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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 “名家传戏”当代京剧

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成果汇报演出在北京

梅兰芳大剧院热热闹闹地上演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近四十名学生，连续汇报演

出了七场，每场五个折子戏。系列演出

选择的剧目都是京剧骨子老戏的精华，

凝聚着当代顶级京剧名家的传承心力。

“名家传戏”是文化部实施的一项

繁荣戏剧艺术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口

传心授的师徒教学，传授京剧经典传统

剧目，传承京剧名家艺术，建立京剧艺

术传承创新机制，从而推进京剧表演人

才的培养。前年， “名家传戏”首先在

全国十一个国家重点京剧院团中推广，

遴选出三十六名教师，根据不同行当，

老艺术家们分别采用“一带一”或“一

带二”的形式，向近六十名学生传授了

七十余出经典折子戏。

此次举行的七场成果汇报演出是该

项目201 5年至今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

示，全国十余家院团参加汇报演出，每

位老师大多选择一名学生代表参加，参

演剧目以片段方式进行，汇报剧目流派

纷繁，演员行当齐全，剧目文武兼备，

张弛有致。

“名家传戏”项目支持教学折子

戏，而院团在实施过程中则未受限，折

子戏的搬演只是起点，各大院

基础上，都以折子戏为切入焦

演了全本大戏。此次汇演承力

国家京剧院，杜近芳、叶少兰

刘秀荣、李维康、张春华、李

长瑜等老艺术家201 5年入选

戏”项目，而先生们教授的六

了《白蛇传》、《野猪林》、

大战洪洲》、《宝莲灯》等。

刘习中、刘琪、朱秉谦、张曼

等老艺术家201 6年入选项目，

戏包括《兴汉图》、《碧玉智

冤报》，在汇报演出前，这些

基本都已复排演出。

连续七场的“名家传戏

剧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成果汇渲

忧伤而又不乏戏曲喜剧色彩敲

和情感饱满、火爆炽热的《盗

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肯定。参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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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传戏”项目，将取材于神话传

说、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全本《白蛇传》

再度进行精心雕琢与打磨，演绎出一段

令人悲伤的凄美爱情故事。这部戏是中

国戏曲演出剧种最多、流传最广的剧目

之一，不同演员的不同演出版本也有很

多。国家京剧院虽都以田汉先生的剧本

为蓝本，而杜近芳和刘秀荣演来却各有

千秋，并肩而行。

《白蛇传》文场精致，武场火爆，

唱腔优美，做工细腻，是一出好听好

看、备受欢迎的大戏。这出戏对主演要

求很高，也是青衣功夫全面的标志性剧

目。而实际上，由年轻后辈学习演出的

《白蛇传》也是两版俱佳、齐头并进。

杜近芳、叶盛兰版本在国家京剧院由付

佳、张兵承续衣钵，而刘秀荣、张春孝

版本则经李胜素、郭凡嘉、朱虹等人而

传演不断。在此次“名家传戏”项目

中，刘秀荣、张春孝亲赴青岛京剧团、

宁夏京剧团，对两个院团的复排进行全

程辅导，将全本《白蛇传》悉心地传授

给了外地学员。

此次“名家传戏”汇报演出中，

《白蛇传》文选《断桥》、武取《盗

草》，由国家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分别

演出，争妍斗艳，各展风姿。本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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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传戏”项目口传心授的教学原则，两

个演出院团分别邀请了杜近芳、叶少

兰和李红艳进行指导。学生们经历了

“习”与“练”，经过了严格的“磕模

子”，获得指导老师身体力行的示范与

指导，最终取得了一字一腔皆严谨、一

招一式皆规范的教学成绩。

《白蛇传》场场皆有可观之处，

《游湖》、《断桥》、《盗草》等段落

更是千锤百炼，精巧异常。国家京剧院

在每年的艺术生产规划中，除新创剧目

外，大多数都是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复

排。杜近芳的“三部曲”已经在逐年实

施复排，2015年的《白蛇传》、2016

年的《柳荫记》和201 7年的《谢瑶

环》。经过近两年的磨练，此次在“名

家传戏”汇演出中摘选出的《断桥》一

折更见醇厚，付佳的扮相酷肖老师杜近

芳，而又更具高挑身量，天然一段风

韵。张兵与付佳配戏较多，连续几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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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合，二人如今已配合默契，张兵把许

仙的惊惧哀婉、愧悔莫及、诚挚真心表

现得更加成熟。白素贞、许仙与小青的

种种调度与造型也更加流畅自如。在杜

近芳、叶少兰年复一年教授指导下，学

员们日复一日领悟实践，年轻新秀绽露

新绿，蓊郁葱茏之日可待。

“名家传戏”汇演所选剧目都是历

前辈先贤千锤百炼而成的滋味醇厚的骨

子老戏。在七个晚上的演出中，三十五

台折子戏，台台精彩绝伦。巩丽娟演出

《卖水》一折的当晚，梅兰芳大剧院一

楼沙发座的上场门最边角位置，坐着巩

丽娟的指导老师刘长瑜，她端坐凝神，

认真审看着学生的汇报演出。《卖水》

可谓刘长瑜早年的成名作之一，她演出

几十年．又教习几十年，一词一句、一

动一静、情感节奏都早已深入骨髓，幽

微细节处无不入心入血。《卖水》的汇

报演出结束后，刘长瑜悄然退席，进入

后台。汇报演出的学生尚未卸装，顾不

得红粉俊扮的小脸上密密层层的细汗．

早已默契地等候在上场门的帘幕后迎接

先生。 “你今天的表演一点也没偷懒，

这个戏很吃功，能圆满演下来就很辛

苦，整体是很不错的。”老师给了学生

充分肯定。

同时，刘长瑜更多的是一一指出

了演出中存在的问题，年青的琴师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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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门的师姐妹们，都围绕在一边观看聆

听，每一次演出就是一次生动的教学。

刘长瑜十分注重教学方法，从学习一开

始，到每一次汇报演出的指导，“口传

心授”的过程何其漫长，又何止于汇报

演出一晚。成果汇报演出的最后一场，

还有刘长瑜另一位弟子张译心的《秋

江》，虽然先生的日程早已安排得很

紧、身心俱疲，但本着必须对每一个学

生负责的态度，长瑜先生照样在演出当

晚莅临现场观剧指导。

折子戏展演中，三国、水浒戏照例

是必不可少的，此次汇报展演中林冲一

个人物形象，就有两出《夜奔》和一出

《草料场》各展风姿。《夜奔》先由江

苏省京剧院的吴亮亮演出，后由北京京

剧院的詹磊演出，前者经苏德贵先生教

习，后者经杨少春先生传授，两名优秀

的武生将一折唱做繁重的折子戏演绎得

淋漓尽致。国家京剧院的《野猪林》，

传承的是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先生

的版本，李光先生在自己的艺术鼎盛期

也常常演出。田磊作为国家京剧院新引

进的重点培养人才，一进院就首先参加

复排了《大闹天宫》和《野猪林》。

201 5年，李光先生因“名家传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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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赴青岛京剧院授课，田磊随行学习。

2016年，《野猪林》成为国家京剧院年

度重点复排剧目之一，李光先生作为复

排的导演，重新为田磊下挂，使得田磊

演出的《野猪林》在梅兰芳大剧院复排

演出大获成功。田磊条件全面，戏路较

宽，他跟随李光先生学戏也较多。

在“名家传艺”汇报演出的收宫

一场，有李世济先生亲授的《祭塔》一

折戏，如今先生已逝，此戏算是程韵遗

响。《祭塔》原属戏曲入科学员的启蒙

戏，在京剧传统剧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

地位。当年程砚秋先生在谈创腔体会时

就曾提到，青衣演员应该烂熟的三出

戏，包括西皮到底的《彩楼配》，二黄

到底的《二进宫》和反二黄到底的《祭

塔》。李世济本人对这出戏感情极深，

她在指导复排《武则天轶事》时就曾提

出，“在近一、二年中，有三部戏我是

一定要排的，第一个就是《武则天轶

事》，现在已经在排；第二个是《玉簪

误》，这个作品是在《碧玉簪》的基础

上改编而成的，我老伴唐在忻在音乐上

花了很大的心血；再有一部就是《祭

塔》，这个戏的动作设计吸收了昆曲元

素，唱腔也很有特色。”

程派的《祭塔》区别于一般演法，

系增编而成，唱词委婉凄清，唱腔尤

其扣人心弦、感人至深，是一折青衣唱

工戏，也是李世济盛年时常常演出的剧

目之一，李世济对此戏可谓十分钟爱。

《祭塔》几乎全是唱腔，并没有多少身

段变化，因此演出此戏对表演者的唱功

要求甚高。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唐在忻

还对此戏的音乐唱腔进行了相应修改，

在乐队伴奏方面，唐在断也做了非常细

致入微的分化，整段唱腔所有过门和垫

头的处理各不相同，颇具特点。

《祭塔》作为一出经典老戏。自

有它独特的艺术魅力，此次汇报演出的

表演者杨磊是李世济的人室弟子。为

了唱好这段[反二黄慢板】中的八个大腔

三+六句唱词，杨磊跟着李世济先生一

板一眼地学，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细

抠音乐节奏变化，加上乐队整齐有力的

烘托，汇报演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当年王蒙在观看李世济演出《祭塔》后

曾经潸然泪下，他认为此戏虽为悲剧，

但呈现给观众的却是一种美、一种足以

令天下为人子者顿然彻悟的美，让人感

悟到“父母是把自己当成一切、当成

天”的深挚感情。如今，这出由李世济

担任老师时给徒弟杨磊选定的传授剧

目，当李世济先生身患重病时依旧坚持

在病榻前完成了授课，在此次汇报演出

中获得了良好的演出效果，告慰了先生

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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