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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薪火相传
昂文／刘文峰

岁末时分，中国戏曲学院、中共江

苏省淮安市委、淮安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著名戏曲教育家、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瑶

卿先生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在

北京举行，首都戏曲界代表相聚人民大

会堂，缅怀王瑶卿先生为戏曲事业做出

的卓越贡献。

王瑶卿先生祖籍大运河里下河地

区的江苏淮安清江浦，在明清时期，那

里是一个交通便捷、商贸发达、人文荟

萃的水旱码头，悠久的文化传统、繁荣

的经济和发达的交通，促进了南北戏曲

艺术在此交流与发展，使之成为徽班北

上、山陕班南下、戏曲艺人随商船南来

北往的必经之地，也形成了这～带平民

子弟投身于梨园行从艺的地域风俗。

1 859年，王瑶卿父亲王彩琳那时年

仅九岁。便从清江浦火星庙街的胡同走

出，来到码头，登上客船，从里下河北

上投身京师梨园。在名师郝兰田的栽培

下成长为名伶，并成为郝兰田的女婿。

1 881年，王瑶卿出生在这样一个梨园世

家，六岁时，父亲便给他请了一位私塾

先生。教他学习文化，希望他长大以后

能够改换家门，从事商业。王彩琳的好

友田宝林见王家的两个儿子瑶卿、凤卿

模样标致、聪明伶俐，便劝王彩云，既

是戏界，还是习本行为是。王彩琳觉得

有理，便让两个儿子拜田宝林为师，在

课余时间学艺。

王瑶卿九岁那年，王家遭遇火灾，

王彩琳病故，王瑶卿和他的弟弟凤卿

被母亲送到戏曲名家程长庚办的“四箴

堂”学艺。王瑶卿初习武旦。后改青

衣。弟弟王凤卿初习武生，后改老生。

王瑶卿在名师谢双寿、张芷全、杜蝶云

的培养下，打下了扎实的唱、念、做、

打基本功。十四岁正式登台演出《祭

塔》，斩露头角，此后在《五家坡》中

扮演王宝钏。《打渔杀家》中扮演萧桂

英，《天河配》中扮演织女，都赢得了

观众和同行的～致赞许。

当时，王瑶卿不仅在福寿班、四喜

班等京剧名班中与京剧大师谭鑫培合作

挂牌演出，且名声传到慈禧太后耳里，

更被授予清廷异平署“民籍教习”腰

牌，经常出入紫禁城为帝后、王公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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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艺．民间称为“内廷供奉”。

王瑶卿年轻时嗓音清脆，唱腔明

亮刚劲，尤以“西皮”见长，所唱“快

板”极受观众称赞。他的念白能突破旧

规，自然而生动，富有生活气息，更善

于用京白、韵白相间的“风搅雪”念

法，表现出特定人物的神韵和风采。他

演《雁门关》中的萧太后等旗装戏，描

摹宫廷贵妇的声容仪态，细致入微，声

声传睛。曲曲传神。他的做功也十分稳

健，身段漂亮，善于运用步法和水袖等

技巧塑造人物、刻画性格。他在《福

寿镜》中“惊疯”的舞袖、《长坂坡》

“跑箭”的圆场、《武家坡》“跑坡”

的下场，皆是精彩绝伦、恰到好处。

王瑶卿的刀马戏，靠功娴熟、身

手准确干净。此外，他对京剧旦行的服

饰、妆扮多有改进。他的表演艺术博采

众长、承前启后，对传统的唱、念、

做、打都进行了新的创造，极大地丰富

了京剧旦行的艺术手段。戏曲理论家徐

凌霄曾赞誉王瑶卿：非青衣、非花旦，

卓然自成一宗，改变了以往旦角表演中

唱、念、做、打只攻一端的旧规，为京

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开拓出宽广的道路。

清末至民国初年，正是梆子、皮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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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方戏方兴未艾、京剧处于繁荣发展

的时代，皮黄中的老生谭鑫培、旦角王

瑶卿，梆子中的老生郭宝臣、旦脚侯俊

山都曾引领风骚、大红大紫。但在五颜

六色的光环中，王瑶卿没有固步自封、

满足于继承前人的衣钵，而是顺应时代

发展的要求，在戏曲舞台上创造出不同

于以往的艺术形象。

王瑶卿创造性地将青衣、花旦、

武且、刀马旦的表演艺术融为一炉，创

造出“花衫”这一角色类别，用于塑造

年轻英俊、能文能武、唱念做打具备、

性格类型各异的妇女形象。他演的《木

兰从军》中勇猛多智、代父从军的花木

兰．《十三妹》中嫉恶如仇、见义勇

为、明快爽朗的何玉凤，《万里缘》中

反抗暴力、宁死不屈的胡阿云，《娘子

军》中沉着稳健、文武双全的粱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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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灌娘》中天真活泼、有勇有谋的苟

灌娘等舞台形象，丰富和发展了京剧旦

角行当的表演艺术，为后来出现的京剧

旦角引领戏曲舞台风骚奠定了基础。

1 926年初夏，王瑶卿在上海连演

三十八天。由于劳累过度，嗓子突然暗

哑失声。这对艺术上正在扶摇直上的王

瑶卿来说，犹如五雷轰顶。但这打击并

没有使王瑶卿倒下，只是他从此很少在

前台露面，而把全部精力用在了京剧后

继人才的培养上。

从他教授第一个徒弟开始到他担

任中国戏曲学校校长为止，拜他为师的

学生多达四百多人，近代著名的京剧旦

角演员包括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

程砚秋、苟慧生。四小名旦中的张君

秋，以及荣蝶仙、徐碧云、黄玉麟、朱

琴心、赵桐珊、雪艳琴、华慧麟、章

遏云、程玉菁、王玉蓉、杜近芳、刘秀

荣、谢锐青、刘长瑜等，无不出自王

门。王瑶卿居住的前门外宅院，俨然成

为梨园界的圣地，除了他的弟子，每天

有不少梨园好友、票界名流、新闻记者

等来往其间，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王瑶卿先生作为一代宗师，不仅

具有伯乐一样的眼光，更有慈父一样的

情怀。他识才、爱才、育才、用才不拘

一格。并始终遵循着戏曲艺术人才培养

的规律，从小入门、严格训练、打好基

础、重视实践、因材施教、扬长避短。

王瑶卿用自己独特的主张教学：在学习

内容上．“昆乱”并学，文武兼备；在

学习步骤上，循序渐进，由简入繁；在

排演实践中，熟知全剧，兼晓各行；在

塑造人物时，真实自然，形神兼备。

王瑶卿非常重视口传身教，日常

传习中通过说戏和亲身示范。为学生打

下良好的基础。他早期为梅兰芳排演

《玉堂春》、《长坂坡》，为程砚秋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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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六月雪》，以及晚年亲授刘秀荣、

谢锐青《十三妹》、《珍珠烈火旗》等

剧目。而对艺术上比较成熟的演员，王

瑶卿则帮助他们进一步进行创造，使他

们的艺术更加完善。梅兰芳先生在他的

《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回忆起自己创

排新戏时说，他向王瑶卿请教过，按老

师的路子完成了他未竟之功。程砚秋变

声后艺术上遭遇瓶颈，王瑶卿也曾帮助

他扬长避短，创造出了脍炙人口的“程

腔”。苟慧生、尚小云在创编新戏和形

成各自艺术流派的过程中，也都曾受过

王瑶卿先生的不少教益。

新中国成立后，王瑶卿历任中国戏

曲学校教授、校长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委员。他为新中国戏曲教育事业勤

奋工作，鞠躬尽瘁，受到同行和公众的

高度评价，被赞誉为“戏魂”。1952

年，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上。文化部授予他荣誉奖状。

王瑶卿先生的家乡淮安，是一个人

文荟萃的地方。在纪念王瑶卿先生诞辰

一百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淮安市政协

主席王维凯在发言中说：淮安耍在加快

文化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突出“中华戏

曲之乡”建设，通过兴建王瑶卿戏曲艺

术馆、长荣大剧院，以及举办王瑶卿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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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艺术节等方式，促进戏曲艺术的传承

与发展，努力把淮安打造成为梨园飘香

的戏曲文化圣地。

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文联主席的孙家正，戏曲界的

多位专家学者代表、王瑶卿先生弟子和

家人代表等出席纪念活动并参加座谈。

座谈会上，大家高度评价王瑶卿先生对

京剧艺术的传承、发展所做出的重要成

绩和对新中国戏曲教育做出的杰出贡

献。王瑶卿先生的弟子于玉蘅、杜近

芳、谢锐青、刘秀荣等老艺术家满怀

深情地回顾了王瑶卿先生对学生因材

施教、口传心授、孜孜不倦、亲如骨

肉的教诲和情义。纪念活动中，中国戏

曲学院还与淮安市政府签署了创建“中

华戏曲之乡”的战略合作协议，并举行

了《王瑶卿画传》的首发式。“京剧一

代宗师王瑶卿先生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

京剧演唱会”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梅、尚、程、苟四大流派的传人和国家

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天津京剧院、江

苏省长荣京剧院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纷纷

登场献艺，将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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