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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林漫话     The Art Circles 作家    

吹打乐，是我国民间音乐的一种演奏

形式，其流行范围广，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喜爱。吹打乐是由吹和打两部分组成。吹，

包括民族器乐中的笛子、唢呐、笙等吹管类

乐器组成；打，包括大鼓、小鼓、排鼓、铜

锣、梆子等打击类乐器组成。而唢呐，则是

吹打乐中不可缺少的一类乐器。由于唢呐在

吹打乐中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吹打乐对唢呐

演奏的影响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唢呐是一个演奏风格多样化的乐器，

既可以演奏热烈欢快、粗犷豪放的旋律，

又可以演奏婉转抒情、苍凉悲壮的作品。

因此，唢呐作品的创作与改编受吹打乐的

影响很大。唢呐在吹打乐中，一般都演奏

乐曲的主旋律或领奏。受这一因素的影响，

给现代唢呐专业乐曲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例如：唢呐独奏曲《庆胜利》，就是由吹

打乐改编的，其中的作曲手法与吹打乐极

为相似，乐曲后半部分的持续长音，与吹

打乐中的高潮部分基本一致。唢呐协奏曲

《欢庆胜利》，取材于吹打乐，并延续了

吹打乐的曲式结构。在唢呐事业不断的发

展中，不同地域的吹打乐，对唢呐的影响

也不同，例如，山东、山西、陕西、河南

和安徽一带、河北一带、以及东北三省等，

其地方乐曲韵味独特。山东的代表作品有

《一枝花》、《十样景》、《抬花轿》等作品，

陕西和陕西的代表作品有《三对面》、《山

乡春》、《看秧歌》等，河南和安徽的代

表作品有《梆子腔》、《哈哈腔》等作品，

河北的代表作品有《拉呱》、《小放牛》等，

东北三省一带的作品有《二人转牌子曲》、

《正月十五闹雪灯》等。这些乐曲都与吹

打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唢呐所演奏的技巧当中，有一大部

分的技巧，都源于吹打乐以及其他民间演

奏形式，比如说花舌、循环换气、滑音、指颤（指花）

等。在北方的吹打乐乐曲中，花舌比较常见，花

舌分为粗花舌和细花舌两种，而这一技巧延续到

唢呐演奏中，花舌也分为粗与细两种，为了通过

这种技巧改编唢呐的演奏音色，来表达不同的情

感和韵味。循环换气在唢呐演奏当中是用的最广

的技巧之一，不仅是在吹打乐中使用，在唢呐独

奏曲中以及其他的地方戏曲中均广泛应用，甚至

其他乐器也借鉴使用。它是通过嘴、口腔与气息

互相配合而产生的，使演奏者在吹奏时音响不断

并同时吸气，能够演奏较长的乐段或乐句。滑音

分为上滑音和下滑音两种，一般都是根据

所演奏的乐曲内容和音乐走向，来判定使

用哪一种滑音，滑音是由一个音完进行到

下一个音的完美圆滑的进行，不能发生断

或停的音响现象。这种技巧在唢呐演奏中

运用得十分广泛，不仅是独奏曲和吹打乐，

还在演奏现代作品和演奏流行歌曲中大量

使用。指颤是一种为烘托演奏气氛而使用

的技巧，在吹打乐作品中比较常用，颤指

技巧一般用在乐曲长音部分，在唢呐乐曲

演奏中，指颤音有长有短，有的用在八分

音符上，而有的用在长达十六拍的长音上。

吹打乐中所用技巧，均被唢呐演奏所采纳

或借鉴，这对唢呐的传承与发展起到重要

作用。

现阶段在国内，吹打乐这种演奏形式

在民间极其普遍，主要是以婚丧嫁娶等活

动为主。吹打乐这一民间演出形式，对唢

呐的合奏、伴奏也有一定的影响。在吹打

乐中，唢呐是吹打乐的旋律声部，而笙与

打击乐，充当的是唢呐的伴奏部分，这一

传统的合、伴奏形式直接运用到现今的唢

呐独奏上。在唢呐独奏时，笙与打击乐是

必不可少的伴奏乐器。

综上所述，吹打乐在地域上、演奏技

巧上，对唢呐乐曲创作改编以及唢呐的演

奏形式等各方面有着一定影响，也使唢呐

演奏艺术的发展日趋成熟，成为我国现代

民族器乐中不可缺少的独奏乐器。也是吹

打乐不同地域、不同风格对唢呐的影响，

形成了当今唢呐演奏不同风格的流派体系，

又产生了不同的演奏风格。不同的演奏风

格的演奏，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和研

究这样才会使我们的唢呐演奏艺术更加绚

丽多姿，成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闪烁的

一颗明珠。

（本文章是为佳木斯大学社科立项《吹打乐

在民族器乐中的应用》，编号：W20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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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韵琴心弹唱“千面老旦”

微博盛行的信息时代，时尚似乎与京

剧、京剧人很远。作为戏曲界第一位开微博

的人，著名京剧老旦演员袁慧琴无论在台上

还是在台下，都力争推陈出新。在几十年的

舞台生涯中，她为广大观众带来了一个个性

格鲜明的舞台形象——她是经典京剧《杨门

女将》中英武不屈的佘太君，是《李逵探

母》中充满母爱的黑旋风李逵的老娘，是戏

曲电视剧《契丹英后》中有着王者气魄的一

代辽后……她嗓音高亮宽厚，扮相庄重沉

稳，风格豪迈兼具细腻传神。经过艰辛努

力，在京剧表演的道路上，她获得了成功，

赢得了戏曲界的广泛赞誉，也获得了很多荣

誉称号——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12届

文华表演奖，中国电视飞天奖一等奖，金鹰

奖一等奖，电影华表奖提名奖等。人们亲切

地称她“千面老旦”、“时尚老旦”。除了

具有对京剧艺术的一颗赤诚之心，她还有一

颗充满青春朝气而又时尚的心——首开国家

大剧院京剧演员个人演唱会的先河，倾情演

绎崭新的慈禧形象剧目《曙色紫禁城》。这

一切都表明，袁慧琴是一个勇于挑战并对京

剧表演艺术充满自信的京剧表演名家。

一、天道酬勤
众所周知，京剧中的老旦行当属于冷

行，本身戏不太多。作为京剧老旦演员，无

疑更加需要耐得住寂寞。袁慧琴沉稳踏实，

甘于寂寞，通过自己长时间的勤奋努力，完

成了自身艺术生涯对传统、创新、兼收并蓄

的“三级跳”，同时，更把京剧老旦行当拓

展得天地宽广有声有色。她亦文亦武，演绎

角色炉火纯青，塑造的舞台形象令人过目难

忘。

在几十年的从艺生涯中，袁慧琴潜心致

力于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以及将戏

曲和现代电视影视等传播媒体相结合的艺术

实践。大量的艺术实践，使她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深刻的京剧老旦表演艺术理论和见解。

她努力探求古典美与现代美兼容并蓄的表演

方式，前所未有地开拓了京剧老旦行当在表

演方式和声腔运用上的表现力，形成了自己

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增

添了崭新的活力，培养了一批热爱京剧老旦

表演艺术的新观众。她的粉丝遍布海内，对

她的艺术赞誉有加、十分着迷。

袁慧琴在舞台上取得的成就，与她九年

时间在湖北省艺校的刻苦学习以及去中国戏曲

学院深造、之后在国家京剧院多年的历练分不

开。1978年，13岁的袁慧琴踏上了从艺道路。

五年后，她有幸拜在有着“中国第一老旦”

美称的李多奎的大弟子李金泉先生门下。李

金泉对她悉心指导，再加上她自己的勤奋和

悟性，使得袁慧琴在求艺道路上如鱼得水。

1987年，勤奋好强的袁慧琴又考入了中国戏

曲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院，并于九年之

后的1996年，在此完成了中国戏曲学院首届

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深造，成为当时班

里唯一工老旦的研究生。此后她表演技艺日

益精湛，之所以能时常与其他演员直接“台

上见”，给人毫无敷衍之感，完全得益于她

勤奋好学，以及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磨炼。

说到勤奋好学，袁慧琴是一个很会用

“巧劲儿”的人，勤勉而又聪慧。她勤学

苦练但绝非死用功，任何一个角色，她都

会根据具体情境去进行揣度演绎，演出自

己的“这一个”。她的嗓音宽厚绵长，唱

腔富有弹性，嘹亮有味儿，唱功全面。京

剧《对花枪》、《杨门女将》、《赤桑

镇》、《李逵探母》、《罢宴》等传统戏

都是其擅长剧目，而新编历史剧《火醒神

州》、《契丹英后》等则把她的艺术大河

带入了又一宽广流域。

——谈京剧老旦表演名家袁慧琴

 刘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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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承与创新
袁慧琴在几十年来的艺术生涯中，已形

成了兼收并蓄、自成一体的艺术风格，使得

她的表演特色十分鲜明。

2002年，袁慧琴举办从艺二十年演出，

演出了她的代表剧目《李逵探母》、《红灯

记》、《火醒神州》等。相比早年的演出，

此次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则是她又一次攀

登艺术最高峰的努力。演出过程中，她时刻

不忘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用腔唱情，以情

行腔，做到了情与技的完美统一，从而进入

了角色表演塑造的自由王国。

2008年国家大剧院袁慧琴个人演唱会，

是她艺术生涯的又一次集中巡礼。演唱

会荟萃了京剧老旦戏《钓金龟》、《李逵

探母》、《哭灵》、《赤桑镇》、《红灯

记》、《对花枪》、《契丹英后》、《杨门

女将》等京剧剧目的精彩选段，彰显了袁慧

琴从艺以来取得的艺术成就之大成。在表演

这些剧目时，她唱腔高亢嘹亮，情感深沉饱

满，表演声情并茂，极具艺术感染力，给人

强烈的艺术享受。在2008年国家大剧院个人

演唱会上，袁慧琴动情地说道：“17岁拜李

金泉先生为师时，老师说，慧琴，你的条件

非常好，老天爷给你一副好嗓子、好形象、

好身材，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好条件。你不

要死学我，我现在给你打下扎实的传统戏基

础，在这个基础上，你以后要去发展老旦艺

术，根据你自身条件，去塑造适合你袁慧琴

的这些人物形象。正是因为有了老师的开

启，使我在艺术道路上少走了很多弯路，如

果没有老师李金泉的开启，就没有我的今

天。这也才有了后来《契丹英后》里的“萧

燕燕”、《北国红姑娘》里的朝鲜族女战士

等。如果没有老师的开启，我想，现在的我

还在学习着老师的戏……”她的谦虚态度和

孜孜不倦追求艺术的精神，赢得了在场观众

热烈的掌声。时间与实践证明，她没有辜负

恩师的教诲，她用自己对老旦行当的继承传

统、不断创新的蓬勃姿态，向老师做了最好

的回报。

袁慧琴还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舞台艺术形

象中的“这一个”，比如京剧《对花枪》中

的姜桂芝，《契丹英后》中的萧燕燕，《曙

色紫禁城》中的慈禧。这些独特的艺术形象

深得观众喜爱。艺术上取得的成功，追根溯

源，得益于恩师李金泉先生给予她的启发和

教导。

“紫禁城辽宫月窗前孤影，夜深沉凄凉情

诉于何人。当年随夫沙场驰骋，如今深宫愁绪

独吟。皇儿幼弱尚难理政，我寡母摄政孤掌难

鸣。韩德让本是我贴心重臣，谁知他误大典欺

国君，恰似那凉水当头淋。人心背患难融入谁

与共？不由我思念夫君泪淋淋。”戏曲电视剧

《契丹英后》这段唱段，被袁慧琴唱得婉转悲

切令人感慨。一代英后萧燕燕复杂的内心情感

被其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剧中，她大胆创新，

将萧太后设计为介乎青衣和老旦之间的“乌发

老旦”形象，同时杂糅了老生、老旦、青衣、

刀马旦等行当的表演特征与技巧，以此去着力

挖掘表现萧太后的复杂性格和丰富的情感世

界。这样的表演，既能凸显出其王者风范，又

不失她女性婉约。通过此次艺术尝试和实践

后，袁慧琴领悟到：“你在创作一个新的作品

之前，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也就是

它大致会是一个什么风格，这个你心里一定要

有底。”[1]从此，在艺术上每一次进行探索与

创新，她都要使自己思路清晰，心中有人物。

2003年，六集戏曲电视剧《契丹英后》

获得第21届中国电视飞天奖，袁慧琴也荣获

了飞天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她的获奖提名，

填补了戏曲演员十年没有在飞天奖评选中获

得提名的空白。

京剧数字电影《对花枪》，是袁慧琴

与电视电影等现代传媒第二次的“亲密接

触”。京剧《对花枪》作为一出新编历史

剧，颠覆了传统老旦给人只重唱念而舞蹈性

不强的印象，其中精彩的舞蹈和武打动作，

把京剧老旦唱念做打俱全的特点表现出来。

影片中有一段有着108句唱段、长达近24分

钟的长镜头。其表演可圈可点，令广大观众

齐声叫好。

“叫孙儿你与我速备纸砚，未曾提笔好

心酸。自你走后四十载，为妻盼你凋朱颜。

两眼望穿云边月，十夜常有九不眠。如今儿

孙俱长大，脉脉情深嫌纸短，喜相逢举家大

小笑开颜。”袁慧琴在这段表演中，把姜桂

芝得知失散多年的丈夫下落后情不自禁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她神采飞扬、喜气满面，

唱腔高亢嘹亮却又深切百转，令人眼花缭乱

的花枪表演实实在在地征服了现场观众。在

2009年中美电影艺术节上，经美国主办方安

排，袁慧琴与当地一所大学师生进行了面对

面的交流。戏曲影片《对花枪》得到了美国

大学师生的一致好评，他们不但看懂了剧

情，还对京剧的优美唱腔表演和用电影表现

京剧的形式大为认可。

该剧导演萧峰事后也这样地评价她：

“袁慧琴她在这方面好像特有天赋，对镜头

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她有很多创新的地方，

她演的老旦无论从唱还是从表演方面，都在

前人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步。”［1］

在前两部新编戏曲的基础上，2010年4

月出演的《曙色紫禁城》，是袁慧琴在艺术

高峰攀登上达到又一高度的水到渠成之作。

戏中，袁慧琴通过自己的悉心揣摩，将一个

观众所不熟悉，却又觉得可信，进而让人同

情的慈禧形象演绎得生动真切。著名戏曲学

者傅谨先生这样评论袁慧琴在剧中的表演：

“她不仅恰如其分地演绎了何冀平的剧作，

更拓展了京剧老旦行当的表演空间。……在

这个‘慈禧’面前，袁慧琴无法照搬老旦的

各种舞台手段，需要有自己的体会与创造，

她惊鸿一瞥式的灿烂且独具亲和力的笑容，

为这个新的慈禧，做了最好的注脚。”［2］

由于袁慧琴的出色表演，加上音乐唱腔

设计等创作团队的集体贡献，《曙色紫禁

城》非但没有偏离京剧本体，更以打破行当

规范的演绎而挥发出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人

物和精神，获得了京剧新老观众、业内专家

的齐声叫好。这部获得2010年文化部优秀剧

目展演优秀剧目奖和表演奖的大戏，使得更

多年轻观众开始关注京剧，也使更多之前对

京剧有所排斥的人走进了剧场，继而走近了

京剧。这无疑与袁慧琴诠释的慈禧新形象密

不可分。

三、积极乐观的心态
作为一名老旦演员，袁慧琴并没有将行

当的艺术特征带入生活。相反，她始终朝气

蓬勃，保持着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姿态。

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先后被选为第九届、

第十届全国青联委员，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委

员，湖北省宜昌市青联副主席，北京市西城

区政协委员、西城区慈善形象大使等。平时

的她，穿衣打扮时尚靓丽，兴趣广泛，对流

行音乐也很喜爱擅长。她认为时尚应该发自

内心。生活中，她为人和善，待人热情真诚

率直。对于新鲜事物，她永远保持年轻心

态，积极跟进尝试，与很多80后的年轻演

员一样上网开微博、办论坛、回帖子，玩

iphone手机等。

在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同时，她更是热

心公益，心系京剧艺术振兴事业。她曾坦言

自己推开诸事不顾辛劳地去参加春晚的初

衷：戏曲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能成为鸡

肋。因此，她“不仅仅在坚守，还在一步一

步提高（影视演员张铁林语）”。她有很多

业内业外的朋友，既是她的朋友，也是她艺

术的爱好者。黄梅戏演员马兰，著名主持人

王刚，相声演员冯巩等，都是她的好朋友。

更为难得的是，很多不懂、不爱京剧的人，

在看了她的演出后，发出了“原来京剧这么

好看”的感慨，从而改变原先对京剧的误

解，从此走近了京剧。

一年一个变化，一年一个台阶。袁慧琴

对自己艺术追求提出的严格要求，确实一一

兑现了。她感慨道：“这里，台上台下都一

样，让我尝遍了酸甜苦辣，早熟让我很小就

懂得，从观众的欢乐中找属于我私密又奇特

的享受与欢乐。所以，我深爱着属于舞台的

一切，一次次在演出的刹那间，享受人生所

有的绚烂与美丽。我深爱着演员这一行，它

使我体验了超乎自己年龄阅历的人生百味，

我深爱老旦这一行当，它赋予人物陈年佳酿

般深沉而炽烈的情感。”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寿先生在袁慧

琴2008年国家大剧院个人演唱会上这样评价

袁慧琴：“咱们曾同台合作，我从事京剧艺

术几十年，用我的眼光评述你，你是当今青

年老旦演员中的佼佼者。你是个好角的坯

子。希望你继续努力，继承发展好京剧老旦

艺术，为广大观众服务好，不久的将来，一

定会有你艺术上最辉煌的时代。”

袁慧琴就是这样一个优秀又个性独特的

京剧演员，时尚而执着，思想深刻却又充满

青春气韵。她平凡朴实却又意志坚定，是一

位对振兴戏曲、弘扬京剧艺术有着无比热情

的“千面老旦”演员。
注释：

[1].海峡卫视“梨园寻访”节目.千面老旦：

袁慧琴唱醉梨园,2012年6月27日

[2].傅谨.《曙色紫禁城》和京剧的时代性.中

国文化报，2010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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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继承与创新
袁慧琴在几十年来的艺术生涯中，已形

成了兼收并蓄、自成一体的艺术风格，使得

她的表演特色十分鲜明。

2002年，袁慧琴举办从艺二十年演出，

演出了她的代表剧目《李逵探母》、《红灯

记》、《火醒神州》等。相比早年的演出，

此次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则是她又一次攀

登艺术最高峰的努力。演出过程中，她时刻

不忘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用腔唱情，以情

行腔，做到了情与技的完美统一，从而进入

了角色表演塑造的自由王国。

2008年国家大剧院袁慧琴个人演唱会，

是她艺术生涯的又一次集中巡礼。演唱

会荟萃了京剧老旦戏《钓金龟》、《李逵

探母》、《哭灵》、《赤桑镇》、《红灯

记》、《对花枪》、《契丹英后》、《杨门

女将》等京剧剧目的精彩选段，彰显了袁慧

琴从艺以来取得的艺术成就之大成。在表演

这些剧目时，她唱腔高亢嘹亮，情感深沉饱

满，表演声情并茂，极具艺术感染力，给人

强烈的艺术享受。在2008年国家大剧院个人

演唱会上，袁慧琴动情地说道：“17岁拜李

金泉先生为师时，老师说，慧琴，你的条件

非常好，老天爷给你一副好嗓子、好形象、

好身材，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好条件。你不

要死学我，我现在给你打下扎实的传统戏基

础，在这个基础上，你以后要去发展老旦艺

术，根据你自身条件，去塑造适合你袁慧琴

的这些人物形象。正是因为有了老师的开

启，使我在艺术道路上少走了很多弯路，如

果没有老师李金泉的开启，就没有我的今

天。这也才有了后来《契丹英后》里的“萧

燕燕”、《北国红姑娘》里的朝鲜族女战士

等。如果没有老师的开启，我想，现在的我

还在学习着老师的戏……”她的谦虚态度和

孜孜不倦追求艺术的精神，赢得了在场观众

热烈的掌声。时间与实践证明，她没有辜负

恩师的教诲，她用自己对老旦行当的继承传

统、不断创新的蓬勃姿态，向老师做了最好

的回报。

袁慧琴还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舞台艺术形

象中的“这一个”，比如京剧《对花枪》中

的姜桂芝，《契丹英后》中的萧燕燕，《曙

色紫禁城》中的慈禧。这些独特的艺术形象

深得观众喜爱。艺术上取得的成功，追根溯

源，得益于恩师李金泉先生给予她的启发和

教导。

“紫禁城辽宫月窗前孤影，夜深沉凄凉情

诉于何人。当年随夫沙场驰骋，如今深宫愁绪

独吟。皇儿幼弱尚难理政，我寡母摄政孤掌难

鸣。韩德让本是我贴心重臣，谁知他误大典欺

国君，恰似那凉水当头淋。人心背患难融入谁

与共？不由我思念夫君泪淋淋。”戏曲电视剧

《契丹英后》这段唱段，被袁慧琴唱得婉转悲

切令人感慨。一代英后萧燕燕复杂的内心情感

被其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剧中，她大胆创新，

将萧太后设计为介乎青衣和老旦之间的“乌发

老旦”形象，同时杂糅了老生、老旦、青衣、

刀马旦等行当的表演特征与技巧，以此去着力

挖掘表现萧太后的复杂性格和丰富的情感世

界。这样的表演，既能凸显出其王者风范，又

不失她女性婉约。通过此次艺术尝试和实践

后，袁慧琴领悟到：“你在创作一个新的作品

之前，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也就是

它大致会是一个什么风格，这个你心里一定要

有底。”[1]从此，在艺术上每一次进行探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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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声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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