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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坚

艺 术

2013 年，摩洛哥菲斯举办的第八届

菲斯国际大学生戏剧节上高手如云。

来自沙特阿拉伯、法国、印度尼西亚、西

班牙、加拿大及中国等国十几所大学的

代表队在此切磋技艺。最终，中央戏剧

学院京剧系代表队凭借 3 出精彩的折子

戏《天女散花》、《拾玉镯》和《挑滑车》，

一举斩获本届戏剧节最高奖——戏剧

节大奖。

这个优秀团队的带头人是中央戏

剧学院京剧系主任郭跃进。由国家一

级演员、梅兰芳金奖获得者，成功变身

中央戏剧学院的学术带头人，郭跃进的

经历非同寻常，惹人一探究竟。

一个冬日的晚上，还在学院办公室

里加班的郭跃进端着盒饭，笑盈盈地接

受了记者的采访。

11岁演全本《红灯记》

上世纪 50 年代，全国上下正普及革

命样板戏。 在 这 股 热 潮 的 带 动 下 ，年

幼的郭跃进便进入山东泰安少儿艺术

团，学唱革命样板戏。聪明伶俐的她

11 岁时就能登台演全本《红灯记》的李

奶奶，且一招一式像模像样，精彩的演

出每次都乐坏了全场观众，还参加了

全省汇演。

1971 年，山东省五七艺校（“文革”

期间，山东艺专与省戏曲学校合并）招

生，自身条件优秀的郭跃进被招考老师

一眼看中，以老旦行当入校，师从孟丽

君、韩玉春。5 年半的科班学习使其在

唱、念、做、打等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1976 年，郭跃进以品学全优的成绩

毕业，在泰安市京剧团实践一年后回母

校任教，其所教的班级一直在校名列前

茅。1982 年，山东省戏曲学校成立实验

团，郭跃进边教边演，并不断跟随王元

清（富连成坐科老旦）学习，丰富教学及

演出剧目，艺术水平日渐提高。

夺取梅兰芳金奖

1986 年，郭跃进考入中国戏曲学院

后，有幸成为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金泉在

学院接收的第一名学生。“成为李老的

学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戏曲学

院三顾茅庐才请到李老师授课。第一

次见他，没说几句话就让我先唱上一

段。我刚唱了一句，李老就回身进屋抱

来了录音机录下了我的声音。老师并

未评价我，但当即就定下教授我《李逵

探母》一剧。事后才知，老师对我特别

满意，在他教授的学生中，第一出戏就

学《李逵探母》的我还是头一个。”郭跃

进说。

在李金泉亲授下，郭跃进的技艺得

到了进一步深造，开始在京剧大舞台上

崭露头角。1987 年，她以《李逵探母》一

剧参加了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获得优秀表演奖。1991 年，又以《八珍

汤》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

最佳表演奖。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

已小有名气的郭跃进被北京多个院团

看中，希望她能留下。她的选择却是回

山东踏踏实实教学。

1994 年，对于当时 36 岁的郭跃进来

说意义非常。她要去北京角逐梅兰芳

金奖，而她高龄早产的儿子还正在哺乳

期，儿子、北京，成了摆在郭跃进面前的

选择题。“如果我去北京学戏，就意味着

儿子要断奶，我这一生都不能再用母乳

喂养我的孩子了。作为母亲，我心如刀

割。可是，去北京参赛，我已是山东唯一

的选手了，对个人是难得的交流机会，对

山东是肩负的责任重大。”郭跃进回忆

说，决定去留的那晚，她彻夜未眠，抱着

襁褓中的孩子默默流泪。“丈夫被我哭得

不知所措，像个不倒翁般时躺时坐，不知

如何安慰我、开导我。”郭跃进没有辜负

山东人民的期望，她坚强地赶往北京，

为追求京剧艺术继续登上了舞台。

“梅兰芳金奖大赛是京剧界最高层

次的比赛，参赛演员可谓群英荟萃，其

中有久享盛名的艺术家，也有当红新

星，竞争十分激烈。”郭跃进说。为了在

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她每天足蹬三寸厚

底靴，身穿大靠，在夏季炎热的排练厅

里不分昼夜地反复苦练两个重头戏剧

目《对花枪》和《八珍汤》。

最终，郭跃进以其精湛的演技一举

摘取了梅兰芳金奖的桂冠，并确立了自

己“形神兼备，文武并重”的“老旦之美、

之魅”艺术风格。

当老师更有价值

“当一名老师，以自己的学识和经

验去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且教学相长，

比当一名演员更有价值。”采访中，郭跃

进常说这句话。这也是她多次将舞台

放在次要位置，而选择教学的原因。她

在坚守教育岗位 36 年间，取得教学成果

及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颇多。

2005 年，郭跃进为开拓京剧艺术受

众面，立足高校产、学、研、创，奋斗一年

将《佘赛花》搬上央视荧屏，并摘得了中

国广播影视大奖第二十六届飞天奖，这

在全国高校尚属首例。当被问及出品

这部电视剧的最大收获时，郭跃进感慨

地说：“我带领 100 多名师生、十几辆车

开往横店影视城拍片，当时一切都是尝

试着迈出第一步！现在想想，人真了不

得，人能创造奇迹啊！我最大的收获就

是对人的认识，是精神上的净化和升

华。在这次拍摄中，我的精神和体能都

经历了极限挑战，彻底领悟到何谓信

仰、何谓事业！”

如今，郭跃进又在中央戏剧学院努

力开拓着。她被中戏引进为戏剧与影

视学学科带头人，筹备并建立了中央戏

剧学院京剧系，担任系主任一职。

“中戏办京剧系要找准定位。我觉

得，这个系不要大办要精办；要教学、实

践、科研三位一体，并行并重；要使京剧

艺术与其他艺术融会贯通、取长补短、

为我所用；要在严格继承的同时不断探

索创新等等。”郭跃进说。

在这样的办系理念下，中戏办的京

剧系果然与众不同，培养方案科学严

谨，因材施教细化入微。深入了解，这

一做法很有文化担当。“京剧系的建设，

进一步深化了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学

科的内涵建设；突出了写实与写意两种

演剧样式创作的结合、基础与前沿的对

接、传统与现代的交融；注重培养知识

结构系统、演剧素养全面、学术视野广

阔、能够驾驭民族风格演剧特色的实践

型创新人才。”郭跃进说，“作为学科带

头人，自己身上担子不轻，必须以勇于

探索的拼搏精神，与同仁们一起为国粹

艺术贡献所能，勇往直前。”

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孕育出充满

地域特色的花鼓戏，也养育出一个蜚声

省内外的优秀艺术团体——湖北省实

验花鼓剧院。它的“掌门人”就是坚守

花鼓艺术事业 40余年的吴培义。

江汉平原花鼓戏花脸第一人

吴培义出身于湖北潜江县（后改为

市）老新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

因时任潜江县委书记陈子英（战斗英雄

邱少云生前所在连连长）的知遇而步入

潜江剧团，很快便因《半夜鸡叫》的高玉

宝、《智取威虎山》的李勇奇等角色的出

色表演而走红潜江。上世纪 70 年代中

期，吴培义走上了他真正的主演之路。

1979 年主演的《三接财神》在荆州地区

现代戏调演中荣获演出一等奖。1980

年主演的现代戏《买摇窝》在湖北省专

业文艺调演中荣获优秀演出奖。1981

年，因传统戏《秦香莲》中包公一角的独

特演唱与表演，被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录

制成经典专辑进行专题推介播报。1984

年主演现代戏《拦花轿》进京演出获好

评。因长年多次在《秦香莲》、《追鱼》、

《狸 猫 换 太 子》、《四 姐 下

凡》、《破铁券》等众多剧目

中成功扮演包公一角，在江

汉平原有“花鼓戏花脸第一

人”的美誉。

吴培义的演艺生涯正处

在蒸蒸日上之际，却因演出

途中的一次车祸而中止了自

己的表演艺术脚步——车祸

造成的脑外伤痼疾使他一

次又一次地昏倒在演出舞

台 …… 不 想 放 弃 花 鼓 事 业

的吴培义走上了考学的道

路。几年苦读毕业之后，他

重返剧团，首任湖北省实验

花鼓剧院党委书记暨法人

代表，成为花鼓剧院持续 20

年的“掌门人”。

培育新人新剧赢得荣誉

90 年代初，地方戏曲事

业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湖

北省实验花鼓剧院也不例

外。面对剧团当时所特有

的一系列矛盾与问题，吴培

义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智慧

紧紧抓住剧目和人才这个

“纲”。他上下求索、左右求

援，磨破嘴皮、跑肿双腿，两

年内，为花鼓戏《原野情仇》

争得“湖北省戏剧新作展演”和“文华奖

评比演出”等重大赛事的参演资格，并

在两次赛演活动中捧回省级的演出金

奖和国家级的文华新剧目奖、文华表演

奖及戏剧梅花奖等多项大奖。几年下

来，虽然他自己累得身体落下毛病，单

位的人心却被凝聚起来。

进入新世纪，艺术人才的脱档断层

成为了专业文艺团体尤其是戏曲团体

的“杀手”，全国不少地方剧种、剧团终

因人才不继而“停摆”或“转向”。而吴

培义则一直科学地筹谋着依托名牌大

学培养花鼓戏艺术人才的高招。在争

取到潜江市委、市政府的认可与支持

后，吴培义把慧眼瞄准了华中师范大

学。为寻求合作，他无休止地来回于武

汉与潜江，昼夜往返于公交车上。经过

3 年的努力，终于与华中师范大学和湖

北省艺术学校签订了合作招生的协议，

拉开了花鼓戏人才培养的战略序幕。

近 20 年来，剧团先后培养和引进

优秀戏曲艺术人才 30 余人，其中不乏

周边剧团的台柱子和戏尖子。除原有

的艺术人才外，丁明安、答沙、谢婷婷、

傅潜芬、方成、吴珍珍、熊维斯等华中师

范大学演员，已逐渐成长为新时代的花

鼓新秀。

引进和培养人才只是第一步，让人

才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创造价值才是

关键。吴培义再次做出了一个出人意

料的决策：为华师大花鼓戏大专班的

“见习演员”量身打造一台现代花鼓戏

《生命童话》，目标直指第九届中国艺术

节。面对这个首开先河的决定，许多人

怀疑它的可行性和成功率。“用乳臭未

干的‘80 后’‘90 后’去与全国顶级的‘大

腕’大师比拼夺奖，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痴人做梦！”吴培义的回答是：夺金得奖

不是艺术的本质体现和终极目的，我们

的根本目标是推举新人、扩大影响，实

现花鼓戏曲艺术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说到容易做到难。面对演员

艺术水平的巨大落差和编剧、导演、舞

美人才的匮乏，以及资金设备的严重短

缺，年逾“知命”的吴培义日日如坠深

渊、天天度日如年……“置之死地而后

生”，似乎是吴培义人生道路的专用语，

自 2008 年始，从湖北省地方戏艺术节到

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最终入选

“九艺节”，《生命童话》3 年“三级跳”，继

获得湖北省优秀剧目奖（金奖）、“五个

一工程”奖之后，又荣获文华优秀剧目

奖、文华剧作奖、文华导演奖、文华舞美

奖等多项国家级艺术大奖。

让剧院变身艺术研究院

2011 年 5 月，正值吴培义积劳成疾，

病倒在出 差 途 中 被 送 进 医 院 之 时 ，全

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剧团

何去何从，一时风起云涌。于是，自住

院手术的第三天起，吴培义便躺在病

床之上，打着吊针，酝酿并书写改革措

施，上报请示方案。56 个日日夜夜，吴

培陡减体重 20 余公斤，平添了满头白

发，当他出院回到潜江之时，就连身边

的亲朋好友也认不出他的模样了。经

过吴培义的精心策划与运作，最终获

得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与认同，花鼓

剧院被批准核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机构——湖北省花鼓戏

艺术研究院。

员 工 人 心 的 安 定 、人 才 队 伍 的 发

达 、艺 术 创 作 的 繁 荣 ，带 来 的 是 效 益

的 攀 升 ：花 鼓 剧 院 年 均 演 出 200 场 以

上 ，拥 有 自 己 的“ 曹 禺 戏 楼 ”和 商 贸

大 楼 ，在 全 省 率 先 为 演 职 员 购 买 了

养 老 保 险 和 医 疗 保 险 及 住 房 公 积

金 ，成 为 被 文 化 部 和 人 事 部 表 彰 的

“ 全 国 文 化 工 作 先 进 集 体 ”和 中 组 部

命 名 的“ 全 国 先 进 基 层 党 组 织 ”。 目

前 ，剧 团 上 下 齐心、内外和谐、工作稳

进，一片欣欣向荣。“成绩归于大家，成

功属于历史！明天才是考验，未来才算

‘真经’。”吴培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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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跃进：从京剧名角到学术带头人
本报记者 张 婷

竭 心 尽 智 事 花 鼓
——记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掌门人”吴培义

李淑雯

艺术·院团长

吴培义

郭跃进在第八届菲斯国际大学生戏剧节上领取戏剧节大奖奖杯

刘际

喜欢相声的观众一定对他不会

陌生。他师从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

文，其表演的相声感情充沛、语言生

动、捧哏幽默、尺寸得当、反应机敏，

切入节奏把握准确，令人回味无穷；

他是一位集表演、创作于一身的资

深相声演员，其作品被录制成录音

带和光盘等广为流传。他就是中国

铁路文工团曲艺杂技团团长、著名

相声演员刘际。

从“板凳球员”到相声演员

采 访 刘 际 ，未 见 其 人 ，先 闻 其

声，爽朗的笑声先让人备感温暖；再

见 本 人 ，举 手 投 足 间 尽 显 真 诚 亲

和，说话极富表现力。“能在舞台上

将快乐传递给观众，是我最快乐的

事。”刘际的开场白，简明扼要、直

奔主题。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位

给千家万户不断制造“笑料”的相声

演员，年轻时竟有过当“板凳球员”

的经历。

1974 年，刘际高中毕业被分配

到河北省栾城县插队。当时县里正

在组织篮球队，刘际幸运入选。于

是，他就随队到晋县参加石家庄地

区 篮 球 赛 。“那 时 候 我 是 个 名 副 其

实 的‘板凳队员’，因为个子矮经常

上不了场。”刘际说，但没想到，年少

时自己感兴趣的快板功底，意外地

让他开始了真正的曲艺专业生涯。

“在当‘板凳球员’的这段时间

我带着快板，被同宿舍人发现了，在

他们的要求下我就表演起来。”刘际

回忆道，集训结束时，他被县文化馆

领导看中，代表县里参加全地区的

“五四”文艺汇演。在那里，他遇到

了后来多年的搭档马云路，开始了

他们的首度合作。

20 岁时，北京军区在河北招收

文艺兵，刘际又被选中。1981 年，刘

际转业到河北省曲艺团，和马云路

再次合作，并逐渐成为相声界的金

牌搭档、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笑星。28

岁时，年轻的刘际一跃成为河北省

曲艺团副团长。然后在不惑之年，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他。2002 年，当

时已 46 岁的刘际经师父侯耀文介绍

进入了中国铁路文工团，从河北来

到相声的重要发源地——北京。如

今，已成为中国铁路文工团曲艺杂

技团团长的刘际迎来了事业的再次

辉煌。

一碗炸酱面诠释“师徒情”

“一路走来并能够小有成绩只

能说明自己非常幸运。我遇到了很

多贵人，尤其是我师父对我影响很

大。”回忆起自己的艺术之路，刘际

多次提到自己的师父侯耀文，“要说

起和师父之间的故事，真是三天三

夜也说不完……”

1981 年，在全国相声比赛上，刘

际与侯耀文结识。1995 年 11 月，在

河 北 石 家 庄 ，刘 际 正 式 拜 师 ，成 为

“侯门相声”中的一员。“自从我进入

中国铁路文工团，我和师父几乎形

影不离。大家在一起特别开心，互

相之间真是‘包袱’抖不完。为了相

声广纳贤才，师父没事就请所有弟

子到他家里去吃他做的炸酱面，我

们这帮弟子都亲切地称之为‘侯氏

炸酱面’。这面真是几天不吃就难

受、想得慌啊！”说到这儿，刘际不

禁又笑了出来。

在刘际的眼中，生活中的师父

像个老小孩儿般有趣，教徒弟时却

又 严 厉 异 常 ，既 是 严 师 又 是 榜 样 。

“1998 年，我跟搭档马云路参加全国

相声比赛，当时师父对我们的参赛作

品《夸夫》真是费了不少心思，亲自给

我们改本子，每句词、

每个动作、每个眼神

都严格把关。果不其

然，相声《夸夫》获当

年全国相声大赛表演

一等奖，并获河北文

艺精品特 别 奖 。”说

到这儿，刘际停顿了

片刻，由衷地说，“没

有师父，哪有我的今

天啊！”

为 了 纪 念 师 父

的艺术人生、表达与

师父的特殊感情，刘

际 和 侯 耀 文 其 他 弟

子 一 起 举 办 了 纪 念

师 父 的 专 场 演 出 。

“ 师 父 的 相 声 艺 术 ，

我们总结为‘诡异当

中有智慧，幽默当中

有文化，包袱当中有

知识，滑稽当中有高

雅’。通过这种不沉

重 的 方 式 表 达 自 己

的追忆和思念之情，

我 觉 得 非 常 好 。 目

前，我们已陆续举办

了 侯 耀 文 先 生 逝 世

一 周 年 、三 周 年 、五

周 年 的 专 场 演 出 ，今 后 ，只 要 有 条

件，这样的活动我们一定会坚持下

去，并且还计划举办侯先生的个人

作品赏析会及相声艺术研讨会。”

有继承也有创新

刘际走上相声表演艺术之路已

有 30 多年。多年来，他和搭档马云

路创作、表演了一大批优秀的曲艺

作品，并多次获奖。相声《夸夫》获

全国相声大赛表演一等奖，并获河

北 文 艺 精 品 特 别 奖 ；相 声《雇 来 的

爹》获第二届 CCTV 全国相声大赛

表演二等奖……

谈及创作心得，刘际坦言，如今

相声创作实在是太难了，要想赢回

观众，必须要创新。“师父生前一直

强调：‘相声只有不断地吐故纳新，

不断地改变传统，才会站住脚。’相

声创作要与时俱进，要能看到当下

百姓的现实生活，这样群众就愿意

听，听得进去，越听越爱听。”

据刘际透露，眼下，他正和马云

路不断打磨、完善新的相声段子《打

眼》。该作品充分发挥了相声的讽

刺功能，通过诙谐的语言叙述，讽刺

社会生活中的各类虚假现象，在嬉

笑怒骂中，传递正能量。

近年来，刘际也一直在为相声

事业后继有人而努力着。2013 年，

就 有 一 件 大 事 让 刘 际 喜 上 眉 梢 。

2013 年 2 月 28 日，按照相声界最传

统的方式，在 300 多位曲艺界大腕的

见证下，刘际在河北石家庄第一次

收徒，并且一口气收了 10 个，这些徒

弟从“60 后”到“90 后”都有，大多是

经他多年指教、相声道路上很有希

望的中青年演员。

刘际表示，这次收徒大多是河

北人。“我是从河北出来的，没有河

北就没有我的一切，人不能忘本，要

知道感恩。”问及收徒标准，刘际直

言 ：“我 的 收 徒 标 准 就 是 要 热 爱 相

声、支持相声 ，哪怕不是专业演员

也成。再过几年，我也要退休了，能

把自己的艺术传授给下一代，把相

声事业传承下去，就是我最值得欣

慰的地方。”采访结束时，刘际说出

了发自内心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