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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花脸又称武净，属于净行的一支。武花

脸演员非常重视武功的锤炼，譬如毯子功、腰

腿功、把子功等。因为在舞台上需要摔打的戏

实在太多，武花脸演员必须得有一身好武功、

一副好身板。虽然和其他行当相比，以武花脸

为主角的剧目并不是特别多，但在京剧的大多

数剧目里，只要有武戏，你都能见到武花脸的

身影。他是一片举足轻重的绿叶，没有他，戏

不成戏。比如《挑滑车》中的黑风利,《洗浮

山》中的牛腿炮,《一箭仇》中的大虎,《芦林

坡》中的关胜。

最近，于帅忙碌得很，刚忙完了“魅力春

天擂台邀请赛”，又着手准备“京青对抗赛”

的剧目，这期间还有许多戏的配演工作。于帅

登台的次数越来越多，戏份越来越大，这和他

近几年在北京京剧院的成长不无关系。但于

帅很谦虚，他说武戏演员本来就少，所以我

们接的戏才比较多。不过有句话叫“物以稀为

于帅：他所钟爱的武净人生
文／韩 旭

贵”，物尚如此，人才岂不更甚？相信像于帅

这样优秀的武戏演员只要坚持下去，定会有个

似锦若画的未来。

被“武”吸引

于帅是梨园子弟，父亲曾做过武生演员，

后来下海经商，但依然热爱京剧艺术。于帅受

父亲影响，打小就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喜

欢武戏。“当时对京剧没什么概念，就是觉得

台上两个人打起来特别好玩儿。”于帅回忆起

童年时笑了笑。由于喜欢打戏，父亲一上来就

给于帅定了武生行当。

谈到开蒙学武戏时的辛苦，于帅笑说：

“苦是肯定的，但是因为喜欢这个，我就觉得

还好，但小时候是没少挨打。”

于帅6岁开蒙学戏，学了4年，其间老师告

诉他：“你要想继续走这条路，还得去北京

学。”就这样，于帅10岁时去考了北京市戏曲

艺术职业学院。当时校领导说，现在已经不成

批招生了，但可以看看这孩子的素质怎么样，

如果不错可以插班录取。当时校长、老师并坐

一排专门考了一次于帅。于帅表演的是《乾元

山》的一段，他漂亮地翻了几个跟头，以自身

才艺说服了校方，最终被录取。

于帅于1999年入校，进入98班。虽然同班

同学已学了一年，但于帅有4年功底在身，并

没有跟不上的情况。在进入北京戏校后，老师

根据于帅的脸型、身材、嗓音条件等给于帅

定了武花脸的行当。由武生改唱武花脸，于帅

需要作出调整的地方很多。“用我们行话讲就

是要改的‘零碎特别多’——因为有了胡子、

盔头，和原来的感觉就不同了。同时武花脸的

道具也比原来多些，舞台上的动作也很吃功

夫。”

虽然武花脸很吃功夫，但于帅坚持每天练

功、磨砺锋芒，困难也逐渐迎刃而解。其实

要说起来，京剧演员受的苦不亚于一位职业

运动员，受伤的事是在所难免。于帅就曾在

一次彩排中，一个跟头翻下来导致手骨骨折，

当天接骨后打上石膏，第二天带着夹板继续表

演。“小骨头很难愈合，所以现在也没完全长

好。”聊到这儿，于帅又笑了笑，每每讲到演

员吃苦受累的经过，他总爱这样一笑了之。

京剧院给我们舞台

坐科6年，于帅继续深造读了两年大学。

都兴奋了起来，气氛相当热烈。临近比赛一两

个月的时候，练功厅全部满员，甚至有人半夜

还在摸着黑练功。朱虹也相当勤奋，每晚演出

结束后已过10点，她还要从剧场赶回京剧院继

续偷偷苦练。

朱虹的座右铭简单而朴实——做好人好好

做人，演好戏好好演戏。“我不是一个急功近

利的人，我太酷爱舞台这一亩三分地了。但当

下是个多元化的社会，李恩杰院长旨在培养青

年演员不能只会站在舞台上，其他一概不管，

复合型人才还要具备市场、企划等素质。这方

面我还要继续努力，不断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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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彦希：程腔程韵《玉堂春》
文／麻 雯

2007年，他通过北京京剧院的考核，成为院

里的新生代演员中的一分子。工作以后，于帅

的第一感觉就是没人管自己了。功得自己坚持

练，再没有老师在耳边的敦促。但于帅并没

有因此怠慢：“我觉得我还好，一直在坚持

练功，因为总有戏等着你演，不练功是不成

的。”于帅在院里演出，是先从龙套演起的。

“我觉得我还可以，院里很重视年轻人，也就

过了一年，院里就给我排了一出《金钱豹》，

之后还唱了《火烧余洪》等戏，然后陆陆续续

登台的机会越来越多。”

要说北京京剧院重视年轻演员的培养，那

是出了名的。就拿举办的以年轻人为主的魅力

春天擂台邀请赛来说，到今年已有三届，近两

届于帅都有参加。2013年，于帅以《火烧余

洪》参赛；今年他参赛的剧目是《艳阳楼》。

谈到为何以《艳阳楼》参赛时于帅说：“因为

这出戏特别吃功夫，而且这出戏我演的路子

和主流有所区别——通常这出戏都是武生去演

的，而我以武花脸来演。这样一来，表演的技

巧、风格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笔者紧接着又问了关于《艳阳楼》人物

塑造的问题。于帅答道：“这出戏属于《水

浒》后传，说高俅养子高登倚仗权势，欺男

霸女，最后被义士铲除的故事。塑造这样的

反面人物，就得体现他‘狂’和‘恶’的特

点。”

说起来，《艳阳楼》这出戏是于帅进了京

剧院后由杨振刚老师授的。为了备赛，于帅又

请杨老师给说了三个月之久。《艳阳楼》这出

戏的难点在于唱念做打，样样都有。不仅对腿

功、把子功的要求很高，而且人物的表演得有

文戏的功底，表现出衙内的劲儿来。此外于帅

演的这出戏要求演员体力必须好——因为武生

演这出戏只打一套“大刀双刀”（演员们开打

后一连串武打动作），而于帅以武花脸来演，

要打两套，且每套有所不同。为了演好这出

戏，于帅和他那帮哥们在练功房，一天就是五

遍十遍地打。

功夫不负有心人，于帅擂台赛的演出非常

成功。最近他又忙着院里举办的青年对抗赛的

演出。此次演出历时两个半小时，由于帅挑起

大梁。头出是他的《战马超》，之后《二进

宫》垫场，最后他的《艳阳楼》压轴。相信踏

踏实实、深自砥砺的于帅定不会让戏迷朋友们

失望，届时的演出一定精彩绝伦，让台下的观

众大呼过瘾。

即使是不了解京剧的人，想必也对《苏三

起解》的唱词耳熟能详——苏三离了洪洞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

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

把信传。言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

还。该段落正是京剧经典之作《玉堂春》中的

一折。

在第三届魅力春天擂台赛上，北京京剧院

青年演员卢彦希以精彩的程腔程韵演绎了这出

骨子老戏。《玉堂春》不但是京剧旦角的必学

剧目，更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剧目之一，

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忠贞不渝的爱情故

事、善恶因果的价值观，直到今天依然震撼人

心。

京剧《玉堂春》改编自明代冯梦龙编订的

《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难逢夫》。明

朝，名妓苏三（花名玉堂春）与吏部尚书之子

王金龙结识，誓偕白首。王金龙钱财用尽，被

鸨儿轰出妓院。鸨儿把苏三骗卖给山西商人沈

燕林做妾。沈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与赵昂

合谋毒死沈燕林，诬陷苏三。知县贪赃枉法，

对苏三严刑逼供，将她打入死牢。王金龙回到

南京后发奋读书，及第进士，出任山西巡按。

得知苏三冤情，平反冤狱，有情人终得团圆。

《玉堂春》全剧包括《嫖院》《庙会》

《起解》《会审》《探监》《团圆》等折，几

乎囊括了京剧旦角西皮唱腔的全部板式，尤以

《女起解》《三堂会审》二折为妙，声腔艺术

成就极高。尤其在京剧教育家王瑶卿的指导

下，梅、程、荀、尚四大流派依不同禀赋所创

之新腔，各具特色。

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里，卢彦希跟随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老师学习了《贺后

骂殿》《红鬃烈马》《龙凤呈祥》《大·探·

二》《玉堂春》等剧目。之所以选择《玉堂

春》作为魅力春天擂台赛的参赛剧目，卢彦希

认为，骨子老戏的魅力是无法取代的。这部唱

工繁重、长达三个小时的大戏同时也是对她的

一大挑战。“本流派独门剧目如《锁麟囊》

《荒山泪》等，特色鲜明，演起来得心应手。

而《玉堂春》任何流派都可以演绎，从某种程

度来说，其实增加了表演的难度。”

梅兰芳先生曾说：“从前老师开蒙教戏，

总是西皮先教《彩楼配》，二黄先教《战蒲

关》，反二黄先教《祭江》，没有听说小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