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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秋先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剧事业

中最杰出的张派艺术创始人。他以悦耳动听的

嗓音天赋和科学的演唱技法，塑造了无数光彩

夺目、传神抒情的人物。张派艺术经过半个世

纪的传承与验证，至今仍然是常演常新、百听

不厌、令人回味。

张君秋嗓音天赋极佳，扮相俊美超群，

后来四大名旦无不倾囊相授。张君秋没有辜负

王瑶卿与四大名旦的教导，他学习各家之长，

先继承后发展，通过不断实践，把养分化为

己有，融会贯通，边演边改。他先从传统戏入

手进行改革，追求台词合理、语言精化、唱

腔悠扬、技巧流畅，把《女起解》《玉堂春》

《春秋配》《三娘教子》《二进宫》《龙凤呈

祥》《武家坡》《大登殿》《宇宙锋》《银屏

公主》等剧目加以修改润色，丰富了剧情和人

物感情，更丰富了声腔艺术。程腔的“运气、

吞吐、含蓄”，荀腔的“娇美柔媚”，尚腔的

“刚劲豪放”，张君秋无不吸纳融化，变为自

己新鲜的血液，创造了独特的张派艺术。

此后，张君秋在丰富的舞台实践后，创

作思想日渐成熟，开始另辟蹊径。1955年首创

张派青衣唱、念、做、表俱佳的代表作《望江

亭》，获得行内外的认同，从此张派创新的艺

术风格发展到当代青衣的顶峰。

1978年，张君秋先生到戏曲学院来恢复加

工《望江亭》，我有幸在戏曲学院排练场观看

了演出。1979年，由于张先生年事已高，需要

一个教学助理，史若虚院长推荐了我。张先生

看过我的《平贵别窑》后，表示认可，史院长

便带我到张先生家里拜了师。从此，我跟着先

生一边学习，一边辅助教学，更加透彻地了解

了先生创排《望江亭》的艺术构思与真谛。

《望江亭》是张君秋先生1955年在北京京

剧院三团组团工作时首创的流派精品代表作。

该剧参考了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原著《望江亭·

中秋绘旦》杂剧，从川剧《谭记儿》移植．由

王雁改编取名《望江亭》。

故事讲的是宋朝学士李希颜亡故，其妻谭

记儿被太尉杨戬之子杨衙内纠缠，避居清安观，

为白道姑抄写经卷。白道姑之侄白士中得中进

士，官授潭州太守，赴任途中，路过清安观看

执着追求  另有天地
——张君秋先生在《望江亭》中的唱腔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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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姑母。经白道姑撮合，二人一见倾心，结成

良缘。杨衙内得知，怀恨在心，串通其父，假

造圣旨，私制尚方宝剑，至潭州缉拿白士中。

白士中得知，焦虑无措。谭记儿巧扮渔妇，在

望江亭内将杨衙内灌醉，盗旨取剑。次日，杨

衙内至潭州，方知事情败露。白士中将杨衙内

的阴谋揭穿，并以假冒钦差罪将其捕拿。

全剧共四场戏：第一场《庙遇》，第二场

《释疑（猜书）》，第三场《盗旨》，第四场

《斥贼》。先生根据剧情和人物设置，具体分

析了主角谭记儿的性格和表演风格——谭记儿

有才有貌、有胆有识、贤淑聪明、机智勇敢，

是古代反封建、反压迫、具有现代反抗和斗争

意识的古典女性。第一场应是“青衣行当”，

举止端庄、沉稳大方，对自己境遇自忧自怜；

第二场是“花衫行当”，温柔聪慧、有智有

谋，对杨衙内的陷害无畏无惧；第三场是“花

旦行当”，深入虎穴、迷惑敌人、大胆沉着、

机警善变。

有了如此具体的人物分析，张先生在创造

人物上就有了更准确的把握，尤其是声腔上的

创造，板式丰富，脍炙人口。

第一场《庙遇》中谭记儿为避狂徒杨衙内

的纠缠，来到清安观抄写经卷以消愁解忧，向

老道姑诉说自己内心的孤独以及对待婚姻消极

的态度的唱段：“蒙师父发恻隐把我怜念，才

免得我一人形影孤单。　每日里在观中抄写经

卷，为的是遣愁闷排解忧烦。深羡你出家人一

尘不染，诵经卷参神佛何等清闲。我今日只落

得飞鸿失伴，孤零零惨凄凄夜伴愁眠。倒不如

出家断绝尘念，随师父同修道，也免得狂徒摧

残，到来生身列仙班！　婚姻事恐怕难天随人

愿——不如意岂不是反把愁添？”

谭记儿先用念白“师父啊”叫板，此段起

头是【二黄摇板】，【二黄摇板】是【二黄原板】

的散唱结构形成【摇板】化，形成紧打慢唱的

特效。张先生的【摇板】更突出生活化、自由

化、口语化，节奏明快，娓娓道来，是亲切的

说唱方法。“蒙师父”三个字要注意紧紧相依，

字头的装饰音也是一带而过，不能死唱，这里

特别强调字尾的收音要柔细，“把我怜念”四

个字“我”字适当延长，这样才能自然地把观

众带入到谭记儿的内心。“抄写经卷，为的是

遣愁闷排解忧烦”要唱得稳健大气，“排”是

八分音符，随后即刻转为手拍高音直接上升八

度，“忧”字行腔两小节，腔体渐慢舒展放开

唱，在眼上有个半休止音，“烦”字吐出即收音。

切记演唱时气息的吸进与呼出要“稳”，不管

气量大与小，上身不能乱晃，要像端一盆水一

样平稳，内紧而外松，用上丹田气去控制好。

最后“烦”的唱腔技法之难可以说是高低音悬

殊极大、轻重对比很强，慢时大拉大撤，快时

又似疾风骤雨般的一气呵成。这是张派艺术行

腔风格的典型唱句，张先生的演唱手法把谭记

儿这个才女被困在清安观的无奈和寡居三载的

孤独愁苦之情倾泻得极为深刻，所以，张先生

的腔绝不是为花而花，绝不是卖弄技巧，是人

物心情淋漓尽致的描绘。

“深羡你出家人一尘不染”，这一句突出

了张派行腔的特色，节拍虽短但演唱的乐谱却

很多，闪电式的变幻无穷。

“诵经卷参神佛何等清闲，我今日只落得

飞鸿……”节奏紧凑、字多腔密，尤其是上句

与下句尾字的收音要细腻处理，“染”上句上

滑收音，“闲”下句下滑收音，这些细小的收

音张先生吸纳了荀慧生先生收音的柔媚，形成

十分娇美的特殊收音方法。紧接着“失伴”二

字，以高音扬声而出，“零零”二字既是上口

字又是双音的重叠，前轻后重、前短后长，不

同的处理才显得美与俏。

“随师父同修道也免得狂徒摧残，到来

生身列仙班”二十个字，吐字要字字珠玑，

“得”字收得干净，语气加重，“摧残”的

“残”字，要用上滑音甩出的劲来唱，这个地

方张先生借鉴了小生娃娃调的刚音，这些复杂

的处理，主要是为了表现谭记儿对杨衙内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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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愤慨之情。“仙班”二字是此段唱腔的重点

唱句，腔体随着人物的心态在四小节内缠绵迂

回，以低旋律为主，低腔的变换抒发了谭记儿

内心的压抑、对人生的淡漠与对杨衙内按捺不

住的仇恨。

“婚姻事恐难天随人愿”中“难”字行腔

较为复杂。 “不如意岂不是反把愁添”是此

段唱腔的收尾，“愁”字是装饰性的颤音，最

后“添”的收音以稳重简约的腔结束，这两句

台词是谭记儿的内心独白，表现了她对再婚的

消极态度。

接下来一段“南梆子”唱腔也是十分动

听：“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扰乱，却原来竟是这

翩翩的少年。观此人容貌像似曾相见。好一似

我的夫死后生还。到此时不由我心绪缭乱，

羞得我低下头手弄罗衫。见此情不由我心中思

念，这君子可算得才貌双全。三年来我不曾动

过此念，却为何今日里意惹情牵？我本当允婚

事穿红举案——羞答答我怎好当面交谈？岂

不是错过了美满的良缘。我何不用诗词表白心

愿，且看他可领会这诗内的隐言。”

“只说是杨衙内又来扰乱……”是谭记儿

呼唤白道姑“师父、师父”，先以短语呼叫，

第三声“师父”，“师”字短出，字重音轻，

然后“父”字以弱音逐步增强，顺势提高调

门，此时起前奏，谭记儿退步观望白道姑渐渐

消失的身影，转身无意间与白士中目光相遇，

即刻回避，此时听着白士中对她的表白，她惊

叹不已起唱。“只说是”是谭记儿的背躬语，

要以轻音引唱，“杨衙内”咬字真切，音量增

大，表示她对仇人杨衙内的愤恨。

“却原来竟是这翩翩的少年”是谭记儿

暗中观看白士中相貌后内心对白士中的赞美，

“翩翩的少年”这五个字以甜美的嗓音、较强

的力度扬声而唱，表现出谭记儿对白士中有了

很好的印象。

“观此人容貌像似曾相见”，这句唱词

是谭记儿见到白士中后，似乎觉得他酷像一个

自己最熟悉的人，但一时又想不起来的情景。

“人”是谭记儿在侧面暗暗地偷看白士中，内

心潜台词是“他是谁？”所以要把嗓音控制在

最弱的音量上。“相见”的“见”字尾腔要唱

得纤细如抽丝，声断而气不断，表现谭记儿边

唱边想的意境。

“好一似我的夫死后生还”，张君秋先生首

创版本唱“我儿夫”，1978年再次上演时，改

为“我的夫”。“好一似”前面在过门的铺垫中，

谭记儿忽然神情开朗，随着感情的转换，给足

一定的气息以强音演唱，然而“一”字高音中

间即刻又渐弱下来，当唱到“我的夫”时，她

意外地又惊又喜，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以高音唱出“死后”二字。“生”张君秋先生

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强音停顿，以强音即断的方

式把“还”字衬托得恰到好处，此处虽形式为

顿逗，但人物情绪却没有停顿，为“还”字起

到醒目提神之作用。这句特殊的音型是张派先

顿后连的“喇叭音型”唱腔，这是张君秋先生

在不断的舞台实践中，把娴熟的演唱技术演变

为抒发人物思维活动独创的一种特殊音调，使

听者感到新颖独到，俏美而有力度。此时舞台

上人物的心灵与台下观众的心灵像触电一样自

然相撞，产生共鸣。每唱此腔，都会赢得观众

的喝彩。张君秋先生设计的此腔把谭记儿三年

来的孤苦，对前夫的思念及见到白士中的意外

惊喜宣泄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

“到此时不由我心绪缭乱，羞得我低下头

手弄罗衫（哪）”，这两句唱腔以低腔缠绵为

主，是谭记儿见到白士中，意外地发现他那才

貌出众、彬彬有礼的气质很像她的前夫，内心

动荡使她的婚姻态度产生了变化。“到此时”

的尾腔要唱得细腻，以“柔腔轻唱”为原则，

唱“衫哪”时连续三个小顿音的设计显得格外

娇美，展现了谭记儿无意间与白士中几次目光

相撞时羞涩缠绵的心境。

“见此情不由我心中思念，这君子可算得

才貌双全”，从“见此情”开始，节奏催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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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这君子”的抑扬顿挫作好铺垫。“这君子”

的“子”字连续两个小顿音错落俏皮，呈现出

谭记儿内心深处对白士中人品才貌的称赞。

“三年来我不曾动过此念，却为何今日

（呀）里意惹情牵。”这二句唱词是谭记儿内

心活动的写照，“三年来”再次以高腔来抒发

谭记儿内心的不平静，“为”字后面有个大休

止，显示了谭记儿内心的反思与自问。

“奴本当允婚事穿红举案”中，“奴本

当”“允婚事”“穿红”三个地方音乐处理运

用了弹拨行弦的伴奏，“奴本当”配合人物眼

神突出谭记儿的犹豫不决。“允婚事”行腔与

伴奏表示谭记儿已然为白士中忠诚爱慕的表态

而心动。“穿红举案”先简唱音量增强，中间

密弱音相辅，结尾仍简化以极强的音量结束。

张先生独具匠心创造出色彩多变的润腔唱法，

把谭记儿有意允婚，内心暗转愉悦，凝神向往

与白士中幸福美满的心情诠释得惟妙惟肖。

“羞答答我怎好当面交谈”，当谭记儿

身向往美好的将来时，白士中再次向谭记儿道

歉，谭记儿羞意绵绵，不好当面表明心迹，轻

音唱“羞答答”一句。当下面唱“今日里若将

这红绳剪断”，谭记儿犹豫中唱“剪”字时，

眼神左顾右盼，婉转柔媚，思考再三。

“岂不是错过了美满的良缘”，“岂不

是”1978年张君秋先生再次上演，此腔有些

微调，在节奏上也适当放慢了一点。

“我何不用诗词表白心愿，

且看他可领会这诗内的隐言”，

“我何不”的尾腔节奏放慢，是

谭记儿即将向白士中表态的最

后思考，“用诗词”开始节奏步

步紧催，直到“可领会”加重

语气，“这诗内的隐言”六个字

行腔以连句舒展形式来贯穿，

扬起柔落，气足神定，一气呵成。

这些处理方法再次表现了谭记

儿这个才女的聪慧。

此段【南梆子】语义直透、形象逼真，虽

然有十六句之多，但让人听后并不感到冗长，

相反觉得情感丰富、变幻无穷，行腔酣畅、富

有流动感，把谭记儿与白士中从相遇到结亲，

人物思想动态的全过程勾勒得惟妙惟肖、真实

细腻。

我详细地剖析了先生这两段唱腔，是为

了说明张派艺术细腻传神的艺术性，更是为

了说明先生在艺术创作上的独具匠心。张先

生能有如此创造力，是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

体会、琢磨、创新艺术。仅仅例举他在创作

中的一件趣事，足以说明这一点。先生在创

作第四场“见贼子不由我怒容满面”的唱腔

时，思忖再三，仍觉不够完美。一日，他约

请小生艺术家刘雪涛先生坐洋车逛天安门，

边逛边请刘先生唱小生“娃娃调”的唱腔给

他听，他们从东单到西单，从西单到东单，

几个小生的主戏“娃娃调”都听了之后，张

先生终于说：“好了，行了。” 最后，张

先生从小生的“娃娃调”中获得灵感，编创

了“见贼子”这段以“西皮娃娃调”为主的

“西皮二六”唱腔，效果是一泻千里，淋漓

尽致，揭露了杨衙内的丑恶嘴脸。

我们在继承张派艺术的同时，更应该继承

的是张先生追求艺术、追求完美的精神。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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