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8 日，北京长安大戏院，随着京剧《清

河桥》《摘缨会》演出结束，北京京剧院“历史辉

煌·今日精彩 ”纪念谭鑫培诞辰 170 周年、谭

富英诞辰 111 周年流派经典精品剧目系列展

演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摘缨会》是一出骨子老戏，已有几十年未

在舞台上出现。当年余叔岩、杨小楼、梅兰芳

等联袂演出此剧，轰动京城，一时传为美谈。

后来谭富英、谭元寿父子共演此戏，也是梨园

佳话。这次由谭门第六代传人谭孝曾、其子谭

正岩和梅派第三代嫡传弟子胡文阁共同演绎

这出老戏，可谓再续佳话，重现辉煌。

2017年是谭派创始人、京剧大师谭鑫培诞

辰 170 周年，北京京剧院奠基人之一谭富英诞

辰 111 周年。为纪念这两位推动京剧艺术革

新、发展的京剧艺术奠基者及领路人，缅怀两

位对中国戏曲艺术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北京京

剧院策划并推出此次大型纪念活动。活动得

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

及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活动共安排了 11 场演出，以及“谭谈戏”“逛胡

同，谭天说戏”等一系列京剧主题活动。展演

得到了北京市戏曲艺术发展基金会的支持，参

与演出的有北京、天津、上海的京剧同仁，数千

观众现场观看了演出，数十家媒体连续报道，

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栏目对多场

演出进行转播，“京剧”“谭家”等成为媒体近期

的热点词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近京剧，了

解京剧的历史和传奇。

“今天我们纪念两位前辈大师，一是从艺

术上让后人将谭派艺术传承下去；二是探寻他

们曾经创造历史辉煌的原因和规律，让今天的

我们能够找到传承京剧艺术、弘扬国粹艺术的

方法；三是这次的展演活动，我们完全采取商

业运作的模式，这种运作本身也是为了遵循艺

术规律，推动京剧艺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

展，因为京剧艺术本身是源于市场才辉煌的。

这是我们传承和弘扬民族艺术的具体行动，是

实现京剧繁荣发展的真正动力。”北京京剧院

院长李恩杰说。

精品剧目，名角云集；
演出火爆，一票难求

9 月 8 日，同样是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一曲

京剧交响曲《伶王赞》，拉开了“纪谭”系列展演

的序幕。

开幕大型京剧演唱会云集了当今京剧舞台

上老、中、青三代艺术家，既有尚长荣、刘长瑜、叶

少兰、李崇善、陈少云、孟广禄、张建国等名家，还

有北京京剧院领衔主演赵葆秀、王蓉蓉、杜镇杰、

李宏图、迟小秋、朱强、张慧芳、胡文阁等。更难

得的是，久未登台且年近九旬的谭派掌门人谭元

寿携儿子谭孝曾、孙子谭正岩及众弟子、再传弟

子一同登台合唱了《定军山》的精彩唱段。

此次展演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其中，

开幕大型京剧演唱会、谭派经典剧目《定军山》

《阳平关》仅开票几日就已售罄。观众在北京

京剧院官方微信上留言：“卖站票吗？求站

票！”还有观众说：“这买的不是戏票，而是通往

历史的船票，是迈入中国传统艺术殿堂的通行

证。”谭元寿之子谭孝曾、谭立曾表示，作为谭

家人，自己也是买票看戏，这既是对老祖宗的

感恩与纪念，也是对京剧的一种支持。

谭鑫培在老生行当的成就世所公认，但许

多观众并不知道他早年在武生方面亦有很高

成就。在经典京剧题材画作《同光十三绝》中，

他就是以京剧《恶虎村》中黄天霸的武生形象

示人。此次纪念演出就将《恶虎村》和《翠屏山》

两出武生戏再度搬上舞台。《恶虎村》由谭元寿

的义子、武生名家奚中路主演。《翠屏山》则由谭

元寿弟子王立军主演。谭鑫培曾在《翠屏山》

里将自己年轻时在少林寺学的六合刀法巧妙

地糅合到表演中，成为这部戏的一大看点。

已经绝迹舞台 10 余年的老戏《举鼎观画》

由谭元寿弟子卢松担纲主演。《桑园会》是谭富

英演得非常有特色的一部戏，既展示了唱功，

又格外幽默，可以说是好听、好看又好玩，但也

有十几年没出现在舞台上。此次由谭派弟子

马连生与其妻刘轶杰再度搬上舞台。

《定军山》《阳平关》是谭派的代表作，又因

别名《一战成功》而具有的美好寓意，所以往往

是谭派演出时的“打炮戏”。此次纪念演出推

出了难得一见的豪华阵容，由王立军、张克、王

平、谭孝曾四人分别扮演黄忠，赵云由奚中路

扮演，特邀尚长荣演绎曹操。

《珠帘寨》是民国初期由谭鑫培自编自导

自演的老生经典作品，改编于由花脸主演的传

统剧目《沙陀国》。谭鑫培在创作时融入了很

多花脸的唱腔和韵味，是当时非常轰动的创新

剧目。谭孝曾说，现在《珠帘寨》中的李克用都

是“俊扮”，此次纪念演出则恢复原汁原味的

《珠帘寨》，演员的扮相和当初谭鑫培演出时一

样，以“老脸”的扮相呈现给观众。本次演出由

谭元寿的弟子韩胜存和张克分演李克用。

继承了谭派长辈对于传统的坚守和创新，

此次上演的《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是谭门第六

代谭孝曾在继承谭派戏的基础上整理加工又

加以出新的剧目。谭孝曾说：“这部戏以往演

出因为无头无尾，许多新观众都看不懂。此次

整部戏的戏核不动，只是多了头、尾的戏份，更

符合今天观众的观演习惯。”该剧由谭元寿弟

子王平领衔主演。

此次上演的《鼎盛春秋》也是经过加工整

理的剧目，谭门第七代传人谭正岩饰演伍子

胥，而以往的伍子胥以杨派演出居多。戏里有

很多连唱带武以及开打的场面，其中《打五将》

以扎大靠、大开打突显谭派特色，也发挥了谭

正岩亦文亦武的特长。

除了上演整出大戏，此次纪念演出为了体

现谭派艺术的源远流长，也有一些其他流派的

剧目登台献演，马派、杨派、高派、言派、奚派、

余派都有展现各自代表作的折子戏，借此展示

谭派对各个流派的滋养。

再传弟子板块则重在展现谭派后继有人，

由谭孝曾的部分学生来演出。8 名学生上演

《法场换子》《击鼓骂曹》《南阳关》《战太平》等

8出折子戏。

让谭孝曾最为骄傲的是，此次演出共有约

30 出戏，但却没有一部重复剧目。“由此可以

看出，并不像有人所说‘谭派只有几出戏’，谭

派剧目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在这次活动中，人

们不仅看到了谭派丰富的传统剧目，也感受到

了谭门传承的坚守精神，还看到了京剧同行携

手共进的合作精神和深厚情感。这些都是宝

贵的精神财富，将激励京剧人认真而智慧地将

传统文化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

观众反响热烈
专家高度肯定

“这次纪念活动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和

社会效益，这说明只要你的艺术得到观众的认

可，他们就会为你的艺术买单。”李恩杰说。

一票难求的火爆票房，剧场观众席不时爆

发出的热烈掌声、叫好声，微博、微信等各种形

式的热闹讨论……这一切都证明了李恩杰所

言非虚，昭示了此次展演的成功。

有观 众 说 ，“ 纪 谭 ”开 幕 京 剧 演 唱 会 堪

称 近 年 来 一 台 极 为 精 彩 、大 过 戏 瘾 的 晚

会 。“ 一 曲《伶 王 赞》拉 开 了 晚 会 的 序 幕 ，后

人 歌 唱 老 祖 很 有 意 义 ，伟 大 的‘ 伶 界 大 王 ’

岂能想到他孝顺的后人不仅在继承他的艺

术 ，也 在 用 现 代 艺 术 手 段 传 颂 他 的 英 名 。

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祖上才有这样的福分

呀。”“老艺术家尚长荣老师携青春红火的

谭 门 继 承 人 谭 正 岩 对 唱《华 容 道》，把 晚 会

推向了高潮。爷俩韵味十足的演唱可谓珠

联璧合，太好听了。”

有观众说：“我们看到孝曾老师带正岩冒

着炎热奔波于京津沪三地排戏、说戏，安排

演出，桂祥老师甘愿做贤内助，家族中每个

人 都 在 为‘ 纪 谭 ’活 动 尽 心 尽 力 地 忙 碌 着 。

他 们 就 是 要 让 观 众 欣 赏 到 高 水 平 的 演 出 。

我认为谭派艺术及独有的谭门七代相传的

现 象 是 中 华 民 族 艺 术 值 得 骄 傲 的 一 面 旗

帜。谭家为对得起观众进行的不懈努力是

大家有目共睹的，我相信这将在中国京剧史

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纪谭”活动的火爆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

关注。9 月 21 日，由北京京剧院、中国戏曲学

院主办，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承办的“谭

鑫培与京剧的辉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与会专家学者进一步探讨谭鑫培在京剧史上

的历史地位及成就，深入研究其对当下京剧艺

术的影响与启示。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谈到，谭门具有开

放通融的教育观念，历代掌舵者均有海纳百川

的开放心态、打破门户的开放观念、博采众长

的学习态度、唯才是学的教育思想，他们投拜

名师、坐科学戏、院团传习，故谭门后人的成功

绝非偶然。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钮骠说，谭鑫培不仅是

“伶界大王”，更是“梨园汤武”，他与王瑶卿都

是京剧界的革新家，我们应当有意识地传承大

师的创新、变革精神。

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原所长、戏曲理论家刘

连群说，他通过此次“纪谭”演出中改编的《问樵

闹府·打棍出箱》，深切地感受到谭元寿等人忠

于继承、不断进取、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艺术

态度，更看到了谭鑫培精神在谭门后人身上的

展现。

北京戏曲评论学会会长靳飞认为，谭鑫培

是中国京剧艺术的开创者，确立了京剧成为全

国性剧种的地位；他是京剧史上承上启下的一

代宗师，对京剧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他与梅兰芳共同构成京剧艺术的坐标轴，

成为京剧艺术新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傅谨认为，谭鑫培使皮

黄腔超越了其他剧种变身为国剧，这是他对京

剧艺术的最大贡献。谭派艺术滋养了京剧各

个流派，为京剧美学奠定了基础，谭鑫培用他

的艺术为京剧美学提供了范本。

纪念活动丰富多彩
北京京剧院用心良苦

为了筹备此次“纪谭”活动，北京京剧院历

时近一年，精心策划、周密组织，使得活动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

今年 3月 29日，北京京剧院在北京举办了

“历史辉煌·今日精彩”纪念谭鑫培诞辰 170 周

年、谭富英诞辰111周年流派经典精品剧目系列

展演新闻发布会，拉开了“纪谭”活动的大幕。谭

元寿弟子、天津市青年京剧团主演张克受人之

托，将谭鑫培生前用过并遗失的鼓槌归还谭家，

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爷孙三代接礼，将新闻发

布会推向高潮。

会上，谭孝曾介绍了本次“纪谭”活动的相

关内容：9 月 8 日至 18 日举办 11 场演出；新版

京剧电影《定军山》参加 2017 第七届北京国际

电影节；修缮谭鑫培故居，使之成为博物馆；由

戏曲理论家、评论家编著出版图书；在谭鑫培

诞辰的正日子 4 月 23 日赴武汉江夏谭鑫培公

园拜祭、演出并举办收徒仪式。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了解谭派艺术，更好地

欣赏“纪谭”系列展演，北京京剧院于 7 月、8 月

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

7 月 15 日，“谭谈戏”京剧谭派艺术体验日

活动在北京京剧院京剧艺术体验中心举办，百

余位观众在谭孝曾、谭正岩的带领下，一同回

顾了谭门的历史，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

事。当天活动的重头戏是“谭老师讲故事”。

谭孝曾携谭正岩以幽默诙谐的形式为戏迷观

众讲述了“纪谭”系列展演的初衷与想法，以及

每出剧目的亮点与看点。

8 月 26 日，由北京京剧院策划组织的“逛

胡同，谭天说戏”京剧主题活动，开启了为期半

天的京剧体验之旅。此次活动，以北京百顺胡

同的《四大徽班进京》浮雕为起点，走访了谭鑫

培故居、京剧电影《定军山》诞生地大观楼，沿

着大栅栏，落脚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三庆园戏

楼。大家沿着谭鑫培、谭富英曾生活过的地

方、走过的路，听着谭立曾和央视《中国戏曲大

会》总冠军孙霆讲述趣闻轶事，以一种全新的

视角与感官体验，了解了谭鑫培、谭富英的诸

多事迹，也进一步感受到了谭氏家族所传承下

来的精神财富。

“作为活动主办方的北京京剧院，希望让

大家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走近谭派艺术，

从多个维度了解谭派艺术。此次‘纪谭’活动

颇具分量，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历史

的积淀，上演的每出剧目都有其背后的意义，

每场演出都有重量级演员倾情献艺。我们被

前辈留下来的艺术和精神所滋养，同时也肩负

着传承的重任。”北京京剧院市场开发部主任

朱甲如是说。

（本版文字由罗云川整理，图片由北京京

剧院提供）

谭门弟子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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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长荣、谭正岩演唱《华容道》选段。 墨 林 摄谭元寿、谭孝曾、谭正岩等演唱《定军山》选段。

婉拉黛 摄

《摘缨会》谢幕。 梁 钢 摄

新闻发布会上，谭元寿接过遗失的鼓槌。 谭孝曾在北京京剧院展厅讲解谭家戏服。 谭正岩与体验活动参与者合影留念。

京剧主题活动“谭老师讲故事”。 体验活动参与者在学《定军山》中“上马”身段。 谭立曾在大观楼前讲述电影《定军山》的故事。

《定军山》《阳平关》演出。 李 喆 摄新闻发布会上，嘉宾合影留念。

跨越世纪跨越世纪的回望的回望 砥砺前行的发扬砥砺前行的发扬
——北京京剧院“历史辉煌·今日精彩”纪念谭鑫培诞辰170周年、谭富英诞辰111周年大型活动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