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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京剧的创新和探索
器文／何玉人

少儿神话京剧《粱子湖传说》在

京城一上演，便在小观众和老师家长们

中引起热烈反响。一位家长激动地说：

真的很出乎意料，冲着神话剧、少儿剧

带孩子走进剧场，还担心孩子可能会对

京剧这种古老传统的艺术没兴趣、没耐

心、坐不住，可没想到戏一开场，孩子

就聚精会神，看得特别认真。老师们也

说。《粱子湖传说》是一部神话剧、儿

童剧，目前这类型的京剧还很少，剧团

应多排演一些这样的京剧给孩子们看，

让下一代多接触一些我们国家的传统文

化。让孩子们也能够爱上京剧。

《梁子湖传说》是湖北省鄂州市

演艺有限责任公司湖北省京剧二团最新

创作的一部神话题材京剧作品，生动讲

述了一个流传在湖北鄂州民间的神话传

说，以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独特≥

貌，为戏曲艺术拓展青少年观众i

供了崭新的视角。

近年来，湖北省京剧二团在t

一直坚持着以创作少儿京剧、神i

为主的传统优势，努力建立少儿i

牌，突出剧团剧目的少儿特色。Z

的京剧舞台上，儿童剧一直极为藕

为了让孩子们从小了解京剧。茬

剧，引导青少年走进京剧剧场，{i!

京剧二团近年来推出了多部主题鱼

时代特色浓郁、形式新颖别致、益

年儿童观看的优秀剧目，如荣获3

目奖的少儿童话京剧《小凤》、型

话京剧《小河清清》以及新近创f，

的少儿神话京剧《粱子湖传说》。

《粱子湖的传说》采用神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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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京剧相结合的手法、根据流传在湖

北鄂州民间的一个神话传说创作而成。

在这个美丽的神话作品中，编导坚持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述，主题继承

了中华文明史上的神话传统。以京剧的

艺术形式向孩子们讲述了一个美丽而神

奇的故事，是对中华神话文化的继承和

发扬。近年来，在舞台创作上，用神话

传说为题材、体现民族理想和美好愿望

的作品越来越少，《粱子湖传说》的创

作演出，给戏曲艺术创作带来一股清新

之风，同时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表现，

是对久违了的神话传统主题的回归。

《粱子湖的传说》不仅继承了京剧

神话剧的传统，并且把这种传统推向了

与生活、与现实、与少儿题材结合紧密

的境界。剧作突出了小龙鱼遇险获救，

知恩图报，不畏强暴的精神；母亲玉娘

的善良和对儿子旺湖的谆谆教导，使旺

湖这个勤劳善良、对未来充满希望，同

时又有点意志不坚、一度失去自我的少

年。最终坚定地与软弱错误的自己决裂

的精神；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

人的关系以及人物自身的变化等，主题

突出，有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对戏曲艺

术神话主题创作的继承和发扬。

该剧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除了紧

紧围绕少儿、神话、京剧等关键要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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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创作外，在塑造儿童人物形象上也获

得成功。旺湖是全剧的主角，这个人物

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按照角色行当

来说，应该是以娃娃生来扮演，但在剧

中他的表演又不同于传统京剧中的娃娃

生，而是将老生、小生以及丑角的表演

融为一体，在松弛自如的表演中，演员

将旺湖这一人物形象活泼坦率、机灵狡

黠的l生格特征表现了出来。

为了更好地表现这个有过错、有瑕

疵的人物形象。突出他内心的斗争，使

小观众更加容易理解这个人物的内心世

界，创作者特地为旺湖设计了一个如影

随形、时隐时现的小妖怪，既是旺湖内

心激烈冲突的表现，也是旺湖邪恶念头

的外化。这个贯穿全剧始终的小妖怪，

增强了人物性格的丰啻陛，也加强了演

出的趣味性，十分独特。旺湖的扮演者

袁琼，嗓音洪亮，唱腔刚健中带有委

婉，动作潇洒，大气中带有稚气，京味

十足。由于考虑到儿童剧的音乐唱腔特

点和小观众的欣赏习惯，旺湖的唱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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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不用慢板，唱腔有着舒缓好听、滑

稽诙谐、旋律突出的个f生化特点。

小龙鱼是全剧另一个重要的人物

形象。演员熊小薇把花旦、花衫和武旦

的行当特点结合起来，用来表现小龙鱼

的单纯、美丽和纯洁，其美轮美奂的表

演带给观众强烈的审美感受。熊小薇是

一个年轻演员，但她的表演非常到位，

能很好地将京剧与现代歌舞技巧融合在

一起，动作既柔美又奔放，既有戏曲表

演的身段，又有着小龙鱼特定的舞姿，

尤其是当最后小龙鱼临死诀别和幻化成

莲花时的表演，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

观众。熊小薇的唱腔优美动听，京腔京

韵，旋律流畅贴切，于优美动听中还带

着一丝“仙气”，+分契合小龙鱼的角

色定位。

玉娘在剧中是善良、大爱、正义

的体现者，她既是一位慈母，和蔼可

亲；又是一位严母，教子有方，悉心教

育孩子该如何做人，并最终与儿子旺湖

一起成为“化岛救民栖”的美善化身。

此外，剧中的一些反面人物也并没有被

脸谱化，而是尽可能塑造出他们搜刮民

财、欺压百姓的丑恶私欲和奸诈狠毒的

性格特征，使小观众们更加深入地了解

到恶人、私欲带给社会和百姓的危害。

剧中还塑造了各种小动物形象。如螃

蟹、青蛙、兔子等，它们既是动物，又

与人类情感相通。它们活泼可爱、蹦蹦

跳跳的形象，丰富了神话剧的色彩，活

跃了舞台氛围，让孩子们更加热爱大自

然，热爱与人类共处的可爱动物们，同

时也带给孩子们欢乐的审美感受。

剧作在舞台处理上，处处营造一

种儿童神话剧的美感，无论是水面、水

底、水中还是陆地上都有很强的形式

感，错落有致，既写意又逼真。该剧在

开场时表现的水底世界、煮湖时表现的

水底挣扎以及湖王发怒时的波涛汹涌，

都很好地借助了灯光的运用。特别是小

龙鱼在水缸中的显影，以及小龙鱼死后

灵魂在空中与旺湖的交流等片段，灯光

都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

该剧编剧和总导演习志淦说，少儿

神话京剧《梁子湖传说》是个新课题。

一年多来，他与主创团队从剧本、舞美

到音乐、表演反复锤炼，就是希望当孩

子和家长在欣赏京剧艺术的同时，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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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优美而震撼的神话故事，并从

中获得启迪。神话少儿京剧的确是一个

崭新的课题，从目前的演出效果来看，

这个新课题的探索无疑是成功的，它受

到了观众的喜爱，符合戏曲艺术的规

律，是一个成功之作

鄂州市委、市政府对剧团的发展，

对京剧剧种的扶持做了周密的安排和部

署，将《粱子湖传说》列入振兴湖北五

年计划的重点剧目、鄂州市重大文艺精

品生产剧目，并从设立的文艺创作基金

中拨出专款予以资助，为剧团的发展和

剧目创作提供了经费保证。目前，湖北

省京剧二团已制定出五年发展规划，主

打少儿京剧特色。

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京剧院院长

吴江。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京剧基金

会会长王玉珍，国家京剧院老院长、著

名戏剧理论家苏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

副会长、博士生导师何玉人，著名剧作

家、评论家齐致翔，梅兰芳艺术馆馆长

秦华生．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京剧院

二团团长李海燕等京剧界知名专家学者

在与该剧主创人员进行研讨交流中，一

致肯定了《粱子湖传说》在京剧体裁、

形式、内容等方面的创新与探索，给予

了较高的评价。

《粱子湖传说》在北京的演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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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长，却已经培养出一批忠实的小戏

迷和家长、老师观众群。一位家长说，

这是第一次带孩子走进大剧院，感受国

粹的精彩，《粱子湖传说》唱功好，灯

光也很炫，故事情节通俗易懂，孩子们

看得很专注。一位家长说，其实这部戏

更像是一部糅合了京剧传统文化的音乐

剧，让孩子更容易接受，现在有些儿童

音乐剧太过现代化，而这部戏则既有传

统又有创新，剧情通俗易懂、生动活

泼，贴近少年儿童的心理和生活，寓教

于乐，不仅让孩子坐得住、看得懂，而

且在观看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家长和老

师希望多排多演类似《粱子湖传说》这

样的儿童戏曲，让当代孩子有更多的好

戏可看。

湖北省京剧二团制定的振兴鄂州京

剧五年发展规划，立足儿童京剧市场，

主打少儿特色，正在着手另外两部少儿

京剧的剧本研讨和创作，力争在201 8

年再创作排演出一部优秀的少儿京剧剧

目，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感受到京剧的

魅力，爱上京剧，让我们优秀的传统文

化艺术在今天枝繁叶茂、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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