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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可瑜

山东大学教授。1933年12月生，山东烟台人。曾任山东省古文字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齐鲁京剧爱好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高校

京剧演唱研讨会学术委员会负责人。195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师殷焕先、周迟明、琦书耕），后又在中山大学习古文字学（师容庚、商

承祚），在其主攻业务方面，他著述颇丰，《对具体运用训诂方法的几点意见》、《<论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正义》、《<史记•陈涉世

家>“夥涉为王”考辨》、《利簋铭文“崴贞克闻”解》、《评郭沫若对“妣”字的解释》、《殷墟文字形成假说》、《丁公龙山陶文——一种新的古文字

群》等可为其代表作。数十年来，他同时在业余时间致力于京剧声韵的教学与研究，在上世纪50年代即高唱京剧语音改革之论，70年代又

发表了京剧语音体系，继续呼吁京剧语音改革。他于1979年在山东大学发起成立京剧研究社，任会长。并于1987年在全校开设京剧选修

课，先后邀约全国京剧名家来山大讲学，在高等院校掀起一股京剧旋风。著有《论京剧语音改革》、《谈京剧上口字与京剧语音改革》、《关于

京剧语音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京剧音系及其他》、《论京剧语音的改革方向》等。2003年 5月，由其选编的《京剧优秀唱腔选编》六册正

式出版，受到广大京剧爱好者好评。

以国粹净化校园，用艺术点亮人生

1933 年 12 月，姜可瑜出生于山东

烟台。他的家北边靠海，南边有静静的

山冈和葱绿的田野，风一吹，野花遍地

都是。然而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留

给他更多的是“残酷无情”的战争和铁

骑践踏下的痛苦与愤怒。

“上小学时，日语老师最能殴打学

生。日语不及格，缺多少分就打多少

耳光，甚至用腿把学生扫倒，然后用脚

踢……在靠海边码头的北大街，有个

‘大庙’——渔民祭祀海神的地方，庙前

的旗杆上，经常挂着被日军砍下的人

头，表情既痛苦又愤怒，令人可怕。”他

清楚地记得，每日两餐吃的是掺了花生

壳粉的玉米面的窝窝头，咬在嘴里咯吱

咯吱响。“冬天，常看到死在垃圾箱里的

人，头往里拱，两条干腿和脚掌露在外

面。也有人从垃圾箱里捡碎布、破棉絮

往嘴里填，甚至有人吃碎竹片子……”

读完初中的当年，姜可瑜考取了烟

台一中。“从小我就偏重文科，对于文学

更是当仁不让，认为那是属于自己的领

地，拼命地想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据

姜可瑜介绍，作为全国重点中学，1953

年之前，烟台一中藏书已达五六万册。

“那时，我就向往山东大学文科，知道冯

远君、高亨、萧涤非、殷焕先、高兰诸位

先生的大名。我狂热地阅读文学作品，

每学期能向图书馆借书一百次以上。”

1953 年，姜可瑜以第一志愿考入山东

大学中文系。从一个当时只有 12 万人

口的小城来到山大，他的视界豁然开

朗。

上世纪 50 年代初，山大校址在青

岛，当时学校有两门课“雷打不动”，一

门是政治学习，另一项就是文艺活动。

姜可瑜说，那时山大戏（京戏）风很盛，

每周都有两个课外活动的时间在教室

里练唱京剧，而主持这个活动的则是对

京昆两行都很娴熟的琦书耕先生。“琦

先生是满族，多年玩票，是京剧史上最

负盛名的唱工小生德 如的弟子，曾与

著名老旦卧云居士合作演出过《岳家

庄》。在他的带领下，当时的山大京剧

团能演整出的《四郎探母》、《凤还巢》、

《捉放曹》、《起解》、《玉堂春》等好多

戏。”

琦先生的京剧辅导深入浅出、内涵

丰富，使姜可瑜着迷。那时，除了上课，

他把剩余时间全都给了京剧，而且在学

唱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每天早晨吹

起床号前我就先到教室里喊嗓，为了学

打鼓，还专门弄到了一个像大街上叫卖

豆 腐 的 人 敲 的 那 种 梆 子 进 行 敲 打 练

习。”痴迷京剧的他还经常在晚间到琦

先生家里请教，直至关校门时才跑回宿

舍。琦先生对这位善于钻研的弟子也

格外栽培，逐渐地，姜可瑜对京剧从一

般爱好发展到深入研究。1956 年，受

京剧大师李少春启发，姜可瑜即以笔名

“翠庵”在《中国语文》发表了论文《谈京

剧语音改革》，文中标音全部采用国际

音标。这是他学习京剧声韵的初步成

果。

自山大毕业后，姜可瑜留系任教。

大学放假后，一间小屋、一台留声机构

成了他独自的小天地，无论严冬酷暑，

他都躲在这小天地里听腔记音，研究京

剧的“家法”，别人说他“迷”与“痴”，而

他却自我感觉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天地。

痴迷京剧 醉心声韵

1962 年夏，姜可瑜前往烟台交际

处拜会老师高亨，恰值四大名旦之一

的荀慧生携女儿令莱在烟台胜利剧场

作短期演出，就住在高亨隔壁。那时姜

可瑜热心于京剧声韵已有七八个年头，

兴趣也越来越浓，却也遇到了一些疑而

未决的问题，很想找个名家讨教。于

是，他轻轻叩响了荀先生的房门。“进去

之后，看见荀先生正侧身躺在床上接

受医生的针灸治疗，我坐在沙发上等

了大约十分钟后，荀先生才缓缓地拖

着腿过来坐好。”姜可瑜说，那时他考

察过不少京剧名家的唱念，但感觉他

们在处理字调高低升降（即“倒字”）问

题时，经常有自相矛盾和不够规范之

处。“同一个《乌龙院》，周信芳的念白跟

苏廷奎就有很大不同。1978 年出版的

《定军山》（中国唱片），同一张唱片之

中，黄忠（谭富英饰）嘴里的‘定军山’三

个字念成‘顶军山’，而在刘备和诸葛亮

的嘴里却都念作‘顶军善’。”

他 便 拿“ 倒 字 ”问 题 来 请 教 荀 先

生，并举《打渔杀家》中萧恩那句【西皮

散板】“桂英儿掌稳了舵”为例（“英”字

可高唱可低吟）。荀先生沉吟了一会

儿，说道：“我认为在唱腔中，旋律所体

现出来的人物情绪，是最重要的，是第

一位的；而某个字音的倒与不倒，虽也

可斟酌，但却是第二位的。”结合后来

的研究体会，姜可瑜觉得荀慧生先生

的这一见解是相当精辟的。“我们目前

尚无法知道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京剧

形成阶段的京剧声调或调值是什么，

而又难以从目前的徽、汉二调中取得

科学的依据，因为徽、汉二调所依据的

方言也是变化多年了。这真是像离源

之水，只好在北京音的强大影响之下，

顺着地势的走向来流淌了。这叫摸着

石头过河。”

1974 年，姜可瑜带领山大学生到

石家庄“开门办学”，一次在与人闲聊

中得知奚啸伯就在石家庄，他压抑不

住内心的仰慕之情，请求那位热心的

向导带着他去见一见“摘帽右派”奚啸

拜会名家 渐入佳境

作为融汇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

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品种，京剧以其

内涵博大精深、唱腔韵味浑厚，成

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文化遗产。

京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这一份珍

贵 遗 产 传 之 久 远 的 关 键 。 如 何 推

广、宣传、振兴京剧艺术？姜可瑜

认为，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在青年中

争取观众，培养知音和爱好者。而

高等院校恰恰是有着较高的文化素

养的青年学子们的聚集之所，又是教

育和科研的重要基地；因此，把京剧

之风吹进高等院校，是一件十分重要

和有意义的工作。

为迎接京剧复苏，1979 年，他在

山大发起成立了京剧研究社，旋即得

到 80 多名师生热烈响应。以后由京

剧研究社发展而成的山大京剧协会

（以下简称“京协”）则着力把全校师

生中那些热爱京剧艺术和愿为京剧

活动效力的老（离退休）、中（现职）、

青（学生）三代人发展为会员。多年

来，“京协”已成为一支覆盖全校的庞

大队伍，他们经常参加校内外各种京

剧活动。2004 年，在“纪念京剧大师

程砚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

中，报名参加京剧大合唱的学生就有

67 人之多，加上其他的学生节目，参

加人数约 100人。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了解京剧、喜

爱京剧，1987年，姜可瑜主动要求在全

校开设了《京剧》通选课。依据多年的

知识积累和研究，他系统地从京剧的

历史、流派、音乐、声韵等理论方面阐

释京剧深厚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从

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来欣赏京剧。

2008 年开始，学校还在周日专门为他

开辟了一间小教室用于辅导学生练唱

和播放京剧节目。在节目展播之前，

必有学生事先在各大自修室黑板上写

明展播内容，鼓励同学们前往观看。

据姜可瑜介绍，从 1987 年到 2007

年，选修该课的学生有 2000 余人，其

中跟他学唱、会唱一些段子的学生有

数百人。“由于我懂京剧声韵，所以无

论学生想学哪个行当、派别，我都可

以指导他们，让他们各取所需，更激

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经过多年的

实践，他发现，愿意学唱的学生约占

总数的三分之一，而通过“学唱”到

“爱唱”到“会唱”，这些同学很容易成

为跨入京剧门槛的京戏迷。“而且有

些学生渐渐不满足于简单唱段的学

唱，他们愿意涉及京剧的更多领域。”

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二十年来，姜

可瑜先后邀请孙毓敏、李丽芳、厉慧

良、王梦云、宋玉庆、梅葆玖、张金樑、

赵荣琛、赵燕侠、李世济、鞠小苏、魏

慧 丽 等 京 剧 名 家 来 山 大 讲 学 或 辅

导。“他们走进山大，无论演唱、作报

告还是辅导学生，完全是尽义务的性

质，而且有时候不惜抱病前往，其精

默默耕耘 守望国粹

“上周李军来济南和刘桂娟一起演了《红鬃烈马》。”

“我想问【二黄二六】这个板式。”

“我的低音唱不下去怎么办？”

……

一壶清茶安卧在石桌上，几把椅子随意散落在桌子周围，角落里，一台老

式电风扇和一只冒着热气的电水壶吱吱作响。其间，学生们向姜可瑜汇报过

去一周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惑，只见他不声不响地一一细听了去，而后不紧不

慢地对同学们的疑问做出解答。这是记者近日在姜可瑜的书斋看到的一

幕。学生们为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着迷，而姜可瑜更像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自 1994 年退休之后，姜可瑜没有在家颐养天年，他奔波于讲台、京剧院

团和青年学子之间，倒成了一位社会活动家。记者到访时，他已着手整理二

十年来在山大开展京剧活动的照片，并打算从京剧声韵、京剧教育、名家在

山大讲学等方面编辑出书。他用“毛毛雨”来形容自己大半生为振兴京剧艺

术所做的工作，并表示他这样做也是为了报答恩师琦书耕先生的培育之恩。

京剧，被誉为“国粹”，传神空灵，曲尽人情，彰显了华夏古典艺术精神，

凝结着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一位京剧声韵研究专家、传统文化学者，数十

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高校的京剧普及工作，投入了大量精力和物

力，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大学生中培养了一批又一

批京剧爱好者。而今虽近耄耋之年，两鬓斑白，却依然精力充沛地为京剧奔

走呼号。他呈现给世人的又岂只是一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人形象，仿

佛更让人领略到京剧艺术——这一博大精深的中华国粹的生命力，虽然历

经盛衰曲折，但其生机仍存，定会随着京剧表演艺术家、文化学者与京剧戏

迷的努力追求，迎来再度辉煌！

记 者 手记
老骥伏枥 壮心未已

陈丽媛

伯先生。姜可瑜说，先生虽然满面病

容、步履蹒跚，但一听故人高兰的学

生 来 访 ，非 常 高 兴 ，话 题 也 多 了 起

来。“他认为在那一大批样板戏中，语

音水平最好的是《红色娘子军》里的

杜近芳，且他对‘倒字’的观点与荀慧

生不谋而合。”姜可瑜继续说道：“临

走时，奚先生叮嘱我给他的老同学高

兰先生带个好儿，期盼好友重逢。但

直到奚先生逝世，俩人也未能再见。”

此后，姜可瑜又发表了京剧语音

体系，继续呼吁京剧声韵改革。1988

年《中国语文》撰文列出京剧声韵研

究六大家，姜可瑜亦被置于显著位置

予以重点介绍，确定了他在这一领域

的权威地位。

—访山东大学姜可瑜教授

本报驻山东记者 陈丽媛

姜可瑜给学生上京剧通选课 大学放假后，姜可瑜在家中听腔记音，为京剧通选课备课 1987年 10月底，孙毓敏应邀来山大讲学一周，期间，她与山大师生分享了她

的奋斗和生活道路，并作报告—《谈荀派表演艺术》，示范演出折子戏《金玉

奴》、《苏三起解》

1991年 10月 9日晚，四位留学生在京剧课堂上清唱京剧《贵妃醉酒》

1991 年底，姜可瑜与来济演出的钱浩梁、曲素英夫妇合影，左一为山东省京

剧名家魏慧丽

本版责编 陈丽媛 美编 李小妮

神令人动容。”姜可瑜说。

中国戏曲表演学会高校京剧委员

会名誉会长孙毓敏说：“在海内外推广

普及京昆艺术，是件‘积德的大事’，不

仅从大局说是弘扬民族艺术，让世界

了解京昆，对个人来说，还可以开拓

视野、陶冶情操、改换心情；唱一唱

还是深呼吸、内按摩、艺术气功，保

你心情愉快、益寿延年，这不就是最

善之举吗！”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们的综合素

质、文化底蕴也由此得到很大提高，很

多 同 学 由 过 去 的“ 看 京 剧 就 是 看 热

闹”，慢慢懂得京剧也是一门艺术，转

而领略到汉语声韵和中国戏曲之美，

渐入佳境。在采访当中，不时有学生

打来电话询问姜老师近况，并和姜老

师分享自己最近又看了什么好戏，参

加了什么京剧活动。“我希望同学们能

够懂更多的东西。现在大学生的思想

状态多数平平淡淡，文艺素养比较贫

乏，上课考试而已，但我相信有自己思

想性格的学生绝对会越来越多。”姜可

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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