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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戏优秀中青年演员汇报演出“一剧一评”

融注心血 亮彩氍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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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经典 初心不改
杜竹敏

（三）

年末岁初，全国地方戏中青年演

员优秀剧目汇演在北京举行。作为

中生代演员的代表，来自绍兴小百花

越剧团的著名越剧范派小生吴凤花

也为喜爱她的朋友带来了越剧经典

剧 目《梁 山 伯 与 祝 英 台》。 越 剧《梁

祝》，既是越剧“四大经典剧目之一”，

也是吴凤花的恩师著名越剧表演艺

术家、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的代表

作。提起《梁祝》和恩师，吴凤花总有

说不完的话。

每个范派小生
都有一份“梁祝情结”

吴凤花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

“走近梁山伯”的情景。那是在 1987

年，刚从艺校毕业不满两年，年仅 17岁

的吴凤花正式成为范瑞娟老师的入室

弟子。就在举行拜师仪式的绍兴饭店

的草坪上，范瑞娟将一折《梁祝·回十

八》手把手地传授给了小徒弟。回忆

起当时的情景，吴凤花略有些不好意

思地说“除了紧张还是紧张”。仰慕多

年的大师真真切切地站在自己面前，

自己竟然成为她的弟子，吴凤花形容

“就像做梦一样”。作为见面礼，范瑞

娟将自己多年来演梁山伯时使用的一

把洒金折扇送给了吴凤花。拿着这把

扇子，吴凤花在台上演了很多年的《回

十八》。“只要握着这把扇子，就好像老

师在我身边，心里就有底气了。”吴凤花

说。后来，因为演出太过频繁，扇面出

现了些微开裂现象，吴凤花便吓得不敢

再用，将它小心翼翼地珍藏了起来。

从 1987 年开始，吴凤花先后从范

瑞娟那里传承了《回十八》、《十八相

送》等折子，并经常演出，但很多观众

可能并不知道，这位范老师的得意门

生，真正演出整本《梁山伯与祝英台》，

竟迟至 2005 年。演全本《梁山伯与祝

英台》，可以说是每一位范派小生和傅

派小生的梦想，在这个版本中，观众既

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范派、傅派经典

唱段，也可以看到吴凤花、陈飞在继承

基础上对于人物的塑造、演绎。

相比于“形似”
更追求“神似”

在越剧舞台上，不少年轻演员崭

露头角之时，往往会被冠以“小某某

某”的爱称，如“小范瑞娟”，表达了人

们对于艺术家的感情和对于年轻演员

的认可。不过，从出道开始，吴凤花就

与“小范瑞娟”无缘。因为，无论是扮

相 还 是 嗓 音 ，她 都“ 不 像 ”恩 师 范 瑞

娟 。 不 过 老 师 的 一 句 话 ，让 她 释 怀

了。“范老师经常告诫我们，流派要有

发展，不能简单地模仿。”既然先天条

件决定了她和老师并不“形似”，吴凤

花就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神似”。

“我会去抓住梁山伯的内心来塑

造人物。”吴凤花说，每次排练、演出

前，她都会问自己，梁山伯身上最可爱

的地方在哪里？对于梁山伯的理解，

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一点点积累

起来的。吴凤花喜欢梁山伯的“真”。

这种“真”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傻、有

点 不 识 时 务 。 但 是 ，恰 恰 又 是 这 种

“真”，成为《梁祝》故事搬演千年而不

落伍的“秘诀”。“每个人心中都藏有

这份真，或许可以称之为‘初心’，《梁

祝》的故事可以唤回他们心中的这份

真。”吴凤花说。在她看来，梁山伯的

“真”，是纯真，是对于爱情、友情毫无

怀疑的相信、守候、呵护。除了人们

容 易 发 现 的“ 纯 真 ”之 外 ，还 有 一 份

“较真”，如果他懂得妥协、学会放弃，

梁 山 伯 本 可 以 不 死 ，这 种 较 真 的 感

觉 ，在 范 瑞 娟 老 师 的 演 绎 中 即 可 看

出，在吴凤花的身上表现得更明显。

现实生活中的吴凤花，其实也带着点

儿这样的“真”和“倔”。

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

自排演《梁山伯与祝英台》至今，

吴凤花自己已经参加该剧演出 200 余

场，“尤其在大城市中，很受欢迎”。至

于汇集了各大流派艺术家的明星版

《梁祝》，几年来更是走遍了全国所有

省会城市——北到黑龙江哈尔滨，南

到海南海口。吴凤花很诧异，甚至在

乌鲁木齐、拉萨的演出，语言的隔阂也

丝毫没有影响故事的感染力。“这一

切，不得不让人感慨经典的魅力”，吴

凤花感慨，《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得越

多 ，越 感 受 到 自 己 和 老 师 之 间 的 差

距。“经典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是有其

道理的。”吴凤花一直说，自己这一代

演员是幸运的，师辈们创造了令人高

山仰止的艺术成就，“作为继承者，我

们必须心存敬畏之心，将它们尽可能

地传承下去”。任何创新都不可能是

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些年，吴凤花

也排演了不少新戏，但在创新中，也不

难看出传统的身影，看到吴凤花对经

典的“敬畏之心”。

梁山伯，一千个人有一千种演法。

吴凤花说，她的演绎自然也会有很多属

于自己的东西。《梁祝》的好处，很多都

是在细微之处，用语言很难形容，还是

请大家到剧场里来细细品味吧。

《徐 策》脱 胎 于《薛 刚 反 唐》和

《徐 策 跑 城》，是 天 津 河 北 梆 子 剧 院

著 名 表 演 艺 术 家 王 伯 华 代 表 作 之

一 。 在 纪 念 王 伯 华 诞 辰 80 周 年 之

际，剧院决定排演这一剧目，以回报

喜 爱 河 北 梆 子 表 演 艺 术 的 戏 迷 朋

友 ，以 及 一 直 支 持 河 北 梆 子 事 业 发

展的广大观众。

王伯华有幸跟随京剧麒派创始人

周信芳学习，并得到过山西省蒲剧艺

术家张庆奎的悉心传授，掌握了诸多

艺术精髓和人物刻画、表演技巧，在此

后的艺术生涯中，王伯华把翅子功中

的左右单转翅、双翅前后转、鸳鸯转翅

等运用得炉火纯青。上世纪 60 年代

初，王伯华又跟随张庆奎去了太原，按

照蒲剧的唱、念、做、舞原样，学会了蒲

剧《跑城》，回津后，得到著名琴师郭筱

亭的帮助，将这出戏改为河北梆子。

王伯华扮演的徐策，既保留了蒲剧原

有的质朴特色，又融汇了京剧麒派艺

术丰富、优美、细腻之所长，还不失河

北梆子剧种的风格。尤其是城下跑

圆场那段戏，他演得干净利落，富于

节奏感，既表现出剧中人物激情饱满

的心理状态，又注意到人物年迈衰老

的外部造型，形体动作与内心体验达

到协调一致。戏中唱腔设计新颖别

致，并在演出中不断加工锤炼，精益

求精，逐渐完善。它也成为王伯华艺

术创作的代表作，得到观众的认可，

王伯华也被称为河北梆子植创麒派

表演艺术的先驱。

王少华是王伯华之子，现为天津

河北梆子剧院一级演员，他承继父亲

的衣钵，为弘扬河北梆子艺术孜孜以

求。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面向更广

大的观众群体，以弘扬河北梆子艺术

为目的，王少华和天津河北梆子剧院

的创作团队一起，查阅了许多史料，

潜心钻研，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重

新设计剧本，情节设计更趋合理、紧

凑，在保留原剧表演精华的基础上，

设计了更适合演员发挥的舞台情境，

在唱腔上也做了改革创新，把戏易名

为《徐策》。

为突出该剧的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剧院特约导演赵德芝整理剧本

并担任艺术指导，本剧院小百花剧团

团长张卫星担任艺术总监，优秀作曲

家 刘 可 晨 为 此 剧 设 计 音 乐 创 作 唱

腔。国家一级演员冯卫和优秀青年

演员张翠香饰演徐夫人一角，花脸演

员田辉饰演薛刚，纪鸾英由张元杰饰

演，丑角演员齐大鹏饰演老家院，臧

继伟饰演奸臣张泰。为了增加观赏

性，该剧还加强了武戏场面“韩山点

兵 ”，全 体 武 功 演 员 全 梁 上 坝 ，由 陈

啸、吴亚楠扮演薛蛟、薛魁，舞台显露

繁难技巧，增加了剧场效果，并请优

秀舞台美术设计刘伟通盘考虑全剧

舞台处理。在天津和上海等地的演

出赢得观众的肯定，该剧经过专家观

看、研讨、反复修改，已逐步成熟，是

一部凝聚两代人心血的剧目。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此戏排练的

紧要关头，王少华的母亲天津河北梆

子剧院老艺术家金莲茹患病住院，为

了不影响排戏的进度，金莲茹老人坚

持不让儿子请假照顾自己，临终前仍

然以“戏大于天”的无私敬业精神教

育儿子，正是母亲这样的为艺术献身

的精神，坚定了王少华追求艺术真谛

的信心，也感动了梆子剧院的众位同

仁，大家都有一种排好戏、不辜负老

一辈艺术家期望的默契，从演员到乐

队、从剧务到舞美，每个人都热血沸

腾，满怀工作热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和谐、发展、精益求精在这里体现

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徐策》一剧承

载了两代艺术家的梆子情，荟萃了两

代艺术家的表演精华，希望它能够在

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大潮中

破浪腾飞。

新编历史故事剧《林则徐复出》

是部承载着太多希冀的作品，将会引

起如同当年《林则徐充军》等以林则

徐 故 事 为 题 材 的 闽 剧 那 般 轰 动 效

应。这是一部力求创新、突破和超越

的作品，老剧作家陈元挺先生付出了

巨大的心血和热情，经过多年的精雕

细琢而横空出世。

林则徐被无数的人歌颂，被誉为

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民族英雄之一。

道光年间，林则徐认为鸦片可以导致

亡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非常准

确的前瞻。林则徐与其他官员最大

的不同是雷厉风行，不愿颟顸。他在

广州禁烟“三管齐下”的举措，比任何

一个官员所想的都要严厉得多。

首先，林则徐惩罚广州参与鸦片

走私的官员，通过深入的反腐败，彻

底拔掉走私的保护伞。其次，林则徐

发布了一系列禁烟条例 ，将 禁 烟 深

入到百姓当中。最后，把矛头指向

鸦片的乱源——那些从事走私的洋

人 。 以 整 个 中 国 的 对 外 贸 易 为 代

价，彻底铲除鸦片走私活动。这就

是林则徐的真实想法，他要把所有

接触鸦片的人都逼入绝境，这也是

真 实 的 历 史 。 究 竟 是 什 么 原 因 让

林则徐如此禁烟呢？《林则徐复出》也

许会给你一个答案。

林则徐在杭嘉湖道台任上，依律

禁烟遭遇诬陷排挤，愤而辞官归里。

初返福州，即遇少年挚友吴三福因吸

毒败尽家产变卖女儿，烟商与英夷大

肆交易鸦片，烟毒泛滥到官府兵营，

痛感大清将无充饷之银、御敌之兵。

而福州知府胡求显却是烟贩的“保护

伞”，为虎作伥，对林则徐假意应付，

继而以吴三福的生死相威逼，欲逼林

则徐就范。林则徐目睹吴三福临刑

前唯求最后再食一筒鸦片，吴妻遭强

暴发疯坠岩而死，闽县知县苏一扬被

英夷炮击身亡以性命唤醒国人。林

则徐独善其身的归隐初衷，在冷酷的

现实冲击下而动摇，最后义无反顾决

计复出。

闽剧《林则徐复出》在不失历史

面貌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甚至大胆

的艺术虚构，不仅保持了历史故事

剧相对的严谨性，丰富了人物性格，

同时也增加了观众娱乐消遣的可观

赏性，符合了各阶层人士的艺术审

美标准。剧中的吸毒者吴三福、贩

毒者那二、福州知府胡求显、闽县知

县苏一扬，都是虚构人物。甚至连

英夷船队在闽江口开炮等情节也是

虚构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林则

徐复出》冠之以“新编历史故事剧”，

借用“林则徐”名字演绎一段故事。

但是，这段故事与林则徐的“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精神联

系起来，以典型环境、典型情节、典

型性格来达到“更高，更强烈，更有

集 中 性 ，更 典 型 ，更 理

想，更带有普遍性”的艺

术真实，通过巧妙的构

思和想象，以栩栩如生

的艺术形象展现在观众

面前，使观众并不觉得

在“戏说”。

青年演员吴则文在

扮演林则徐这位民族英

雄人物时，通过剧中人

物之间的特定关系和人

物的行动轨线，体验出

林则徐的内在情感，准

确地把握住林则徐的思

想特征和性格特征，将

林则徐从一个文学形象

转化为一个有血有肉的

舞台艺术形象。

剧中，目睹吴三福人亡家散、苏

一扬为国捐躯的现实，林则徐醒悟

地认识到国家民族安危重于一切，

作为华夏儿女必须要有历史担当，

毅然走出深巷，超越独善独守的小

我，复出政坛，“为黎庶奋担当，为华

夏勇担当” ，再次走进风云变幻的

政治漩涡之中。吴则文在这里“一

番诤言化雷霆”的唱段中，沉浸到林

则徐那种为国家为民族勇于担当的

无私境界中，热血澎湃地将对林则

徐 的 情 感 体 验 融 汇 到 一 字 一 句 之

中，把人物情感和性格的发展推向

高潮，把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伟大形

象活生生地呈现在舞台上，使观众

深受感染、热血沸腾。

170多年来，林则徐“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铿锵誓言，

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和国家

的振兴而前赴后继、艰苦卓绝地拼

搏。这也是闽剧《林则徐复出》的意

义所在……

去年是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一些剧院团纷

纷把目光放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

粱》上 ，进 行 了 舞 台 剧 的 改 编 和 演

出。实话说，把小说《红高粱》的艺术

主旨和艺术精神，往战争题材尤其是

抗日题材上转化（改编），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山西省晋剧院的《红高

粱》（编剧龚孝雄，导演石玉昆），是诸

多这类改编中的较好的一部。它把

原著中的自由、热烈、红色、激情、血

性的无拘无束的狂野奔放的原始生

命力——与自发的抗战、原始的抗

战、民间的抗战、田野的抗战、农民的

抗战……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故事

完整，跌宕有致，演出流畅，传奇色彩

浓郁，成功地塑造了九儿、罗汉、余占

鳌等艺术形象。

我不知道莫言创作《红高粱》时，

是否受到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影响；

但是小说的艺术形式和语汇，却明显

可以看出他对“再陌生化”“再民间

化”“再野蛮化”的追求。正是在这一

点上，导演石玉昆，很好地对原著意

象、意境做了把握，而且通过舞台的

富有创意的处理和放大，使这台演出

不同凡响。从全剧开场前的满台（实

景）红高粱，汪洋无际，骄阳似火，到

第一场的大段“颠轿子”舞蹈（红色的

轿子、红色的嫁衣、红色的盖头），全

部都是红色——是火色，是血色。整

出戏：颠轿、劫道、野合、敬酒神、高粱

地里的抗战，几乎就是一部红色狂

欢、酒神狂欢、血色狂欢（稍有遗憾的

是罗汉剥皮时，导演没敢处理，是否

可以艺术化地处理农民的“血流”“血

色”“血染”？）

饰演九儿的青年演员师学丽师

出名门（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

弟子），唱做功夫可圈可点。第一场

的“坐轿”，第二场的“椅子功”，第三

场的“骑驴”，都展示了演员的高超的

表演技术技巧。难得的是演员全场

“踩跷”，所有的圆场、台步，包括椅子

功，都得在“跷功”状态下完成。这一

方面见出了演员的全面艺术功力，另

一方面也见出了导演的神奇运思，大

胆创造；使多年不见的“遗产”有了现

代的生命力。

这个戏最值得一提的是舞美设

计。若简单地人云亦云戏曲舞台的

舞美，应该空灵、简约、诗化、装饰化，

等等，似乎没错。这出戏演出前的舞

台上，反倒是满台全部实景红高粱。

开演前就有了惊讶、疑虑和悬念——

专家们心理在打鼓，戏曲有这么搞的

吗？演出过程中，观众才明白，演员

所有的唱做表演，丝毫没有受到影

响。满台的实景可以随着剧情和表

演的需要，自由上下（滑动）。当需要

时，例如“野合”一场，实景展现的是

真实的高粱地，余占鳌和九儿把成片

成片的真实的高粱用脚踩倒，野合过

后，高粱“下场”了。需要突出台上的

表演，而又需要有高粱作为背景（渲

染）的 时 候 ，灵 活 而 巧 妙 地 使 用 了

LED 和三维投影，不但使舞台演出效

果（意境、意象）更加丰富丰满，而且

使舞美实质性地参与了艺术创作和

人物形象的塑造。《红高粱》的舞美处

理，既完好地保留了艺术（戏曲、晋

剧）的本体和本性，又增加了舞台表

现力。

戏剧的舞台美术，理应是戏剧艺

术表现（人物和形象）的重要部门，是

整体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具

备游离整体艺术之外的独立性。现

今，很少有戏曲艺术家使用满台充塞

的、只是单纯写实再现外在环境的舞

美设计；反过来说，一味追求所谓的

空灵、诗化，或所谓的装饰化和风格

化 ，也 未 必 就 好 。 艺 术 的“ 如 何 表

现”，总是为“表现什么”服务的。不

能表现人物，不能塑造形象的舞美，

不能算是成功的舞美。具体作品要

具体分析、具体使用，不可一概而论。

晋剧《红高粱》，跷功的运用，实

景的妙用，带有创造性。这两点，不

只是表演艺术家和舞美艺术家的创

造，也应该属于导演艺术家的统一构

思。这两点给了我们一些启示：艺术

创造和艺术创新没有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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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柯桥区小百花越剧艺术

传习中心《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徐策》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