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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梨园泰斗的玄孙，萧岱青在接

受采访的时候，话语间不时流露出骄傲而

没落的世家子弟气息，就是那种亲历自己

钟爱的艺术由胜而衰的无奈，用他自己的

话说，仿佛见一袭华美的锦袍饱经风雨残

破不堪，最后在乞丐手中被打上了若干补

丁。谈及京剧传统和改革的问题，萧先生

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京剧

的衰亡是必然的，就像任何传统文化必然

经历的那样，改革可能是维持传统艺术市

场不得不尝试的途径，但必须遵循“移步

不换形”的基本原则，京剧能在多大程度

上继承传统，才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生命

力。以下是此次访谈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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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岱青：千万别提艺术生涯，这真让

人抬不起头来。我这点资历和水平根本谈

不上生涯二字，说到京剧艺术，也只能说

不算门外汉，努力做到中规中矩而已。这

些年的从艺经历，感触还是很多的，最大

的收获，应该说是艺术启蒙早，能够保持

良好的审美能力吧。古典戏剧是一种审美

教育，你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知道什么

人，什么事是美的，这对于一个演员太重

要了，受用一生。

萧岱青：是不得不离开舞台吧。为什么

要离开，有自身的原因，因为出身这样的家

庭，理所当然继承了父辈的事业，没有尝试

过别的机会，那时候就想尝试—下。

萧岱青：是啊。想过，想是一回事，

这里面还涉及另一个问题，我是一个完美

主义者，尤其对于我热爱的艺术，我希望

能够做到极致，所以我一直坚持着一种衡

量标准，但是按这个标准，我很难达到对

自己的要求，坦白讲，就是我既不能发扬

祖辈的荣光，也不能为京戏做任何增值的

事，继续在这一行蹭饭吃，对自己很难交

代，所以我就退出来。

萧岱青：京剧没有不景气，不景气

的是人的审美。审美趣味的现代化毁了传

统戏曲的市场，这不是京剧的问题，我也

不能说是现代人的审美趣味的问题，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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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宿命。你看我们民族的历史，就是

一部不断取而代之的历史，传统文化也一

样，有生就有死，京剧也在其中，不能维

持它的完美，就该让它完整地死去。

萧岱青：那要看怎么改啊。京剧经过几

百年的雕琢，审美体系已相当完整，形式和

内容都相当成熟。改革的目的无外乎是求发

展，但改革不等于发展，就当下业界的状态

来看。完整的继承就是真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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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岱青：你说得对，不过这些老先

生的改革，都是在京戏原有的表演体系

内，进行打磨和局部优化，在声腔和程式

上作细节的改良，没有远离主流审美，更

没有臆造。以前梅兰芳先生有句话， “移

步不换形”，是对革新最好的阐释。我的

理解，“移步”是传，就是传承和流变l

“不换形”是统，统就是完整的审美体

系。无论传承或流变，都不能离开它的审

美体系，不能违背它的审美原则，不能伤

筋动骨搞破坏。所以改革的方向，首先应

该是保全体系，做到不换形，然后在系统

内寻找变化的规律，精雕细琢，去芜存

菁。这需要下极大功夫，打个比方，就像

照相机镜头的研发，对于提高镜片透光

性，减少信号损失等等都是在熟悉材料性

质工艺流程的条件下，千磨万琢，达到高

度控制，才能出精品的。你说的这三位先

生，齐如山和梅兰芳是同时代的，都留过

洋，那时候受新文化影响，借鉴过西方戏

剧的优秀传统，做过拿来的尝试，有的获

得了成功，有的也遭遇了失败，这一点梅

兰芳先生的后人都不讳言，梅先生在上海

编演的几出时装戏，基本上是失败的尝

试，关键就在于违背了京戏的艺术规律，

那些体系之外的画蛇添足，很难被兼容。

6 8
万方数据



Moving While Unchanging—Perkin Artist Xiao Daiqing Talks about Reforms on Perkin Art

萧岱青：对于我曾经的同行所做的一

切努力，我都表示尊重，你说的新编戏我

也真看过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一出

是成功的。有的新编戏只能叫变种京剧，

变种不是改革，改革也不等于现代化。我

不知道现代艺术怎么定义，都有些什么特

征和标准，仅从直观感受来看，现代戏是

不同门类的东西，它不在我熟悉的审美框

架以内。所以我简单地认为，新编戏和现

代戏不能算作京剧的改良，非要归类，可

以归为新的艺术门类。算是一种创新，那

样我们就可以避免用京剧的标准去衡量它

所带来的一切困扰和麻烦。

萧岱青：样板戏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即使纯从艺术标准去看它，它也是一个怪

胎。很多人认为样板戏好看，是因为他不

知道真正的京剧艺术是什么，好在哪里，

应该说，从样板戏开始，京剧艺术，甚至

可以说整个传统戏曲艺术就走向了标准混

乱，价值感丧失的不归路。另一方面，说

样板戏精雕细琢也没有错，在政治高压

下，它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审美标准去雕琢

的。但归根结底，样板戏能看，和当时的

演员传统功夫深厚是分不开的，现在这样

的艺人也凋零得差不多了。

萧岱青：没有标准，没有权威，也没

有人知道改革的方向，看不到审美规律在

起作用。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一定

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改革改

掉的是审美标准的话，那就是让京剧速死

的策略，这样的改革不是给京剧找出路，

而是给从业人员找出路，因为现在有的专

业演员，水平只能算票友，没有标准，他

们就可以在舞台上混下去，坚持标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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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没法混。

萧岱青：海派和当代的上海京剧也

是有区别的。总的说来，上海京剧自成体

系。上海这个地方比较洋气，也比较通

融。留洋人士的文化认同趋向于否定传

统，否定传统无所谓对错，但在审美上确

实塑造的是不同的东西。以前老戏班还有

个说法，把京派以外的带有地方色彩的流

派统称为外江派，其实我一直不太清楚这

个jiang到底是写作疆还是江，但我倾向于

写作江，我理解是江湖意思，这个词在当

时京剧严格奉京派为正统的时代。算是一

个贬义词。

萧岱青：不算。我前面说过。京剧是

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海派应该算在南方

独特的地域条件和文化氛围作用下，形成

的一个子系统。因为海派虽然形成较晚，

但它也是经过了长期打磨的完整的经得起

时间检验的流派。我在杭嘉湖地区看过当

地的社火，那里的戏班相当活跃，表演以

技巧为主，整个看起来比较粗糙，但也不

失为一种补充形式。当时还想，徽班进京

之前，民间的戏班应该也经历过这样的一

个过程，直到进京登堂入室，在宫廷看客

和文人大师的共同雕琢之下，才成为后来

的国粹，是多么的不容易⋯⋯

萧岱青：海派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产

物，你可以说它是改良的结果，但普遍认

为海派只是京剧的一个分支，就是说它依

然是在京剧的艺术体系当中，并不是脱离

体系的东西。我们都知道的周信芳先生，

就是海派京剧的卓越代表。周先生确实在

自己的表演中作了很多的革新，主要是他

有文化，善于揣摩人物，提炼生活，去丰

富自己的表演。他的表演是极富感染力

的，但是周信芳也只有一个，他的革新是

在京剧的传统审美框架中，运用自己扎实

的艺术功底建立起来的。如果现在的改革

家们，也能在基本功上下功夫，而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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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于舞台上声光布景的制造，京剧改革

可能还是有路可走的。

萧岱青：现在排新戏是一个大趋势。

基本上每年都有无数新编戏诞生。新编不

是问题，还是那句话。只要遵循京剧自身

的艺术规律，新编也会成为经典，就像齐

如山，罗瘿公等，都是那时候编新戏的大

师，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到一点——移步不

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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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岱青。知名京剧演员．影视尉演员。生于梨

园世家．京剧丑角大师莆长华■孙。萧岱青工小

生。在中国戏曲学校就学时．深得李德彬先生之

器■．遂授之‘八大锤)、<雅观楼)等极见功

力的武小生戏。萧岱青不负李师厚爱．演出该剧

颇受赞誉。为萧门第五代从业梨园之佼佼者。现

从事影视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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