和谐宁静。

舞剧的本质是“舞”。演员们

在《一画开天》的舞台叙事情节、

叙 述 细 节 里，通 过 自 己 灵 巧、优

美、丑陋、笨拙、天真、慈爱、张狂、

凶悍等舞蹈动作，极大程度地触

摸到了舞剧的灵魂。

由伏羲、女娲和众多恶魔演

绎的“携手创世”章一幕里，编创

者借助繁衍生命、福禄万代的葫

芦 传 说，并 以 葫 芦 为 道 具，将 伏

羲、女 娲 少 年 时 的 两 小 无 猜、青

年 时 的 相 慕 相 爱，与 动 物、民 众

的 和 谐 相 处，与 凶 神 恶 煞、天 寒

地冻的抗争，以及钻木取火后的

爱恋，更多地通过双人舞细致入

微 地 表 现 出 来 。 同 样，在“ 女 娲

补 天”一 幕 中，当 人 类 面 临 翻 江

倒海、天崩地裂等毁灭性的灾难

时 ，当 女 娲 看 到 伏 羲 为 拯 救 人

类，扛 起 不 周 山 时，女 娲 的 独 舞

以及随后和伏羲的双人舞，很好

地诠释了悲天悯人、生死离别的

角色情绪。最后，曾经辉煌而又

沧 桑 的 伏 羲，在 凄 凉、惊 厥 中 的

舞 段 表 演，以 及 面 对 星 宿 运 行、

万物交替之后大彻大悟、一画开

天之前的表演，也体现了舞蹈叙

述细节的魅力。

呈现民族文化及本土文化是

《一画开天》的艺术诉求之一。舞

剧开场，祭坛场面呈现出的雷神

等中国神话人物的代表，复现了

古人因敬畏自然而产生的朴素而

神秘的信仰与崇拜。在这种信仰

与崇拜里，华胥氏被雷神迷惑，感

应生子，子即伏羲（舞剧中伏羲的

诞 生 与 史 记 和 学 者 的 观 点 相

左）。伏羲诞生后，便被置于雷鸣

电闪、风雨交加以及狰狞雷神的

魔爪威胁之中。这时金色玄鸟从

天而降，护佑伏羲，将其安放于葫

芦之中，而玄鸟的毛羽化成女娲，

一同在葫芦里从洪荒中逃生。这

种民族渊源神话的艺术再现，象

征了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善借水而

生的理念，同时又将善与美好置

身于初始化的、新的成长与考验

里。接下来，舞剧又从 7000 多年

前的大地湾里寻找中华民族生存

的文化本源，将网罟渔猎、结绳记

事、立九部、设六佐等贡献置入大

地湾先民们祥和的生活场景，让

现代人感知和体悟先祖的艰难创

造、幸福祥和。

作为中国小品演出的标志

性人物，赵本山在最后时刻退出

万众瞩目的今年央视春晚，引起

街谈巷议。尽管网络上有各种

各样的议论，有因病请辞说，有

剧本不佳说，有和央视不和说，

但我认为，赵本山身心疲惫、剧

本不佳之说令人信服。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

的一代表演者，赵本山的成就是

与 春 节 晚 会 上 的 演 出 分 不 开

的。1990 年，赵本山带着小品

《相亲》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一

炮走红，并逐渐成为每年春晚举

足轻重的角色。从 1990 年春晚

至 2011 年春晚，除 1994 年因时

间太晚节目没排上之外，赵本山

大年三十在央视表演小品有 21

年之久，并连续 13 年获得央视

举办的“我最喜爱的 CCTV 春晚

节目评选”小品类第一名。对于

这样一个舞台，尤其现在已经集

团化经营，有着巨大商业利益的

赵本山是不会轻言放弃的。尽

管批评之声不绝于耳，但对其期

待的观众也是非常多的。所以，

除非万不得已，央视和赵本山也

不会一拍两散。由于春晚观众

的“胃口”被越吊越高，小品如果

没有精彩的“笑果”，是很难在这

个舞台上立住脚的。确实，从赵

本山与其弟子的作品来看，缺少

抖得响的“包袱”，重复以往的表

演这种迹象越来越严重，已明显

看出剧本创作的乏力和观众审

美的疲劳。

自从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

条》登上春晚舞台后，观众愈发喜

欢上了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有人

说，这是话剧表演专业为了训练

学生而组织的片断，其实不然，

中国戏剧在初创期就是以小品

这种面目出现的。如宋杂剧的

副净副末的装呆弄傻、插科打

诨，和现在以对话为主的小品并

无二致。古人演出这种人物时

讲究“舞步趋跄”，我们看到的赵

本山经常表演的手脚不灵以及

小沈阳的跌跌撞撞其实都是传

统在当代演员身上的一种延续，

同时也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审美

趣味，观众喜欢这种表演，是民

族基因一种不自觉的体现。

然而，批评这种表演的人总

是讲这种表演低俗，更有人以西

方的观点批评，说赵本山的表演

是嘲笑残疾人。其实大可不必

这么上纲上线。我们遍览世界

各国的喜剧表演，夸张、装傻充

愣应该是一种主要表演手法，让

喜剧演员像歌剧演员那样有板

有眼也不现实。另外，过分批评

小品低俗的人也大多提不出不

低俗的解决之道，如果大家都以

道学家的眼光来看小品，则小品

的生路全无矣。

当然，这也不是说小品的创

作就不用提高了，其实任何艺术

创 作 都 是 在 不 断 提 高 中 前 进

的。我国古代的戏剧理论家李

渔就在喜剧的语言方面做出过

深入的探索，他认为“科诨之妙，

在于近俗，而所忌又在于太俗。

不俗则类腐儒之谈，太俗即非文

人之笔”。意思是说喜剧性的表

演的特点和优点就在于它的俗，

然而又不能太俗。所以说，这是

比较难以拿捏的，但从近几十年

电视舞台上 能 够 留 存 下 来 的

作品看，都是 分 寸 掌 握 比 较 得

当的。

其次，如果是单纯的滑稽调

笑，其作品的生命力也不会长

久。李渔还认为，喜剧表演的高

境界即“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

大文章”。希望这种表演不要嘻

嘻哈哈之后就过去了，而是要有

一定意义。不管你是针砭时弊

还是暗含哲理，总是要给人点深

刻思考的东西。然而，要达到这

种境界，闭门造车，凭空乱编，肯

定不会编出什么有生命力的作

品。所以，重提创作从生活中

来，再高于生活的老话并非老生

常谈。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

之所以有如此好的市场，其谈话

题材都是从日常生活中而来，特

别容易和观众产生共鸣。

再次，要重视小品艺术的多

样式。当今世界潮流，非常强调

文化的多样性。以赵本山为代

表的东北小品在赵本山带动下

确 实 达 到 了 相 当 高 的 艺 术 成

就。然而，大鱼大肉再好，也有

吃腻的那一天。再加上我国地

域辽阔、方言众多，各地都有自

己喜欢的艺术形式和艺人。但

是，自从陈佩斯从央视舞台消

失，严顺开也远离了央视之后，

观 众 能 欣 赏 的 东 西 越 来 越 单

调。而广大百姓的需求是多样

的，若不加以供给满足，势必造

成欣赏单调的局面。

所以说挖掘新的小品资源，

让欣赏多元，也是创作者和主管

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譬如中

国的民间小戏种类繁多，在有些

剧种当中，其喜剧小戏也有非常

丰富的表演手段，也有天才的演

员，与现在大火的演员也不是有

无法企及的距离。但是为什么

出不来呢？这就和扶持有关。

原来的东北二人转也不过是一

些民间演唱，但是其进行脱胎换

骨的变化，浴火重生，因为顺应

了电视时代的观众需求。另外，

其也产生出了赵本山这样的一

代表演家，再加上中央电视台的

强力介入，使其一枝独秀，甚至

形成了表现形式及语言方面的

霸权。固然，二人转的崛起与时

代发展有关系，但和中央电视台

不厌其烦地拉扯，甚至有时把一

台春节晚会成功系于赵本山一

人的作为有很大的关系。作为

国家电视台，在全球都强调要重

视文化多样性的今天，而中央电

视台的作为使中国老百姓的欣

赏口味单调，在电视上看不到这

么丰富多彩的民间小戏，这种恶

果的出现，与中央电视台的导向

有关。所以说，政府和媒体有扶

植发展的责任。只有这样，中国

的喜剧小品艺术才会有更加宽

广的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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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磅礴演绎民族“根脉”
———舞剧—舞剧《《一画开天一画开天》》观感观感

卜进善

文艺有时是个体的，比如一

部小说，是作家和自己的心灵对

话，是个体获得思考、成长的重要

方式；但文艺有时也是集体的，是

人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维系着

某一群体的价值认同、情感纽带

和合作精神，民间文艺在这些方

面的作用尤为突出。

民 间 文 艺 的 活 跃 期 主 要 在

传统的节庆期间，尤其是农历正

月，中华大地上千姿百态的民间

文艺形式竞相绽放，慰藉着民众

的 心 灵 。 外 出 的 年 轻 人 从 千 里

之外回来了，地方戏开唱了，庙

会开幕了，秧歌队伍在山谷间、

平原上穿梭，灯火、锣鼓队伍在

夜晚的家乡大地上热火朝天，人

们 感 受 着 前 所 未 有 的 欢 乐 、祥

和，感受着自己家乡、社区充满

的活力，群体中成员之间更加理

解、认同、友爱，社会生活中和谐

的因素空前增长。

不仅如此，民间文艺样式还

常常和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祈

福纳喜，娱神娱人，人们在参与的

过程中，不仅体验着欢乐祥和，还

多了一份敬畏。节庆期间的民间

文艺，几乎具有了文艺活动所有

的教育功能，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民间文艺还具有一种神奇的

功能，就是它的创造功能。民间

文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这种创

造不仅包含艺术上的创作，也包

含生活方式的创造，更是个体和

群体个性、品质、精神的一种生产

和创造。而这也正是一切文艺实

践最有魅力、最有价值的地方。

笔者最近看了陕西渭南合阳县东

雷村每年正月初五的“上锣鼓”，

很好地印证了民间社会在民间文

艺中的创造性。

“上锣鼓”是东雷村的传统游

艺，村里的南社和北社各有一班

人马，谁能将自己队伍的鼓放在

对方的鼓上面敲打，就表示占了

上风。这种游艺争夺战的激烈程

度不亚于一场战争。队伍里即使

是老者，也在这隆冬时节只穿一

件短裤，敲锣打鼓、奔跑追赶，彰

显出极为彪悍的气势。为了激发

自己和队伍的气势，有的鼓手还

头戴牛笼嘴、插鸡毛，装作凶猛的

野兽，有的还戴上孙儿的“ 虎头

帽”、穿上儿媳妇的桃红袄，化出

性情的无邪，鼓手们还创造性地

用核桃、鸡蛋、葫芦、马铃串等生

产生活用品，制造出猛蛮彪悍的

声音、造型、色彩、气质。“上锣鼓”

让他们在继承传统风俗的同时，

在 精 神 世 界 创 造 出 一 种 质 朴 酣

烈、阳刚 向 上 的 生 命 力，彰 显 出

黄 河 文 化 极 具 魅 力 的 一 面 。 也

正因为如此，东雷村没有赌博等

恶习，人人奋发思进，勤勉创业，

在 社 会 发 展 的 大 潮 中 昂 扬 地走

向前方。这就是民间文艺活动的

神奇功能。

不过，这种教育功能和创造

功能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如果让

东雷村的乡亲通过听京剧或者听

昆曲来陶冶情操、塑造品质，估计

不一定理想，反过来，如果让其他

地方的人也在大冷天裸露身子去

“上锣鼓”，恐怕也很少有人愿意

尝试。这就是民间文艺的一个很

大的特点，像很多民俗事项一样，

也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这也很好地诠释了文化多样

性的重要性。当前人民物质生活

水平提高了，精神世界也需要同

步充实，但途径可以是多元的，形

式可以是多样的，因为一种民间

文艺样式就滋养着一方土地和民

众。反过来，一方民众通过一方

文艺，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庞大、丰

富、宝贵的资源库和数据库。这

是民间文艺的又一项重大功用。

我生也晚，越剧大师袁雪芬

在世的时候，虽然在演出场所看

到过她，但是并没有特别关注她。

2011 年 2 月 19 日，大师仙逝，我看

到了许多回忆、悼念的文字，聆听

了《冰雪情操·芬芳艺术——怀念

越剧大师袁雪芬》的讲座，观看了

《品洁如雪·艺传芬芳——追思人

民艺术家袁雪芬》系列演出，我开

始追溯她的人生轨迹，研究她的

艺术成就，并为她高远的艺术追

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折服。

从来不唱堂会

出生在浙江绍兴地区嵊县农

村的袁雪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

绍兴人，但骨子里却有着绍兴人的

“硬气”。初登上海舞台，十里洋场

花花世界，在认“过房娘”“过房爷”

成风的梨园界，袁雪芬坚守“认认

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人生

信条，“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凭艺术去赢得观众。其中最

著名的例子就是 1946 年 6 月，“第

一夫人”宋美龄到上海，点名要听

袁雪芬的演唱，有人来请袁雪芬去

“宋府”，袁雪芬回复：从来不唱堂

会，不管是什么人，谁要看她袁雪

芬唱戏，都请到剧场里来。

二十岁开创“新越剧”

1942 年 3 月，袁雪芬因病停演

回乡，10 月应邀重返上海。重返

上海之后要怎样演出？袁雪芬想

了很多。

“我想越剧是粗俗低级的，若

不改革必然会被淘汰，但如何改

呢？我观摩了昆曲、京剧等其他戏

曲，也一连看了几台话剧，感觉看

话剧与看戏曲大不一样，在精神上

可以得到共鸣，尤其看到《文天祥》

中文天祥就义时吟诵‘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台下一

片掌声。台上与台下如此的共鸣

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我想，只有

用话剧编、导、美、演一整套来改造

越剧了。”在当时的环境下，袁雪

芬的这种想法必须取得邀请方的

同意才能展开，不少剧场老板愿

意开出高薪来请袁雪芬，但是对

于 越 剧 改 革 却 顾 虑 重 重 。 最 后

在中间人的斡旋下，袁雪芬将自

己 应 得 的 十 分 之 九 的 包 银 拿 出

来聘请编剧、导演和舞美设计等

人员来参加越剧改革，并与剧场

老板约法三章：不拜客、唱堂会；

不许闲杂人员进出后台，包括老

板 在 内；不 许 干 涉 上 演 剧 目，并

要求剧场去掉诸如茶馆泡茶、抛

毛巾等陋习，为演出营造一个安

静的氛围。

1942 年 10 月 28 日，袁雪芬在

大来剧场重新登台，开始了对越

剧的改革。这年，她 20 岁。新越

剧首演剧目为《古墓冤魂》，之后

又演出了《断肠人》等 30 部新戏。

1946 年 5 月，她首次把鲁迅的名著

《祝福》改编成《祥林嫂》，搬上了

越剧舞台，受到广泛称赞，被称为

“新越剧的里程碑”。

从一个调到一个流派

1943 年 11 月，袁雪芬演出《香

妃》的一场哭戏时，没有根据原来

的唱腔和戏词演绎，而是从胸中发

出一声高叫，哭出了一个长腔，在

琴师周宝财的配合下即兴创造了

“尺调”腔，后被其他越剧演员吸收、

不断丰富发展成为越剧的主腔。

音乐家刘如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常有‘一个戏救活一个剧种’

的说法，而从越剧‘尺调’来讲，可说

是一个‘调’发展了一个剧种。”

袁雪芬注重塑造有不同个性

的人物形象，真实细致地表现其

内心情感，为此，她广采博取，大

胆创新，以丰富的音乐语汇创造

出了一个个富有特色的越剧新腔

及板式；在演唱时，她坚持从人物

出发，表达人物的真情实感，唱法

上擅长以情带声、声情交融，并用

细腻而多样的发声处理和润腔方

法，使唱腔韵味无穷，独树一帜，

使“袁派”成为越剧中的第一个流

派，旋律淳朴、节奏多变、感情真

挚、韵味醇厚、委婉缠绵、声情并

茂，丰富了越剧音乐的表现力，对

越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流

派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戚

雅仙、吕瑞英、金采风、张云霞都

师承袁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创造、发展，衍化出戚派、吕派、金

派和张派，使越剧旦角唱腔的发

展进入了流派纷呈的时代。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

每一种艺术在一定条件下，

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从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袁雪芬便自然

而 然 地 成 为 公 认 的 越 剧 名 家 代

表，这不仅有她自己的作为，也有

大家的信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1949 年 9 月，袁雪芬和梅兰

芳、周信芳、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特

邀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并出席了10月1日的

开国大典。袁雪芬是第一、二、三、

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

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委员。自 1950 年 4 月起，袁雪芬

先 后 担 任 华 东 越 剧 实 验 剧 团 团

长、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兼越

剧实验剧团团长、上海越剧院院

长。1985年退居二线，担任剧院名

誉院长。她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

市剧协副主席、上海市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对外文化

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

履职期间，袁雪芬经历了“改

人”“改制”和“改戏”，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走出了国门成为新中国

的文化使者。1953 年她与范瑞娟

合作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被拍成新中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

曲电影，不但走向了全国，而且蜚

声海外。1978 年她主演的《祥林

嫂》被 拍 摄 成 宽 银 幕 彩 色 影 片。

1986 年她以“艺术指导”身份与上

海越剧院演出团参加法国巴黎第

15 届秋季艺术节，获格诸布尔市、

里昂·维勒班市、勒阿弗尔市荣誉

奖章和荣誉公民称号。她 1989 年

获 中 国 唱 片 总 公 司 颁 发 的 首 届

“金唱片奖”，2003 年获文化部颁

发的国家级艺术终身成就奖——

“表演艺术成就奖”，2006 年获首

次颁发的“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终身成就奖”，2008 年被文化

部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 目 越 剧 代 表 性 传 承 人”称 号，

2009 年被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授

予首届中国戏剧奖·终身成就奖。

“袁雪芬戏剧观”

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袁雪芬

就有建设越剧艺术理论体系的想

法，曾提出继续越剧改革的“9 点

看法”，摆脱只有小生、花旦唱主

角的传统，上演一些历史剧目，丰

富越剧的主题和行当。但是由于

种种原因，直到 1985 年袁雪芬退

居二线后，才得以成立了上海越

剧院艺术研究室，集中了一批艺

术造诣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越

剧人进行经验总结，1988 年又成

立了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邀

请专家学者帮助进行总结研究，

从编剧、表演、导演、音乐、舞美等

多方面对越剧进行全面、科学的

总结，尽快形成越剧艺术的完整

的理论体系。为此，晚年的她身

体 力 行，花 了 两 年 时 间，亲 自 撰

写了《求索人生艺术的真谛——

袁雪芬自述》，主持编纂了《上海

越剧志》、《越剧舞台艺术》画册

和《越 剧 艺 术 论》等 书 稿 百 万 余

字，其中《越剧艺术论》填补了越

剧理论的空白，初步建立了越剧

理论体系。

著名戏剧评论家沈祖安把袁

雪芬比喻成“中国越剧的一面旗

帜”，认为“京剧的梅兰芳、昆曲的

俞振飞、黄梅戏的严凤英、豫剧的

常香玉、越剧的袁雪芬，都是各个

剧种的代表人物。袁雪芬在越剧

前辈中辈分并非最大，但贡献无

可比拟”。从乡村的草台唱进繁华

的都市，从豆蔻年华唱到两鬓斑

白，袁雪芬将当年的落地唱书的

笃 班 演 绎 出 流 光 溢 彩 的 唱 腔 流

派，将粗俗低级的幕表小戏改革

成为集编、导、演、音、美“五位一

体”的越剧艺术，并能博采众长，

将话剧、电影重视刻画人物性格

和 内 心 活 动 的 写 实 主 义 表 演 特

点，与昆曲载歌载舞、重视形体动

作美的长处吸收到越剧中，不断

加 以 融 合、创 新，形 成 了 写 实 与

写意相结合的表演形式，开创了

越剧的一个新的时代，她是一个

传 奇，更 是 一 面 旗 帜 。 因 此，著

名 戏 剧 学 者 胡 导 将 以 袁 雪 芬 为

代表的、从事越剧改革和创作的

戏剧家们在长期舞台实践中，不

断 尝 试、探 索，对 多 种 戏 剧 手 段

的改革、创新、调节，而逐渐系统

化 并 终 于 形 成 的 写 实 与 写 意相

结合的戏剧观，命名为“袁雪芬戏

剧观”。

尺调腔·新越剧
——追思越剧大师袁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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