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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足我国北方广大群众喜爱的一个戏曲剧种，在民间说唱
莲花落和歌舞蹦蹦的基础上，借鉴吸收皮影、河北梆子、京剧等
艺术营养而逐步发展起来，经历了“对u莲花”到“唐山落子”
的演变及“奉天落子”时期。评剧创造了异彩纷呈的艺术流派，
留下了许多绘炙人口的优秀剧目，涌现了一批令观众喜爱的优秀
演员。在评剧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传统、发展创新，始终是艺术
家们追求的方向。

一、评剧音乐的发展必须从自身传统中孕育并不断地丰富完善
评剧足属于“落子腔系”的新兴剧中。直到建国初期，评

剧才有小生、小旦、小花脸三个行当。要想成为一个大剧种，必
须努力创造行当齐全的唱腔。1958年，中国评剧院为了进一步发
展评剧，对曾被观众喜爱，却被摧残的网位老艺人的西路评剧进
行抢救，派青年演员把戏学过来，把剧本、曲谱整理出来。这些
西路腔在《夺印》里用到了烂菜花(彩旦)的腔中；在《向阳商
店》里用到了刘春秀(泼辣旦)的腔中。这些西路腔以其高亢、
粗犷，生活气息浓厚的特点，使彩旦、泼辣旦、小花脸找到了更
具行当个性的音调。1960年在《杨八姐游春》中，花月仙、李梓
厚、胡斌为塑造余太君的音乐形象，将女生传统腔向低音区扩
展，并在人物感情强烈处吸收了老生、花脸的旋法，创作出了板
式丰富的老旦的成套唱腔。无论是评剧的老生、仡脸、小花脸，

还是老旦、彩旦、泼辣旦，六个行当唱腔的确立，都是从评剧自
身的传统中孕育出来的。

社会在不断地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也随之变化。但不管怎
么变，对美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评剧以唱功见长，如《马寡妇
开店》全剧一个多小时，差不多从头唱到尾。可是观众对于每个
字都听得很清楚，这是评剧唱功的一个长处。我们要发扬这些长
处。在演唱时要苦练基本功，继承评剧优良的传统，在传统唱腔
的摹础上，不断地改革创新，以适应广大观众新的审美需求，这
是评剧生存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人们需要一些明丽、熟悉、好
听、易学的唱腔。明丽，指的是应该强调旋律上的新意，更要跟
上时代的潮流。熟悉则应该是在传统唱腔的基础上，配以新鲜的
板式结构和配器手法，也可以熟悉的板式结构内糅进新鲜的，更

能准确表达人物的新音调。好听的含义则要求从两方面努力，一

方面要写出好的旋律来；另一方面要有充沛的感情和足以表达作

品的演唱技巧来演唱。易学就是人们的观看的同时，有参与的可
能，并生产自娱自乐的效果。

二、继承流派，培养传人
一个剧种流派纷呈，}f：现诸多观众喜欢的艺术流派，是非常

可喜的，说明这个剧种足繁荣的是不断发展的。但一个艺术流派
具备了其演唱特点和剧目还是不够的。因为流派的形成还具有独

特性和传承性，流传的要素之一要育优秀的传人。中国评剧字的新
风霞、小白玉霜、花月仙等；沈阳评剧院的韩少云、花淑兰、筱俊
亭等。她们都培养了自己流派传人。国家也加大了对传统戏剧的保
护，辽宁的评剧流派韩、花、筱都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名录，这必将对流派的有效扶植和传承人有裨益。

同时，流派艺术与时代是紧密相连的，流派艺术只有紧跟时
代，才能保持旺盛的牛命力。白派的传人小白玉霜，她继承发展
了评剧白派艺术，将白派的表现音域分别向上和向下有所扩展。
如现代戏‘金沙江畔)中的“小酸枣”唱段就是以往评剧白派中

未见的演唱冈格。
在这里我想重点说一下花派的传承：花淑兰根据自己的嗓

音条件，一面继承前辈的传统艺术，博采众长，另一方面，广泛
吸取京剧、梆子、大鼓等剧种、曲种的艺术营养加以融化，进行
发展和创新，创造出“高遏行云，低逐流水”的花派唱腔。她嗓

音清脆甜亮，音质纯净，唱腔高亢挺拔。人们赞誉她的演唱有
“三高”即：“弦高、腔高、音高起唱”。她音域宽。共鸣好，

吐字清晰，字正腔圆，韵味浓郁。善于演唱高亢向上的旋律，喜
用有弹性的疙瘩腔，行腔多彩流畅，上下滑动，上滑满，高低自
如。她演唱以刚毅见长，刚中亮，柔中脆，低腔低而不沉，柔而
不温。嗓音越唱越高，有极大的爆发力，享有“金嗓”、“戏曲

的美声”、“花腔女高音”的美称。60多年舞台实践中，演出大

小剧目二百多出，达二万余场次，多次获人区、省、市优秀表演

奖，并有十多出剧目灌制了唱片和录音盒带、刻制光盘专辑发行
全国，主要代表作有《白毛女》《茶瓶计》《琼花》《谢瑶环》
《黛诺》《花木兰从军》《志愿军未婚妻》《三节烈》《半把剪

刀》《相思树》《牧羊圈》等。她领衔主演的戏曲电视片《夕阳
无限好》播放全国，她的名字被载人《中国大百科全书》，书中
大量记载了“花派”优秀唱段。她热心传授技术，各地弟子近50
人，“一代栋梁木满同桃李花”。她们是：冯玉萍、王镇之、郑
桂芳、曾昭娟、吴丹阳、赵俊芝、张丽华、徐之琴等。

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秀的传人，评剧的流派才能得到流传和发展。
所以说培养优秀的流派传人无疑是发展戏曲的必要的措施这一。

三、发扬评剧艺术贴进人民、通俗易懂的特点，创作出优秀
的作品

从评剧的发展史中不难看出，评剧是吸收了多种民间表演艺
术形式发展而成的。它深深地扎根在广人民众之中，反映的内容

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绝大部分作品表现民间生活，充满浓郁
的生活气息。如评剧的代表剧目《杨三姐告状》、‘刘巧儿》、
‘王少安赶船》等。故事通俗、结构奇巧、很富于传奇性，语言

风趣、唱词细腻、故事很吸引人。评剧今后的发展和繁荣，剧本
的创作是极其莺要的，一代代著名的评剧演员都有自己的拿手

好戏。评剧的创始人之一成兆才在30年的创作生活和演戏牛活
中，创作了许多的优秀作品，如《杜十娘》‘花为媒》‘马寡妇
开店》《杨三姐告状》等。多少年来，一代代的评剧演员，扮演
的多半是他编导的戏。成兆才创作的成功，是因为他有着非常丰
富的民间文学修养，并熟悉当地的人民生活。‘杨三姐告状》取

材于一件真实的故事，剧作者见过年幼的杨三姐本人，因此，他
写得非常真实，也非常深刻。几十年来，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喜
爱。它奠定了评剧现代戏的基础，成为评剧表现现代生活题材这
一优统的优秀剧目之一。评剧来源丁二民间，兴旺于民间，是名副
其实的大众艺术。正是浩荡的普通观众构成了评剧大厦的坚实基

础，才有了评剧的成熟，才有了评剧的发展和传承。评剧之所以
能久演不衰，其主要原因是它民众化题材的选择。接近民众生
活，反映民众思想，是评剧创作应遵循的规律。

评剧足我国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表现火热的现实生
活，弘扬民族精神，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评剧的发展历史证明：只有不断地继承，不断地发展，与
时代同步，与生活同步，才能成为戏剧百花园中最绚丽的花朵!

写意的表现方法，许仙掀开帷帐。观众并没有看到白蛇蜕变的过
程．这里离开了电视的技术上的处理方式，用许仙倒地昏迷的反
应来展现白蛇的蜕变，也就为舞台演出的弊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
解决方法。

同时姿势和造型在里面．构成了十分精彩夺目、婀娜多姿、
扣人心弦和应接不暇的种种场面。譬如白娘子与青儿等通力合演
的“斜跨”“转圆盘”。耍旋子”“双手托举’和“双肩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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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艺术造型和很多武戏身段．都熔炼和镶嵌了不少优美的体操、
柔术、杂技的动作、构成精彩夺目、扣人心弦种种场面为承接这
个传奇故事和刻画人物性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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