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催生京剧新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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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的

开展、各类京剧大赛的举办以及

京剧申遗的成功，京剧的传承和

发 展 受 到 社 会 各 方 面 的 普 遍 重

视。然而新时期以来，京剧界不

再有新的流派诞生，这无疑成为

京剧从业者和广大戏迷共同的遗

憾，如何催生新的京剧流派也就

自然成为备受重视的议题。

笔者以为，要想创造新的流

派，首先演员应该加强基本功的

修炼和对本行当内既有流派的传

承。某种艺术门类的成功创新，

一 定 都 是 在 该 门 类 的 技 术 与 美

学规范之内进行的，一旦突破，就

不是“新”，而沦为“野”。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曾经出现过将真马、

真车搬上京剧舞台的尝试，然而

由于违反了京剧艺术“传神写意”

的基本美学规范而无法获得观众

的喜爱，从而被历史淘汰。反之，

被观众和历史认可并传承下来的

流派，如老生余派、奚派，则分别

是余叔岩、奚啸伯在学习谭派的

过程中，发挥自身特色而创造出

来 的 。 旧 社 会 坐 科 学 艺 向 来 有

“七年大狱”的说法，传统的戏曲

教学模式（所谓“打戏”）往往会给

学生的身心带来很大伤害，固然

极不可取，但是长期的艰苦训练

毕竟在客观上练就了艺人坚实的

基本功。据说当年程砚秋有一次

演出《红拂传》之前，饮酒过量以

致酩酊大醉、视物不清，可他竟然

仍能完成这一唱做并重的演出，

且丝毫没有差错，其基本功之深

厚可见一斑。也正是这样深厚的

基本功，为他创造别开生面的程

派艺术提供了保障。

开创新流派不仅需要四功五

法的修炼，还需要从业者全面提

升文化、艺术修养。京剧演员应

该多熟悉其他兄弟剧种的唱腔和

表演手段，甚至兼习电影、话剧等

艺术精华，并化为己用。旦行荀

派的许多名剧，诸如《花田错》、

《香罗带》等，都是从梆子剧目改

编而来的。老生李派宗师李少春

的《野猪林》脍炙人口的“大雪飘”

唱段中，“壮怀得舒展，贼头祭龙

泉”一句的唱腔就是从河南豫剧

化用过来的；程砚秋的《锁麟囊》

中许多经典唱腔，就曾从小生行

当的【娃娃调】、中国苏南民间小

调《哭七七》甚至西洋歌曲中获得

灵感。以上谈及的还仅仅是唱腔

的层面，而京剧是一门综合艺术，

一个流派的产生不仅需要唱腔的

创新，还需要其他的表演手段与

之配合。比如程砚秋精深繁难的

水袖功，就是把以太极拳为代表

的中华武术的动作化入京剧的身

段而成。

而从更深的层次来说，流派

间根本的差异，是艺术家对人物、

人情、人性、人生之理解与体认的

差异。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演员

应该有意识地从中汲取营养，只

有丰富了自己的心灵才能更深刻

细致地把握戏中人的心灵，进而

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人物、诠释人

生。齐如山执笔的梅派名剧《天

女散花》优美而奇幻的意境，就是

从佛教经典《维摩诘经》中借鉴而

来，显然是剧作家和演员深厚的

文学、佛学修养成就了这出戏；程

派名剧《金锁记》则是程砚秋按照

当 时 新 兴 的 时 代 要 求 和 审 美 要

求，吸收关汉卿原著《感天动地窦

娥 冤》之 精 髓 ，对 传 统 老 戏《六

月 雪》增 首 益 尾 发 展 而 来 的 ，出

于对人物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他

塑造的窦娥别有一番风情。

此外，加强业内不同专业人

士的合作，也是创生新流派的要

件。当年的创派名家往往得到过

文人的帮扶，比如齐如山之于梅

兰芳、罗瘿公之于程砚秋，俱是伯

乐、宝马相得益彰。这些文人根

据演员的特色为其编写剧本，新

的剧本自然就促进了演员开发新

的表演手法予以呈现，这些新作

后来也往往成为他们各自的代表

剧目。另外，旧社会的戏班采用

的是名角儿中心制，琴师、鼓师都

需要傍着名角儿演戏，演员与乐

队碰心气儿非常重要。由于名角

儿都有私房的琴师、鼓师，三者之

间共同切磋的机会极多。而新唱

腔的诞生恰恰与乐队有着密切的

关系。比如同样是【西皮流水】的

过门，梅、尚、程、荀四大流派的胡

琴伴奏却彼此不同，由于胡琴伴

奏不同，梅、尚、程、荀所用锣鼓的

位置、数量、力度也均有分别，与

之相应的唱腔、身段设计也自然

就大不一样了。这些因素结合在

一起，就形成了四大名旦迥然相

异的艺术面貌和彼此争奇斗艳的

京剧胜景。而现今的院团内，演

员与编剧、与乐队的联系则较过

去松散了许多，这对新流派的形

成恐怕是不利的。

最后，新流派的诞生还需要

剧评者以及观众、媒体的宽容和

支持，为从业者提供一个理想的

创作环境。写到这里，笔者想起

京 剧 界 的 一 桩 往 事 ：自 2011 年

起，梅派青衣史依弘先后搬演了

程 派 名 剧《锁 麟 囊》以 及 昆 曲 名

剧《牡丹亭》，引起轩然大波，“不

务正业”“随意玩票”的苛责不绝

于 耳 。 笔 者 不 禁 为 史 依 弘 叫

屈 。 程 派 创 始 人 程 砚 秋 曾 经 问

艺于梅兰芳，并且在新中国成立

后程派已然形成的情况下，上演

过梅派代表剧目《贵妃醉酒》，那

么反过来，作为梅派传人，学习、

演 出 程 派 剧 目 错 在 哪 里 呢 ？ 京

剧 大 师 梅 兰 芳 擅 长 的 昆 曲 剧 目

多达数十种，小生名宿俞振飞更

是 京 、昆 两 门 抱 、两 门 红 的 典 型

代表，试问京剧演员学演昆曲又

有什么不可以呢？“昆乱不挡”不

正 是 素 来 评 价 高 水 平 京 剧 演 员

的标准吗？不同剧种、流派的表

演 风 格 、规 范 固 然 有 别 ，但 是 演

分寸、演人物的戏理则是彼此相

通 的 ，况 且 京 与 昆 、梅 与 程 本 就

“ 沾 亲 带 故 ”。 本 着 对 艺 术 负 责

的态度多学多演，对演员提升艺

术水准、创造新的流派而言大有

裨益。戏剧不应是案头文学，它

必 须 要 多 见 观 众 才 能 完 成 自

己。也许跨剧种、跨流派的表演

目前还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

笔 者 以 为 我 们 应 该 给 有 创 新 意

识 和 胆 识 的 演 员 多 一 些 宽 容 和

鼓 励 ，给 不 完 美 以 时 间 和 磨 砺 ，

令其有机会走向完美，而不是当

头 一 棒 竭 力 扼 杀 。 演 员 只 有 具

备了全方位的、广泛深入的艺术

体 验 ，再 加 以 大 量 的 舞 台 实 践 ，

才能激发其艺术潜质、丰富其艺

术 手 段 ，以 便 其 塑 造 新 的 人 物 、

演出新的剧目、创造新的流派。

“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

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

最充足的表现。”这是著名诗人、

学者闻一多对舞蹈的见解。是

的，舞蹈本身是人性的律动，然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忘却

了有关灵魂的东西，只是保留了

它外在的形式，但这并不应该成

为寻找舞蹈中人性关怀的绊脚

石。笔者认为，舞蹈艺术既是生

命 的 体 现 ，只 有 在 内 容 上 回 到

“人”的原点，舞蹈创作的目的才

能实现。本文从 3 个具有代表性

的舞蹈作品出发，寻找舞蹈艺术

中人性的闪烁。

人性的温暖：
双人舞《咱爸咱妈》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舞蹈

创作首先挖掘的应是人物的人情

美、人性美，赋予人物以生活感。

文化部 2013 春晚上，由王亚彬和

张傲月表演的舞蹈《咱爸咱妈》就

做到了这一点。

伴随着一声粗犷、悠长的男

音，“咱爸咱妈”便围绕着一根竹

竿开始了生活的艰辛与苦楚，而

其中也不时地透露出些许对生活

的美好期许。编导在这里抓住了

一个很好的点——“咱爸咱妈”。

父母之间的爱，言语已经不足以

表达，编导巧妙地把这份浓厚的

情感呈现于舞蹈之中。

而竹竿的巧妙运用贯穿了作

品的始终。竹竿本是生活中常见

的物品，在把它搬上舞台的那一

刻，它便由生活中的劳作工具上

升为情感的纽带，是夫妻间患难

与共的支撑，更是前进中指引方

向的导航与希望。

然而，无论是题材的选取还

是道具的运用，最终所要表达的

终究离不开一个“情”字，《咱爸咱

妈》就是有这样一份真感情才如

此至深至切。在作品中，这一份

“情”是前进路途中你我间的相互

依靠，是艰辛时眼神中的彼此坚

定，是疲惫歇息时捶背、相依的细

节温暖。这里没有言语的交流，

也没有形式上的故弄玄虚，而这恰

恰也是舞蹈中人性的温暖之处。

人性的丑恶：
群舞《羚羊的外套》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三

字经》中人们最常念叨的话语。

人具有着复杂多变的情感，更是

具有多面性，其中也包含着人性

丑陋的一面。第十届“桃李杯”

群舞获奖作品《羚羊的外套》正

是通过舞蹈艺术的手段，真实表

达 了 人 作 为 高 级 动 物 对 其他物

种的残害——

羚羊们在草原上无忧无虑地

生活着。这时，一只怀孕的母羊

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它挺着圆鼓

鼓的肚子却在欢快地舞蹈。然

而，一声枪响，一切欢笑在此刻停

止，怀孕的母羊不幸中弹，肚子中

冒出的“红色”正是它和未出生孩

子的生命，这一抹红也印证了一

场猎杀的开始，羚羊们奔跑着、躲

避着、恐慌着，可终究逃不过猎手的

子弹。当被“脱掉”皮囊的领头羊将

象征着权力的头带交付于小羊时，

舞台的前方是一张张带着“血迹”

的羊皮从人们眼前滑过，这无疑

是 对 人 性 最 大 的 拷 问—— 同 样

是生命，而人类又有什么资格去

剥夺动物的生 存 权 利 ？ 该 舞 蹈

用 血 淋 淋 的 事 实 揭 露 了 人 性

的 丑 恶 之 处 ，提 醒 人 们 应 该 去

反思。

人性的矛盾：
舞剧《雷和雨》

女性问题一直是舞蹈艺术创

作的关注点之一，许多作品表现

了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以及爱情的

矛盾冲突，显露出女性在爱情世界

里的各种情态。而且，不少舞蹈创

作者从此角度来抨击传统封建制

度对女性情感的残害。《雷雨》是剧

作家曹禺的经典之作，由王玫编导

的舞剧《雷和雨》正是一个从《雷

雨》中走出来的故事。剧中人物关

系复杂、纠缠，情节一波三折，结局

让人痛彻心扉。

蘩漪，周朴园名义上的第三

位太太，在舞剧中，编导以“蘩漪”

为主线，将 6个主要人物的纠缠关

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蘩漪爱上

了小她 7岁的继子周萍后，为了爱

情以至于到最后不顾一切地与丈

夫周朴园翻脸，这是她作为一个

女人对爱情的疯狂。

而在王玫眼中，蘩漪的塑造

可谓是舞剧创作的原动力。她曾

说过，蘩漪可以是每一个女人，这

悲剧更集中于开始衰退的身体和

依然充满渴望的心灵的对抗，有

一种令人心碎的力量。

剧中，蘩漪与周萍的两段双

人舞将他们感情的起伏变化表现

得淋漓尽致。在蘩漪躲闪、反缚

的推拉动作中，辅以周萍热情的

大胆示爱，到最后两人身体接触

毫无防线，这便意味着两人爱情

的开始。然而，这份“畸形”的爱

恋并没有得到最后的幸福，当蘩

漪像个乞讨者一样匍匐在地上乞

求着周萍给予爱的时候，已经坠

入了不幸的万丈深渊，这也正是

人性的矛盾所在。这些舞蹈作品

对在传统的精神锁链的遏制下的

女性感情困境的描写，使我们不

得不思索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

因，从而提升了作品自身的思想

高度与内涵。

前面是陈三、五娘穿着戏服

唱着南音，后面是恢弘的交响乐

队伴奏，一旁合唱团整齐划一以

闽南方言唱腔助阵……4月 28日，

北京国家大剧院，这一全新的舞

台形式让观众眼前一亮——千年

南音“邂逅”现代交响乐，中西合

璧的艺术形式将闽南人家喻户晓

的陈三和五娘这对才子佳人争取

自由恋爱的浪漫爱情喜剧，进行

了全新的演绎。

大型交响 南 音《陈 三 五 娘》

是由著名作曲家何占豪继小提

琴协奏曲《梁祝》之后推出的又

一力作，并邀请著名小提琴演奏

家 吕 思 清 ，台 湾 南 管 大 师 卓 圣

翔，编剧涂堤，国家一级演员、戏

曲梅花奖得主吴晶晶共同编创

演出，福建艺术家吴红霞担任总

导演。

成功首演后，交响南音《陈三

五娘》的创作经验与艺术手法在

业界引发热议。专家学者齐聚中

国艺术研究院，对于该剧的艺术特

点与成就、交响乐创作的民族化问

题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音乐语言如何民族化

交响南音《陈三五娘》是以南

音、高甲戏《陈三五娘》为基础全

新创作的一部音乐作品。作曲家

何占豪告诉记者，当初创作这个

作品时有两个标准，一是为了让

当代的听众喜欢，吸引现代听众，

特别是年轻听众；二是希望本来

很喜欢听南音的老观众也喜欢，

这样才能够算是成功的。“民族音

乐要现代化，我们对古代的东西要

深入学习，对外国的东西也要深入

学习。”何占豪说。

作为中国音乐、戏曲的活化

石，南音在闽南、台湾地区是家

喻 户 晓 的 音 乐 与 戏 曲 表 演 形

式。而交响乐是西方音乐非常

传统的、正统的表现方式。今年

恰逢南音进京演出 300 周年——

300 年前，南音进京演出，被康熙

皇帝赐名“御前清曲”，300 年后，

南音再次进京，不同的是，千年

古乐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呈现在

人们面前。

著名作曲家傅庚辰感慨，这

场音乐会给听众的一个很大启

发，就是它的音乐语言。他认为，

从《梁祝》到《陈三五娘》，何占豪

走了一条音乐语言民族化的成功

之路。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路应昆认

为，要让传统音乐活起来，有很多

种不同的做法，可以尝试很多不

同的模式，思想包袱不要太重。

在这个方面，该剧是很有意思的

一次尝试。

85岁的老作曲家杜鸣心听了

音乐会后很受触动。他感慨，要

善于用本民族的语言讲述中国

人自己的故事、反映中国人的生

活和生存状态、表达中国人民的

感情，只有这样我们的音乐才能

在世界音乐殿堂中留下真实的

声音。

艺术家要在“天地”间行走

《陈三五娘》是一个流传很广

的民间故事，这次在创作上又做

了一些改变。“南音的音乐很美，

演唱形式也很美，但是太程式化

了，不太适合当代人的感情需要，

所以我要改变它，但是又怕改变

不好被人骂。因此，我请人介绍

了有创新精神的台湾南音能手卓

圣翔，新编的唱段由他来写。我

又根据现代人对人物的理解，重

新编排节奏，尽可能地不要改音

高。”何占豪说。在他看来，任何

艺术都是发展变化的，戏曲也不

例外，但改革要遵循真情实感的

艺术创作规律与原则。

将非遗项目改造成交响乐是

中国首创，《陈三五娘》曾作为第

十四届台交会配套活动向海内外

观众推出，近两年曾出访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深受广大华人华

侨的喜爱。

“ 艺 术 要 在 天 地 之 间 行 走 。

创作一直不能离开那个天，天就

是老百姓，而生活、时代、民族文

化传统是地。”傅庚辰认为，艺术

家应头顶蓝天、脚踏实地，从生活

中、民族文化传统当中汲取营养。

对非遗进行开发式传承

南 音 在 2009 年 被 联 合 国 教

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座谈会上，

与会专家们对于该剧对非遗的保

护与传承的作用也进行了探讨。

编剧涂堤表示，他考虑最多

的是怎么在剧本里体现南音的创

新和改革。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

所所长刘祯的眼里，这些年来，随

着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相关

部门在传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但是，这个期间也出现了一

种情况，即在传承的过程中，有些

人的观念越来越窄了。“中国许多

传统艺术并不是一种博物馆艺

术，它始终是一种活在舞台上以

及观众视野里的艺术。”他说，需

要一些有识之士去进行一种艺术

形式本体范畴内以及与其他形式

相结合的创新。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中 国 非 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

任李新风强调了他心目中的非

遗保护，“南音被列入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较为完好地

保持原样是创新、发展的根基。”

他说，与此同时，南音与现代的

音乐语言怎么样结合等问题都

值得深究。

世人皆知壮剧出自广西，但

可能不知云南也有壮剧。

云南壮剧包含富宁土戏、广

南沙戏和文山乐西土戏 3 个分

支，是古老的多声腔少数民族戏

曲剧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

征和突出的艺术个性，因具浓

郁的壮族色彩而在壮族地区受

到喜爱。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

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冲击，

云南壮剧正面临着萎缩、失传

和 消 亡 的 危 险 。 云 南 壮 剧 于

2008 年 6 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

录。因此，在云南的民族剧种

中，云南壮剧更显得弥足珍贵。

就云南壮剧的传承和保护

而言，除了有不同组织结构的团

体参与保护外，还有一大批具有

高度文化自觉的个人也参与其

中。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对

云南壮剧的文化意义、地位、作

用深度认同，二是对云南壮剧的

建设、发展、进步有着很强的责

任感。出于文化自觉，他们站在

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方法和形

式传承和保护云南壮剧——一

句话，这就是他们对云南壮剧的

担当。

一些专家将毕生精力奉献

给了云南壮剧。原云南省民族

艺术研究所副所长黎方，从 1961

年被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派驻

文山州富宁县辅导壮剧开始，就

和云南壮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曾走访了大量的壮剧民间艺

人，对富宁土戏的源流沿革、剧

本、表演、角色行当进行调查，

撰写出一批论文，系统地向外

界 介 绍 云 南 壮 剧 。 他 与 周 冠

鳌、李贵恩一起根据壮族民间

传说改编而成的《螺蛳姑娘》，

成为云南壮剧发展史上的里程

碑式的剧目。黎方还独立创作

了取材于壮族民间故事的讽刺

小喜剧《换酒牛》。这两部剧的

出现，提升了云南壮剧的文学

品位，也是云南壮剧从传统走

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黎方

还和何朴清一起编著《云南壮

剧史》，收集、整理了百多本传

统壮剧的老本子。

其他如编撰《云南壮剧志》

和《文山州壮剧音乐分卷》的汤

绍良、研究壮剧音乐的梁宇明、

壮剧剧作家刘诗仁等都在壮剧

的传承过程中做出了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李萍一有

机会就到农村、戏班、中小学校进

行调研，和民间艺人成为朋友，与

农民结下友谊，了解和掌握第一

手材料。李萍还在文山学院开设

了选修课，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

保护，唤醒了青少年的文化自信，

增强和提升他们的文化自觉。

基层的政府官员同样有此

担当。富宁县广播电视局副局

长李云勇为了防止壮剧戏班消

亡，要求戏班恢复排练演出，争

取恢复与壮剧有关的民俗活动，

组织策划、筹措资金，举办了两

届“风流街”活动，该活动如今已

成了壮剧传承的一种有效的特殊

模式，周边戏班和村寨纷纷效仿。

作为保护主体的壮剧民间

艺人，是云南壮剧传承和保护的

直接参与者。班富雄是富宁县

归朝镇孟村三合班第五代班主，

是当地最有影响的业余戏班班

主之一。他另辟蹊径，组织了一

批小学生学习壮剧。为了提高

小学生的兴趣，长期以来他自筹

经费，每天晚上亲自准备食品，

在火塘边烧烤给学生吃，边吃边

教学生唱壮剧。班富雄这一难

能可贵的行为换来了学生演出

的成功。

在业余戏班里，最普遍的现

象是青年演员大都外出打工，不

参加排练和演出，许多戏班因此

无法演出。但令人欣喜的是，一

批青年演员听说家乡的戏班要

演出、要赶珑端街（壮族地区的

民俗节日），都纷纷赶回家乡。

如 2012 年 10 月，富宁县阿用乡

为了喜迎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请平兑土戏班演出一场壮剧。

在外打工的青年演员们接到村

长的邀请后，分散在广州、深圳、

番禺、东莞、杭州等地打工的青

年演员都准时赶回参加演出。

仅为参加这一场演出，他们每人

遭受了少则五六千元、多则万余

元的经济损失。对此，他们很坦

然地说：“这些损失对于我们打

工 者 来 说 已 经 是 一 个 大 数 目

了。但钱以后还可以赚，家乡的

壮剧消失了就是最大的损失，就

没有办法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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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五娘陈三五娘》：》：

戏曲与交响音乐这样融汇
本报记者 钱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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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 月 16 日本报刊发《京剧流派创新应受重视》一文后，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还有来稿表达对该问题
的看法。本报择选刊发，以飨读者。

云南壮剧

《陈三五娘》音乐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