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长达 200 多年的京剧史上，名家名段浩繁

如星、流派纷呈。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前身

是北京市戏曲艺术学校，第二任校长、著名京剧

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凭借着“对生活精致到苛刻，

对艺术苛刻到精致”的信仰唱响了《借东风》，也

赢得了马派京剧在戏曲界的口碑。今天，人们怀

念马连良戏功戏德的同时，也期待着戏曲界的后

生们能秉承先生遗志，创造京剧在新时代的辉

煌。追根溯源，马连良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京剧大

家，与当初喜连成科班对他的培养密不可分。

2013年 6月 1日，历经一年打磨，北戏师生把原创

少儿励志京剧《少年马连良》搬上舞台，通过展现

少年时期马连良辞别亲人，进入喜连成科班艰

苦求艺，最终学有所成的经历，塑造出一个纯真

谦和、坚毅执着、勤勉求学的京剧少年形象。

以情动人 引发学生共鸣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侗表示，之

所以选择《少年马连良》作为北戏“少儿戏剧场”

的开幕大戏，不仅因为马连良先生曾担任北戏的

校长，还因为他的求学经历与现在很多学生有着

相似的一面，这对在艺海中苦苦求索的孩子来说

能产生认同感。老艺术家对戏曲事业的执着也

鼓励他们通过后天努力来赢得舞台上的荣耀。

据悉，剧中除了充分展现少年马连良学戏

过程的艰辛，还穿插了扣人心弦的情感故事：通

过师生情，彰显了萧先生的慈祥、郭先生的严

厉、贾先生的愿望和叶夫人的关爱；通过师兄弟

间的情谊，彰显了马连昆、高连峰等“连”字辈学

员的童真与率直；通过母子情，彰显了母爱的无

私伟大；通过兄妹情，彰显了一奶同胞的骨肉亲

情。该剧堪称一部以情动人的励志大剧。北戏

教师、导演滕莉将该剧生动解读为“后灶做饭的

全程直播”，“这部戏把京剧演员整个培养过程进

行提炼后在舞台上展示，在传授舞台经验的同

时，也以马连良的成长历程激发孩子们学好戏、

做好人的热情，这就像是把做菜的关键环节进行

解密一般。”

2012 年，北戏建院一甲子，10 月 26 日，《少

年马连良》作为院庆献礼的首场演出在北戏排

演场公演。8 个月后，同样的团队带着精心打磨

的《少年马连良》重登北戏排演场。中国戏曲学

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评论，

在京剧渐失往日的繁华，成角儿后可以吃“蹦虾

仁”，让全家人享福的美好前景已很难成为鼓励

今天戏校学生用功的理由的当代社会，“《少年

马连良》不只是机械地展示京剧演员学戏的过

程，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喜（富）连成教师们精心

培养学生付出的心血，也因为他们的呕心沥血

才有了今天京剧的发展。一部《少年马连良》重

建了戏曲从业者对戏曲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把

握，也体现着北戏领导与老师们在京剧人才培

养方面深入而细致的思考。”

18次文稿修改 塑造主人公丰满形象

执行总导演李红宾几乎能把《少年马连良》

从创意到落地成型的每个关键时间精确到日。

从 2010 年起，北戏京剧系就开始打造原创教学

剧目《少年马连良》，探索京剧人才教学培养的

新方法。从 10 月提出创作意向开始，相关人员

精心构想、创新设计，数易其稿，最终在 2012年 7

月 12 日敲定剧本，并于 8 月开始建组排练。经

过悉心的唱腔设计、表演设计、舞美设计，创作

团队于 2012 年 10 月完成整部剧目的教学和彩

排。“一遍一遍否定，多次把剧本砸碎了重来，然

后大家集体讨论，思路才一点点清晰，那段时间

我们每个人身心俱疲。”李红宾十分感慨。

为 了 这 部 剧 ，70 多 岁 的 李 仲 鸣 差 点 住 了

院。作为该剧的编剧、总导演，眼睛和手都不好

使的他不仅多次往返于内蒙古与北京之间，更

是为剧本的创作完善数次熬夜加班，令创作团

队大受鼓舞。“前两稿我们基本是推翻了重来，

直到第四稿对剧本也都不满意，像个散文，没有

主线，场景设置也不太得体，我们就又聚在一起

讨论。最终确定了贾洪林和马连良的师徒关系

这条主线，总体把握一个‘情’字展开叙述的基

本思路。”李仲鸣回忆，“抓住这一点，戏就有谱

儿了，他怎么认识了贾先生，怎么崇拜贾先生，

怎么通过贾先生学戏、偷戏，到收他为徒时贾先

生故去，这是我们在结尾处留的遗憾。”

即便是 6 月 1 日演出前几天，已经数不清第

几稿的剧本还在不断完善中，李仲鸣心

心念念想的都是“马连良”。“有时，夜里

睡觉想起来一个词，就马上写到纸上。

第二天起来，写的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

了。”李仲鸣说。

于是在无数次的否定和重建中，我

们看到了一部摒弃了繁复的布景和华

丽的新腔，舞台简单干净、唱功扎实的

《少年马连良》。北戏教师李小佳表示：

“素净的舞台既是对富连成这个群体的

历史描述，也是对马连良毕生追求舞台

‘三白’审美的要求，这样的布置给演员

表演提供了更自由的时空，也给观众专

注演员表演提供了更大可能。在布景

设计上，导演在背景上做了圆形投影，

开场李隆基的画像、结尾处马连良的影

像都打在投影上，起到了场景提示、升

华主题的作用，甚至能看到中国皮影戏

的光影魅力。”

考验京剧功底的本色出演

马连良曾说过：“戏曲演员要讲究一

棵菜，红花再好还需绿叶配，要多演出、多配合，

才能演好戏。”《少年马连良》作为一部为学生量

身定制的剧目，孩子们如何呈现戏剧的精髓，对

北戏的学生来说，本色出演之余，还考验着他们

的功底和协作能力。

看过该剧的观众会发现，《少年马连良》每

场开始，为了再现科班生活，几乎都有大段武

戏，喊嗓、基本功、把子功、武功有序穿插于情节

之中。马连良与贾洪林同台演出《朱砂痣》获成

功，招致学员妒忌引发打斗的戏，精彩化用了武

戏的档子，整个过程乱中有序，叙述清晰明白，

效果极佳。扮演高连峰的丑行小演员干净利落

的“数板”博得观众连连叫好；马连良、马连昆、

高连峰三个行当在一个空间上演《探庄》、《芦花

荡》、《盗王坟》，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这些技

巧无不考验着演员们的学习成果，加之剧本不

断完善，导演们“百改不烦”，小演员们也习惯了

“百排不厌”。

下午 5 点半下课，6 点排练，晚上 9 点多休

息，周末也是如此，这就是小马连良饰演者、12

岁的许周熠一个多月来的生活写照。“我是学武

生的，戏里练功的动作对我来说还挺容易，但老

生的唱，还要唱出味道，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考

验。”许周熠说。戏里科班辞退马连良的戏，许

周熠开始总不知道怎么演，后来李仲鸣和李红

宾教他动作神情，告诉他马连良当时很不开心，

哀求先生“我不想回家”时要像现实生活一样，

“上场时你不是许周熠，得是那个时候的马连良

才对。”“这是我登台主演的第一部戏，我爸爸也

是演武生的，他说我演得还行。演完戏我才知

道，马爷爷不仅戏演得好，人也善良，而且文武

都会，晚年还坚持早起练功，我也得继续努力。”

许周熠开心地说。

“如果对京剧传统的丰厚底蕴不善加利用，

如果当代京剧与传统科班之间的有机联系被蛮

横切断，如果我们迷失在现代教育体系的条条

框框里，轻率地丢弃戏曲数百年来积累的人才

培养经验，那么，京剧舞台就不可能出好戏、出

好角。《少年马连良》让我们从这些苗子身上看

到了京剧明天的希望。”傅谨充满期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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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天下最美的人？”这

不是普通话台词或英语台词，而是京剧唱腔的

念白。

致力于探索京剧实践教学创新模式的北戏

京剧系主任许翠在《白雪公主》创意之初就明确

了做这部剧的目的，“《白雪公主》不是给戏迷看

的，也不是给大人看的，就是给少年儿童打造的

一个看得懂的京剧，让少年儿童爱看，让孩子们

有儿童的题材可以演。”为此，她做好了接受各

方评论甚至批评的准备，“要是看我的版本，千

万别说看不懂京剧，台词都是大白话，唱腔有点

像现在的歌舞剧、音乐剧，绝不拘泥于传统京剧

的一板一眼。”

新编京剧《白雪公主》是北戏在台湾儿童京

剧《丛林七矮人》的基础上创排的，全剧弱化了

原来童话故事中爱情和复仇的主题，提炼出白

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之间为了友谊相互牺牲的

主线，歌颂了正义、善良、无私的优秀品格。这

部用京剧演绎格林童话的《白雪公主》目前已硕

果累累：作为北戏建院 60 周年系列纪念演出之

一，2012 年 7 月 9 日晚，《白雪公主》在京首演，得

到了北京市宣传、文化部门各级领导的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此后，该剧又在北京中山公园

音乐堂、中国木偶剧院、中国剧院、长安大戏院

等演出十几场，场场爆满，获得专家肯定和家长

好评。该剧还应邀赴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及法

国演出，用丰富多彩的手段立体化地向观众传

播京剧知识和京剧艺术特色。在 2012 年“弘扬

北京精神，讴歌伟大时代——北京市优秀剧目

展演”中，该剧荣获北京市教委教学成果奖……

一个人人皆知的童话披上京剧的外衣，是

如何征服了万千家长和孩子们的心，《白雪公

主》的舞台表现手段或许可以帮我们找到答案。

戏一开场，森林中一群可爱的小动物纷纷亮

相，小白兔、小鹿、青蛙、乌龟作为串场，从台上跑

到台下，与小观众拉手、转圈互动，一下子活跃了

现场气氛，吊起了小朋友们的胃口；七个小矮人

以矮子功出场，更是吸引了小观众的眼球，笑声四

起。七个小矮人经白雪公主许愿长高了之后，每

个人有不同的武功表演，跟头、旋子、肘棒子、铁

门坎，让观众眼花缭乱。演到七个小矮人以重新

变回矮子身救下白雪公主时，场下一片欢欣鼓舞。

1小时15分钟的戏让孩子们坐住了，更看懂了。

作为一个喜剧题材，京剧的唱腔和身段在

该剧中不仅未被遮掩，反而更显不俗。唱功、做

功、跷功、腿功、毯子功、身训功……集四功五法

于一体，王子与刺客之间搏斗的武打场面，扮演

小矮人时演员的矮子功、扮演苹果树的跷功，都

原汁原味地表现出京剧艺术的精髓。在念白方

面，考虑到观众年龄层次较低的状况，该剧大量

采用一般观众都能听懂的普通话对白，并加入

了互动，让小朋友参与其中；舞台设计上，并没

有拘泥于京剧传统的“一桌二椅”模式，在舞台

上搭建了宫殿、小木屋、森林等多个场景，并配

合舞台灯光和 LED 屏等先进技术手段，营造出

一个现实中的童话世界。

对于学生们的表演，许翠指出：“学生时期

的这个阶段就是模仿京剧，几乎没有创新。但

恰恰这个戏可以锻炼他们内在的潜力，因为没

有模板去框住他，让学生们快乐地完成创排任

务。而且我希望学生们的演出今天跟昨天能有

所不同，根据个人获得的经验在表情动作上有

新的体会。”据悉，整部戏的唱段多达十几段，包

括独唱、伴唱、合唱等，仅女主角白雪公主就唱

了 5段，其余则由七个小矮人和串场的小动物来

演唱，王子和王后则主要靠念白来表演，剧中的

念白并不是韵白，而是没上韵的京白。作为京

剧荀派的传人，许翠表示：“整部剧改编后，流派

不是很突出。白雪公主基本是花旦的流派，带

点荀派的味道，但不是很浓。”

饰演白雪公主的北戏中专三年级的学生逄

瑷嘉清晰记得，2010 年在北戏排演场主演第一

部京剧《打焦赞》时，她只有 12岁，因为怕出错当

时紧张得不行。学习武旦专业的她花费了很长

一段时间才适应白雪公主善良天真的角色要

求。“武旦的动作偏硬，许翠老师总告诉我要软

下来，找找天真、无忧无虑的感觉。比如白雪公

主看花的时候，要特别快乐、开心，肚子疼就要

表演得好像肚子真的特别疼一样。而在武旦并

不擅长的唱功上，老师几乎是一句一句教我怎

么运用气息和把握声调。”逄瑷嘉回忆道。一年

来，《白雪公主》的频繁上演也让逄瑷嘉不断成

熟，如今 15 岁的她在舞台上已经表现得气定神

闲、异常老练。很多领导看完后都夸赞道：“你

们的孩子平常看上去慌里慌张的，怎么一上台

看上去都有数、有火候了！”

如今，由于学生毕业，新编京剧《白雪公主》

的演员已经换了一批，这让许翠多少有了些“江

山代有才人出”的感慨。对于《白雪公主》的长

远意义，她预期：“教学相长在剧中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体现，它丰富了京剧系的实践教学剧目，

成功探索出了实践教学的创新模式，也填补了

长期以来少儿观众没有京剧题材剧目观看、少

儿演员没有京剧少儿题材剧目创作学习和演出

的空白。该教学剧目已经具备了长期演出的条

件，有了这一品牌节目，就如同在全国设立了众

多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演出实践

的机会。”

打造孩子看得懂、学得会、传得开的少儿京剧
——喜看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少儿京剧《少年马连良》、新编京剧《白雪公主》

李 雪

近日，由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推出的少儿京剧《少年马连良》及新编儿童京剧《白雪公主》以其市场影响力拿到了 2013 年北京“春苗行

动”优秀少儿题材剧目展演的入场券。两个剧目，一个通过戏曲大师马连良的成长经历重新梳理对戏曲教育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一个用京剧

的舞台手段表现外国童话题材。两部戏虽然风格迥异，但京剧唱念做打的艺术精髓未变，戏曲前辈培养优秀后备人才的热忱未变，少年儿童

爱戏、学戏的执着信念未变。演员们通过精彩表演让观众领略了新时代京剧艺术的舞台魅力，不仅展现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优秀教

学成果，更是在京城掀起了一股少儿京剧热。

励志京剧励志京剧《《少年马连良少年马连良》：》：解密大师是怎样炼成的解密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新编京剧《白雪公主》：一部不失京剧内核的创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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