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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谓 大 师 ？
徐 涟

树 业 、建 功 因 何 在 ？
———李树建表演声腔艺术与文化传播研讨会综述—李树建表演声腔艺术与文化传播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刘 茜

9 月 21 日至 28 日，河南省委宣

传部、省文化厅等主办，河南李树建

戏曲艺术中心承办了“河南戏曲进校

园——豫剧名家李树建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演出活动”。活动包括李树建

艺术展、其代表剧目《程婴救孤》《清

风亭上》《苏武牧羊》展演、艺术讲坛、

艺术课堂、学生分享会，并且北大豫

声剧社得以成立。重在跨界交流、重

在体验分享，这一场艺术盛会不仅在

首都高校中刮起豫剧风，更是得到社

会各界关注，尤其文艺、戏剧界专家

的好评。

其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李树建

表演声腔艺术与文化传播研讨会，来

自全国政协、中国剧协、河南省委宣

传部与文化厅的有关领导，戏剧影视

界的部分专家、艺术家与会，对中国

剧协副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

在豫剧表演艺术与文化传播上所做

的突出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

“豫剧李派应当是成熟了”！

与会专家认为，李树建的表演声

腔艺术在传统中创新，还对话剧、影

视等其他艺术形式兼收并蓄，形成了

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团

长王宏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李树建

的表演：突破、发展、融合。表演个性

鲜明、师于古又不拘于古，唱腔既有

豫西调的苍凉，又有豫东调的明朗，

既有京剧的细腻又有秦腔的苍劲。

在崇尚程式化、假定性表演的戏剧舞

台上，他的表演透着可信、可亲、可

感、可触的魅力，在台上全身心投入，

产生的代入感可以直指人心，满足了

观众的情绪宣泄与释放，达到了至高

的审美境界。这种美是舞台艺术之

美，是戏曲之美的集大成者。“一个院

团，一个剧种，一定要有领军人物，要

有艺术功底，创新精神，有胆识，有魄

力，有戏骨，有艺魂的领导人，李树建

老师做到了这一点。”

九十高龄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

天野全程观看了李树建的三场演出，

每一场都感动到落泪。他夸赞李树

建唱腔、身段、做派，功力深厚，保持

了民间的、生活的、接地气的特点，而

且 和 戏 曲 程 式 化 的 表 演 结 合 非 常

好。具体到三部代表作品，《程婴救

孤》（忠），《清风亭》（孝），《苏武牧羊》

（节），把中华民族价值观表达非常充

分。作品能够打动人、让人思考，是

难能可贵的。

“戏曲演员向话剧学习、吸收，

李树建是一个典范。” 北京人艺院

长 任 鸣 表 示 ，自 己 在 观 看《程 婴 救

孤》时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中国戏

曲学院表演系主任王绍军认为，李

树建表演艺术的感染力，不局限于

戏曲老生固有的程式化表演方式，

而是积极吸取话剧和影视表演的内

在体验方法。

表演艺术家李法曾说自己过去

接触到一些戏曲老师、前辈总是发言

就说：“千万不要搞成话剧加唱。”但

是李树建能够在保持戏曲传统的前

提之下，向其他门类的艺术学习，向

话剧、影视学习，比如艺术体验——

这个戏演了那么多场，为什么还那么

鲜活？尤其是老戏，张嘴总是那个

词，怎么演生动？张嘴就说，那不行，

必须重新体验，李树建做到了，所以

每一场演出都是鲜活的。

除了善于向姊妹艺术学习，李树

建更能在戏曲本体上博采百家、融会

贯通、善于创造，广大戏迷喜欢他总

能“老戏新演”，既有麒派韵，又有马

派风。

“豫剧李派应当是成熟了”！中

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所研究员李小菊

在会上给出这个论断，她说有三方面

原因支撑：一、唱腔发挥了豫西调的

苍凉悲壮的风格，又结合自己的嗓音

条件和人物性格特征。二、“忠、孝、

节”三部戏，有技而无形，个人风格特

别突出。三、还有大量的拥趸，观众、

弟子非常多。

“李树建的唱派应该是水到渠

成，众望所归。”河南省豫剧音乐协会

会长朱超伦也说李树建在艺术创造

上多有突破：突破传统自成一格，运

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使声音色彩多变；

突破调式把豫剧老生的唱腔降到 B

调，使其面目一新；突破门户，兼容并

蓄到自己的唱腔中。

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认为，李

树建会在中国戏曲史上有自己特殊

历史位置，因为他有多方面的贡献：

是人民艺术家、有典型性的地方戏曲

流派的创建者、剧种乃至戏曲的领军

人物、地方戏的重要贡献者、中国戏

曲国际传播的代表、戏曲院团的卓越

管理者、中国戏曲的教育家。

“豫剧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如上所见，这届盛举是跨界演

出，这是豫剧首次这样尝试。除了影

视界蓝天野老师连看三场演出，影视

明星林永健、赵保乐、郭达、杜旭东，

音乐界徐沛东、阎维文，航天英雄刘

洋、陈东，还有部队官兵等，看完演出

后都发表感言或发微信祝贺。

“李树建带领他的团队走进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是豫剧发展史上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河南省委宣传

部副巡视员赵钢说，上世纪 50 年代，

在以常香玉为代表的艺术家的带领

下，豫剧有了全国影响。如今，在李

树建的带领下豫剧走进中国最高学

府，标志着豫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

阶段。

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李霞介绍，

河南豫剧院 2013年成立以来，担当起

了豫剧发展的龙头作用，特别是李树

建作为豫剧新时代的领军人物，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先后召开了全

国豫剧院团长的工作会议，连续两年

在北京举办了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

京展演月，豫剧的推广和传播得到了

提升。同时，李树建带领着豫剧院先

后到访 27个国家和地区，应该说把豫

剧提到了一个崭新水平，开启了一个

新篇章。”

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原司长康式

昭评价，李树建将他的“忠孝节”三部

曲带出国门，不仅仅是从表演艺术角

度扩大了中国戏曲的影响，最重要的

是将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被不同信

仰、不同地区的民众认可，意义非常

重大。

解放军报的文艺评论家陈先义

认为，常香玉大师把豫剧推向了全

国，现在李树建院长瞄准“下好全国

豫剧一盘棋”，且让豫剧走向世界，他

实现了这一梦想。

这一次活动给予北大视听传播

研究中心主任陆地的启示就是，传统

文化能够在今天找到观众，更可以被

青年人接受，关键看是什么内容，又

以何种形式展现，“旧瓶也可以装新

酒。”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唐金

楠说，在过去 12 年，北大在戏曲尤其

是在昆曲的具体推动方面，已经积累

了好的经验，未来期望与李树建一起

联动。

戏曲振兴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优秀的艺术家不仅仅是在艺术

上取得成就，做人应该是响当当的。”

与会者认为李树建不辞辛苦地推动

豫剧、推动戏曲发展的原动力是他对

于豫剧的爱，对整个戏曲发展的强烈

责任感。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副主任、河

南省政协原主席、中华豫剧文化促进

会会长王全书称赞李树建：精心打造

传统美德三部曲；带动流派的名家名

角；倾心培育人才提携新秀；走出去，

请进来，彰显领军人物的责任与担当；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创作导向。

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徐涟表

示，李树建的艺术魅力以及他心胸、

眼界、气量、视野所产生的凝聚力，他

的奉献精神所具有的感召力，使得他

把河南豫剧演员团结在一起，也把全

国豫剧界团结在一起，并因此成为中

国豫剧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在他

身后，还有一个长年默默奉献的团

队。这源于传统戏曲的力量，也是李

树建一系列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精

神力量。戏曲振兴需要的正是这样

的正能量。

北方昆曲剧院院长杨凤一钦佩

李树建带领河南豫剧院闯出了一番

天地。中国艺术报社总编辑康伟认

为，李树建和他的团队有强烈的文化

自信，又尊重艺术规律。

“看李树建的戏，我眼不停地看，

耳朵不停地听，心不停地想。”河南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明义说，李树

建既是优秀演员让人看戏入迷，也是

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有为戏剧事业发

展繁荣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不怕困

难、勇往直前。王明义还对自己家人

说，李树建是艺术工作者，他的精神

值得学习，我们学不会唱戏，但要学

习他的艺德、艺风。

还有不少虽未参会但发信祝贺的

戏迷。如原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刘来运

少将就自称是粉丝，他认为李树建对

中国豫剧的贡献有三：“第一，把河南

豫剧变成了中国豫剧，变成了最有生

命力的戏剧。第二，着力培养豫剧人

才。第三，连续两年举办中国豫剧优

秀剧目北京展演月，大进京、大推广、

大发展，这些贡献是历史性的、前所

未有，当中有李树建的巨大努力。”

大师在今天常常成为被滥用的

一个词。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不管

有没有成就，三年五载，就敢以“大

师”自封，甚至招摇过市，敛收钱财。

明眼人自然看得明白，某些百姓大

众，却一时难辨真假。但时日一久，

假的不真，不能服众，真相毕露，名利

之塔轰然倒地。

何谓大师？前不久参加浙江省

博物馆的一次展览，让人真正领略了

一位大师所具有的风采，思考成为大

师的特质。

在瓷韵风华——嵇锡贵陶瓷艺

术展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集·嵇

锡贵》首发式上，古稀之年的嵇锡贵

一身红裙，优雅大方。60年从艺，作品

不计其数，屡屡在国内国际大展中获

奖，荣誉等身，囊括了高级工艺美术

师、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等

众多高含金量的头衔，却在致辞中

再三表示这个展览是为回报老师，

又真诚希望自己的作品还能够百尺

竿头再进一尺。77 岁高龄，弟子无

数，荣誉无数，却在自己的个展上念

兹在兹，全部表述就是这样两层意

思，仿佛她还是 15 岁那年走进景德

镇陶瓷艺术天地的那位少女，朝着

自己最美最真的梦想，付出青春，付

出岁月，付出生命，无怨无悔。

是的，真正的大师，是芸芸大众

中的一员，却在平凡的生活中有着不

平凡的执着坚守。在嵇锡贵半个多

世纪的从艺生涯中，她没有一天放弃

自己的业务钻研，各种技法无不精

通，釉上、釉下，仿古、创新，以刻苦磨

炼打下扎实基础。从计划经济集体

创作的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的

冲击，陶瓷工艺起起伏伏，多少人看

不到前景，离开了这个行业，其中不

乏天分出众者。然而即使物质生活

多么困乏，她始终坚守在这一方天

地，丝毫不肯懈怠。

真正的大师，永远是传统面前的

小学生，也是后辈学生的领路者。嵇

锡贵对老师的感念，就是对传统的感

恩。年少时师从名艺人，19 岁考入

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设计系，向名师

与老艺人学习古彩和粉彩，44岁调回

杭州，潜心钻研越窑青瓷、南宋官窑青

瓷等烧制技艺和装饰技艺，直至今天，

她仍然无时无刻不向传统学习。正因

为扎入传统之深，她才能突破创新之

远。“嵇锡贵善于继承传统，不以因袭

模仿为能事，敢于突破成法，博采众

长，不拘一格，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

新，古为今用。同时也批判地吸收外

来的表现技法，经过加工融合，使外为

中用……能工能写，能简能繁，有韵有

神，可用可赏，撷传统艺术之精华，创

陶瓷工艺之新貌……”已故著名美术

教育家、中国书画家、陶瓷艺术家邓白

先生这样评价她。尊重传统，又突破

传统，是成就大师的必备条件。

真正的大师，永远保持着对生活

的热爱与激情。花鸟草虫，无不入

眼；风花雪月，无不入心。在物质匮

乏的年代，她学着用南瓜调面粉为

孩子们做出好吃的点心；在功成名

就衣食无忧的今天，她还在亲自动

手，一笔一画，描画着《梨花小鸟》

《花香鸟语》《牡丹》《荷塘韵》。她把

自己每一天对生活的感受都记录下

来，把细微的感受浓缩、提炼、升华为

美的瓷艺，发挥到极致。她习惯把每

个技法的步骤记录下来，既是梳理与

思考，也是修炼与提升。在她身上，

看不到老态，她的衣着、神态、步履、动

作，透着年轻与活力！和她在一起，常

让人感慨，到她那个年龄，能不能像她

那样，不是一个退休一二十年的老人，

而是心态健康、活得洒脱的自由生命！

异于常人的特质，是成为大师的

基础；然而，在成就一位大师的路途

中，远不止个人自身的努力，还需要

有一批同行者与追随者。嵇锡贵的

人品艺德，使她在浙江工艺美术界有

一批志同道合的同道，与她一起切磋

交流，相互学习、相互鼓励。他们本

就是技艺精湛的大师，对嵇锡贵以

“大姐”“老师”相称，不吝赞美之辞，

团结在她周围。她还有一群慕名而

来拜师求艺的学生，学习她的技艺、

人品、艺术风格，几十年来她严格要

求，学生中不乏优秀者，把嵇锡贵从

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和她创新发展

的技艺传承下来，使得嵇锡贵自身也

成为传统的重要一环，一代又一代，

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由此，大师之

谓，不仅仅是一个人，也是一条路，一

个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传统。

成就大师，还需要支持者与扶持

者，其中包括政府的扶持。嵇锡贵在

景德镇的学习工作，奠定了成功的基

础，1984 年作为人才引进到浙江省

工艺美术研究所，更为她打开了新的

天地。2002 年她成立了杭州贵山窑

陶瓷艺术研究室，其后逐步发展为杭

州西溪贵山窑陶瓷艺术馆和陶瓷艺

术传习所。在浙江省走在全国前列

的非遗保护工作中，嵇锡贵和其他大

师一起，得到了应有的政策扶持。

2013 年，杭州市文创办在全国统一

招生，为多位大师每人招收了 5名学

生，成为入室弟子。在这个人文积淀

深厚、创新活力充沛的文化素养高

地，涌现出一大批国家级非遗传人和

工艺美术大师，正是得益于方方面面

的支持者。

要成就大师，还离不开研究者、理

论家，离不开博物馆、出版社包括新闻

媒体。他们从各个行业中发现技艺

精湛、代表时代最高水平的佼佼者，

以研究与出版的方式选择、甄别、分

析、梳理、比较、考察、认定，以博物馆

展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认真严

肃的推介、以媒体多层次的传播，使

真正优秀的大师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也使得大师自身能在公众的欣赏中

得到更好的灵感激发与创作动力。

嵇锡贵艺术展览的举办与画册的出

版，正是这些有机链条中的一环。

而大师最终的认定，在于最广

大的观众。观众是否认可他们的作

品，被他们的作品所打动，所感染，产

生 共 鸣 ，而 且 被 一 代 代 观 众 所 认

可 ，经 受 住 时 间 的 考 验 。“ 知 者 创

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

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

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

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周

礼·考工记》中把百工之事看作圣人

之作。圣人之谓，甚至还在大师之

上。只有那些真正代表时代的技

艺、观念、趣味、情感的作品，才能

真正留得下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的人，才有资格称为大师。

任一领域的大师都是如此。他

们为时代造就，也代表着时代的高

峰。他们与时代互为印证。

钱谷融先生驾鹤西去，消息传

来，人在旅途的我熄了灯，静静地坐

在一片夜色般的静哀当中……按照

中国计算年龄的算法，他 99岁。九

九归一，功德圆满，可以撒手人寰

了。像是游仙的鹤一样，闲适悠然

地飞去，渐渐变作一团白影，然后

是一个白点，融入远山的白云，归

于杳然，好安静！

有温度的淡泊者

钱先生一生似乎就是追求这

样的生存基调，闲云野鹤般地存

在，不愿打扰谁，也不想被打扰，看

尽风景而见怪不惊，历尽风雨而无

阴无晴，很少见到他声色俱厉地

控诉什么！也很少见到他语气痛

切地阐释过什么，尽管他的文艺

观点因为直指人心、挥斥时弊而

显得格外凝重！校园里，他总是

笑模笑样地面对人群；生活中，总

是温文尔雅地回馈社会，对于那

些似乎可以荣耀一时的利好，他

保 持 着 距 离 ，侧 身 信 步 ，飘 然 而

过，那些蝇营狗苟的嘈杂，那种人

头 攒 动 的 焦 躁 ，都 似 乎 与 他 无

关。好淡泊！

有人说他是魏晋风度，名士

派头。在我看来不是，他不是那

种青眼白眼、断弦摔琴感觉的名

士，而是一个真性情、真淡泊、有

精神洁癖的真君子。他不装、不

演、不咄咄逼人，而自敛、自守、自

谦，常常在微笑的缄默当中坚守

自己的内心尺度与价值判断。

这些，是 33 年前我在教育部

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培养高校师资

力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师进

修班”学习时近距离观察钱先生

所留下的印象。当时钱谷融、徐

中玉、王西彦、许杰四位先生是我

们这个班的主持教授，因此来授

课的教师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领

域里的名宿新秀的一时之选。钱

谷融先生也上课，也就是这样的

课堂上，让我看到了钱先生的人

格温度。不错，他是一位对功名

利禄无所求、也对利害得失不关

心 的 真 正 的 淡 泊 者 ，但 是 ，他 的

淡泊不是淡漠，他还有一士谔谔

的时候。记得在一次课上，应该

是 他 从 全 国 第 四 次 文 代 会 归 来

时，作为代表，他向我们传递了会

议的信息和文艺界的动态。文艺

界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有

热烈的讨论和冷静的看法，钱先

生当然也语速较快、语调稍高地

表达了他的见解。他强调的是文

艺创作要写丰富多彩的人、要写

真实深刻的人生，而不是把文学

创 作 当 思 想 教 育 材 料 和 政 治 符

号。显然 ，这 是 新 形 势 下“ 文 学

是人学”的再次表述。

放弃了功名利禄的累赘，就

有了坚守文化价值与美学内涵的

底气，就有了一个批评家的本真、

纯真和率真。他忠于内心选择，

他恪守美学规律，他拒绝把精神

世界交出去，他是一个真正有温

度的淡泊者。

有高度的理论家

钱先生的“温度”来自于对“人

学”的醉心与对“人性”的体察。他

广为人知的文艺理论贡献，是他在

庸俗社会学理论完全遮蔽了文艺

理 论 与 创 作 实 践 的 情 况 下 勇 敢

地 喊 出 来 的 响 亮 口 号——“文学

是人学”！《论“文学是人学”》发表

时代的具体环境和理论气象已经

不被今天文艺青年们了解了，在他

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

天经地义的命题。但实际上今天

已经成为文艺界随口引用、信手

拈来的概念，在钱先生用心梳理

和论证的这一文艺理论命题的时

代却是一个禁区。

在“人学”命题下，根脉上是

文艺创作的核心问题，指向上是

庸俗社会学干扰文艺创作的文化

发展问题，有了对这两个问题的

深入思考，钱先生就站在了文艺

理 论 的 一 个 制 高 点 。 那 就 当 然

是：登高望远，景色尽收眼底；运

笔为文，华章享誉文坛。

有深度的体验者

钱 谷 融 先 生 不 轻 易 动 笔 写

作，也许，自称懒人，是他不肯 想

到 一 点 就 写 的 一 种 托 辞 。 读 钱

先生的论著，总是觉得他对研究

对象体察很细、体验很深入的时

候才会动笔。可以相信，他研读

文 艺 作 品 时 十 分 重 视 对 研 究 对

象 的 内 心 体 验 。 以 曹 禺 先 生 笔

下 的 人 物 形 象 研 究 为 例 ，无 论

《雷雨》还是《日出》，钱先生的分

析 ，往 往 有 发 人 之 未 见 的 文 字 ，

这 绝 不 仅 仅 是 来 自 钱 先 生 文 笔

的优美，更重要的是来自钱先生

对 戏 剧 人 物 形 象 的 内 心 体 验 。

分析的精准，其实来自体验的深

度。对剧作家创作心态的体验，

对 戏 剧 人 物 规 定 情 境 、心 理 动

机、行动选择的体验。譬如对周

朴园的内心分析、对陈白露的形

象 定 位 ，都 从 人 物 的“这 一 个 ”、

形 象 的 独 特 性 出 发 ，谈 出 新 意 ，

论 出 角 度 ，走 出 一 般 ，这 就 十 分

了不起了。“这一个”不是简单说

说，而是走出了“阶级论”对人物

形象的符号化定性分析，既然不

以“ 阶 级 ”划 分 人 物 类 型 和 思 想

情感特征，就可以从“人”“人性”

的可能去进入人物的内心，去研

究表现的可能，这就有了“人”的

研究视觉。

庸俗社会学对文艺创作的超

荷要求带来的是文艺自身魅力的

丧失，中国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相

当长时期就在解决这个痼疾。但

是，这个问题似乎只是在局部的

理论上解决了，实践中并未根除

其影响。如此看来，钱先生的理

论贡献不仅仅在于指导文艺理论

与批评在研究文艺作品时避免浅

泛，他强调的命题，对于社会生活

的理解，也是大有深意的。

有力度的写作者

钱先生追求真善美的人生、

人性、人格，批判那些缺少建设性

的文艺作品，而坚持率性地说话，

率真地表达，他从来不掉书袋，从

来不装腔作势，从来不食古不化，

更不食洋不化，而是平实地谈感

受，讲道理。钱先生的文艺批评

有力度，首先来自钱先生对文本

细读的文学感悟力，其次来自钱

先生分析人物所显现出的无限人

性丰富内容给人的启悟力，再次

来自钱先生精美流畅的语言表达

力。这些“力”的结构，成为钱先

生的理论与批评传达给读者的力

度。钱先生的语言表达力是我十

分羡慕而且景仰的，他的文字不

枯不燥，温润如玉。关键在于，写

作对于钱先生来说完全是心、手

相 应 的 自 然 流 露 。 尤 其 精 彩 的

是，钱先生的写作完全是一副以

诗论诗、以文学论文学的派头，许

多时候是精妙的比喻、诗意的抒

写、文学的描述……不盛气凌人

而生动感人，令人读来荡气回肠

又余香满口。用诗性融通理论与

批评，这要多灵动的智慧！

读着充满了诗意想象与诗性

芬芳的文字，我常常会想，如果想

要当一个受人喜爱的文艺理论家

与 批 评 家 ，应 该 向 钱 先 生 学 习 。

因为，他给我们树立的，正是一个

真正批评家的风范！

钱
谷
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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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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