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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美术教师。连 

丽如的大弟子。 

记者 ：网上有戏迷发帖说 ：评书早已式微，这是不 

争的事实，如今就连一向标榜国粹的京剧，竟然也沦落 

到大杂烩里的一道菜料，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悲可叹? 

对此颇有非议，您怎么看待京剧与评书的嫁接。 

吴荻 ：京剧是用载歌载舞的形式将故事呈现，而评 

书是用语言来讲述。除了要把故事讲清楚以外，重要的 

是评点。这两种最传统的艺术形式结合，经典唱段糅合， 

观众在剧场中得到的是双重享受。你比如连先生说 “诸 

葛亮是事情不到先知道，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曹操 

是事情过了才知道”就非常精辟，说出了京剧无法表达 

出来的东西。 

记者 ：此次是否是京剧和评书的首次结合? 

吴荻 ：过去电台、电视台上也有过评书串场京剧。 

据我所知，在舞台上的结合也并非首次。但打造现场版 

《赤壁之战》确是首次。2009年，马志明的相声，单田 

芳的评书，王佩瑜的京剧三种艺术联姻打造全本京剧 《乌 

盆记》，但效果不是太好，说书还说书，演戏还演戏，两 

者割裂。王王月波也尝试过，但还是说书人说长本大套， 

一 连说上半个小时。但连先生此次下了很大的功夫，每 

场都相当精炼，很好地服务于剧目。 

连丽如——评书表演艺术家连阔如之女，现代评书 

大家。 

记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 “听书看戏品三国” 

创意非常好，您能给我们谈谈此事是如何促成的吗? 

连丽如 ：那就不得不提到担任这场节目顾 、口]的张慧 

老师。她今年80多岁了，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戏 

曲编辑，上世纪 5O年代给我父亲连阔如录过书。当年我 

父亲被打成右派，春节在东安市场碰到张慧，张慧想去 

打招呼，可是我父亲却把头一埋，走开了。后来张慧才 

明白 “连先生是十白连累我。”所以她对我父亲特别尊敬， 

对连派评书也非常理解。这次做节目张慧就对策划组说： 

必须找连丽如，不理解《三国》说不了《三国》，她是家传。 

记者 ：您这几段评书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 

而且评点人物，使整个演出更加完整，您是如何设计的 

咿? 

连丽如 ：1992年我在北京电视台录过 《听书看戏话 

三国》，把京剧和评书结合起来，我做主持。录制 《赤壁 

之战》时用的就是袁世海演曹操、马连良演诸葛亮，肖 

长华演蒋干的经典本子。去掉一些琐碎的过场，串起几 

个戏曲故事。但是这次是和京剧演员现场合作，会有很 

大的困难。即便如此，我仍然是胸有成竹的。只要策划 

组把每出戏的结合点告诉我，并给我限定好时间，我就 

能想办法将它有机结合起来。这段评论鲁肃，那段评点 

曹操，再～段评述诸葛亮，如果你心中没有三国，不可 

能谙熟于心。另外 《三国志》里的说法，历史上的评论， 

京剧的各大派别、辉煌成就也得夹杂在有文采的叙述中。 

其实通过演出我也有发现。原来我说 《草船借箭》，就 

说诸葛亮对气象学有研究，这回我就考虑鲁肃为什么要 

帮助诸葛亮，其实他和诸的政治见解相同，明白孙刘两 

家联合才能三分天下。所以每次说 《三国》都会有提高， 

这是无止境的。 

记者 ：演出中您带了几个徒弟，他们都是新人，能 

驾驭这样大型的演出实属不易。 

连丽如 ：我～定要带孩子们，传承在我身上是使命。 

带哪些徒弟，这也是要考虑的。王王月波，一来他得盯着 

书场，二来他的形象不太适合这种氛围，他一上台大家 

准乐。李蔷，大红人，所以他特别忙，没有时间和我们 

坐下来研究。你别看张硕年纪小，他是李苦的徒弟，我 

现在带他，他嗓子好，又有上大台的经验，还肯用功， 

抑扬顿挫地念一段 《大雾垂江赋 》，不失风采。排练时 

QUYI／04／2012 7 万方数据



特 别 关 注 

我就告诉他，你要从一篇无形的文章中看到有形的东西， 

你的眼神、手势、语言节奏都能传达出你对此的理解程 

度。什么是 “朝阳失色”，“返白昼为昏黄”，什么是 “变 

丹山为水碧”，你心中得有这个画面。张怡是八一电影制 

片厂的演员，经常主持大型的节目，吐字发音非常清晰， 

跟我学了一年的评书。我让她说一段 《七星坛》，效果不 

错。她现在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京剧，为了学习，从丰台 

杜家坎搬回东四十条平房来住，非常刻苦，也能唱几句 

花脸了。吴荻是北师大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酷爱评书， 

也喜欢京剧，在学校还带着戏班。他和我表演了一段对 

口评书，加入了很多京剧的念白。 

记者 ：您在演出中说连派评书的魅力就在于和京剧 

的结合，能谈谈评书与京剧的关系吗? 

连丽如 ：戏曲评论家刘乃崇先生曾经问我，连派评 

书的精气神是什么?我说就是对评书人物的理解，然后 

借鉴京剧的唱念做打赋予人物的神，这就是连派评书的 

魅力。我们评书开脸，戴什么盔，披什么铠甲，都是从 

京剧中化出来的。比如说曹操，既把架子花演出来，又 

不能完全和戏台上一样，评书的演是点到为止，把他化 

到书中人物的意境中。你看演出中的赵云起霸，我们说 

“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拧抢上马”，就是从起霸中化过 

来的。又比如，在京戏里孙权是花脸，国太是老旦，但 

这个老旦又不是普通的老妇人，而是国母。那么你说孙 

权就得充分理解孙权，他为国事殚精竭虑。对母亲非常 

尊敬，其实他母亲不是亲的，但他孝敬母亲，一句 “儿 

参见国太”，就用花脸的声音动作把孙权所有的心情表达 

出来了。当然不是生搬硬套京戏的表演程式，而是要把 

动作、声音以及人物的手眼身法步化进去，产生一种舞 

台的立体美感。最后一句 “儿谢国太”，就和前面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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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了，因为此时孙权的心情发生了变化。我们也借 

鉴京剧的打功，京剧舞台上是两个演员打，我们是一个 

人说书，不能照搬，但是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模仿它的 

一 招一式，我父亲当年还拜醉鬼张三学武，把武功融入 

到书中。 

京剧鼎盛的时代也是评书鼎盛的时代，两者是相互 

借鉴一起前进的。好多京剧名家和我父亲都是好朋友， 

他们不仅听我父亲的书，还听赵英颇的 《聊斋》、王杰魁 

的 《包公案》等等，通过听书理解书情书理。上世纪 80 

年代，我还在木板房说书，碰见京剧名家周和桐，老先 

生对我说 ：“小连先生，你快说书吧，没人听得懂我们京 

剧，一听你的书就听懂我们京剧了。”你看看，我们和 

京剧的关系有多密切。通过多次合作，我现在和孟广禄、 

于魁智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的徒弟们和他们的感情 

也很融洽。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不仅是艺术，还有感情的 

交流。 

记者 ：演出中，洋洋洒洒的诗词歌赋，您能讲述得 

神闲气定，评点得到位，实属不易。再加上一连串包袱 

的抖响，现场效果很好。 

连丽如 ：这也是连派评书 “文”之体现。一段 《智 

激周瑜》，孔明的机智，周瑜的狭傲 ，鲁肃的忠厚，都需 

仔细揣摩。以孔明之口背诵曹植的 《铜雀台赋》，“从明 

后而嬉游兮，登层台以娱情”到最后的 “愿斯台之永固 

兮，乐终古而未央”要一气呵成，当孔明用计激周瑜把 

赋中的 “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虾蝾”改成了 “揽 

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更需解释得合情合理， 

让人信服。我说古代可没有现代这样发达的互联网，周 

瑜也查不到曹植的博客。说书人必须将这些东西吃透了， 

烂熟于心，才能说得自然、流畅、有滋有味。我们的几 

段评书是为了烘托京剧，面对的是戏迷，要让观众接受， 

需 “把点开活”。我说周瑜好看，“不让江其虎，赛过李 

宏图”，拉近了与演员、戏迷的距离。我说 “唱京剧的不 

讲理，诸葛亮二十七岁出山，火烧战船，赤壁廛战，诸 

葛亮二十八岁：周瑜周公瑾三十四岁，比诸葛亮大上好 

几岁。按古人的说法，二十八岁为须，三十六岁为髯， 

那应该让周瑜这里挂个髯口，把诸葛亮的胡子给他戴上 

⋯ ⋯ ”活跃了现场。我们的评书是活的艺术，只有掌握 

它的精髓才能把这门艺术传承下去。 

(本文照片由郑昕 刘红英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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