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第 １３ 卷第 ２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ＲＴ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２⁃２７９５ （２０１６） ０２⁃００３４⁃０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０４－２５
作者简介： 张一帆 （１９８０—　 ）， 男， 浙江杭州人， 文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讲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戏

剧史论研究。 （北京 １０００９６）
①该丛书共收录十位传主， 分别是： 程长庚、 谭鑫培、 杨小楼、 盖叫天、 余叔岩、 梅兰芳、 周信芳、 荀慧生、 马连良、 程砚秋、

裘盛戎、 张君秋。

张君秋先生从艺经历对京剧旦行
表演人才培养之启示

张一帆

摘要：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 著名京剧旦行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先生开始在南北京剧舞台上崭露头角， 从当时起，
报刊杂志就对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就老一辈戏曲评论家苏少卿先生对张君秋青年时期的艺术评论为主要

对象， 可分析张君秋的成才历程， 并对今后京剧旦行表演人才培养方面得出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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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０ 年， 渡尽劫波、 年逾花甲的张君秋先生

以 “我的艺术生涯” 为题在 《人民戏剧》 上发表

了连载文章［１］， 系统的回顾了自己的从艺经历；

１９９６ 年， 张君秋先生作为当时唯一一位在世的艺

术家， 其传记［２］ 被列入 “京剧泰斗传记丛书”①。

张君秋先生在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起在南北京剧舞台上

崭露头角， 从当时起， 报刊杂志就对其给予了充分

的关注， ２０１５ 年， 适逢张先生九十五周年诞辰纪

念研讨活动， 笔者就老一辈戏曲评论家苏少卿先生

对张君秋青年时期的艺术评论为主要对象， 分析张

君秋的成才历程， 并对今后京剧旦行表演人才培养

方面得出几点启示， 不揣谫陋， 列次如下。

一

进入 ２０ 世纪以后， 纸质报刊作为一种全新的

媒体， 开始介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并逐步产生巨大

而深远的影响， 具有悠久历史的的中国传统戏剧迅

速地与之结合在了一起， 风助火势， 火借风威， 今

天已经很难辨清究竟是报刊的宣传成就了中国传统

戏剧演出成为民众中最为流行的艺术， 还是中国传

统戏剧演出作为民众中最为流行的艺术扩大了报刊

的影响。 观众观看演出后的口耳相传， 经过新媒体

的传播与放大， 可以使得很多观念迅速地深入人

心； 同时， 被评论的演员也会重视这些对观众的审

美趣味起着导向作用的评论， 根据实际情况作自己

艺术上相应的调整， 应该说， 这种交流与互动是良

性的［３］。
张君秋先生在 １９３０ 年代中期起在南北京剧舞

台上崭露头角， 自然少不了受到报刊杂志的关注、
追捧， 限于时间与材料， 笔者主要选取苏少卿先生

对青年张君秋的几段艺术评论来加以分析。
笔者目前所能检索到的， 最早见于报刊关于张

君秋先生艺事的文章是 《介绍 后 起 名 旦 张 君

秋》 ［４］， 内容主要是对张先生从艺简况的介绍。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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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戏曲评论家苏少卿自 １９３７ 年张君秋首次赴沪

演出时起， 即给予其以密切的关注， 在 《观黄金戏

院三出戏记》① 一文中谈到马连良与张君秋的 《打
渔杀家》 时这样写道：

扮桂英者为张君秋， 初次来沪， 甚受欢

迎， 扮相甚美， 极合闺门身分， 身材适中， 嗓

音甜润， 唱白似梅派， 闻彼今年十八岁， 学戏

只有二载余， 为王瑶卿之再传弟子， 将来大有

希望， 即此台风， 不难大红， 拭目俟之。
苏氏艺贯中西， 腹笥渊博， 能入他法眼， 并对其艺

术前景有所预测者， 往往十九中的， 从后来的发展

情况来看， 张君秋也毫不例外。 值得注意的是， 苏

少卿的成名作 《现代四大名旦之比较》 一文中对

名伶艺事首开分项评论之先河， 在这段对张君秋短

短的评论中， 也贯穿了这个思路： 扮相、 合身份、
身材、 嗓音、 唱白、 师承以至台风全面给予肯定，
得出 “大有希望”、 “不难大红” 的结论也是顺理

成章的。
然而， 苏氏评剧评伶与他同时期其他富有见地

的评论家一样， 从来都是从客观出发， 是非分明，
即便是对四大名旦、 四大须生这样的成名艺员， 在

肯定其优势的同时， 也从不讳言其不足之处。 张君

秋 １９４３ 年赴沪搭更新舞台演出 《汉明妃》 时， 启

用了如姜妙香、 萧长华、 刘连荣等梅兰芳先生的老

搭档， 大有继承梅派正宗之志， 但苏氏却毫不客气

地指出：
君秋汉明妃一剧， 场子杂凑， 昭君冷宫夜

弹琵琶遇元帝一场， 君秋唱来， 编了许多新腔

之外， 表情毫不感觉凄凉， 而且许多唱中， 词

句听他不清， 只有两个 “我好比” 被我听懂

了， 其余便只听见耍腔， 不听见字眼……出塞

一场， 换车乘马， 只见昭君在马上与马童大玩

其马戏， 无非来个身段， 一点满目牛羊黄沙黑

水的凄凉情绪也无。 加入了三十多个小孩的跑

竹马， 走骆驼， 都是增加噱头， 反而耽误宝贵

的时间……” ［５］

还总结道： “论张君秋的扮相、 嗓音是有希望的，
但唱法、 字眼、 表情还不成熟， 似乎还不够第一流

男旦地位， 想继续梅博士坐第一把交椅还须再用一

些工夫啦” “君秋天赋喉音颇佳， 而练习工夫未练

臻， 唱出声音幼稚， ……君秋唱念字眼， 似少传授

及工力， 甚欠清晰明朗， 此亦不能 ‘咬人’ 之原

因之一， 虽有极漂亮扮相， 适中身材， 若无好唱法

好表情， 只是半个唱戏的， 不足为贵， 焉能望袭梅

兰芳之旦角王冠及博士方帽乎？” ［６］。 事实上， 与数

年前相比， 不是君秋的艺术水平下降了， 而是苏氏

对其的品评标准大大提高了； 进而可以看出的是，
苏氏对这位年过弱冠的青年演员已不像当年那样限

于鼓励， 而是提出了要向 “一流男旦”、 “继续梅

博士坐第一把交椅” 甚至 “袭梅兰芳之旦角王冠”
进军的发展要求： 不能满足于 “耍腔”， 还要在顾

及戏剧情境的基础上对字眼、 表情乃至场面调度等

方面去粗取精， 精益求精， 虽然有批评之意， 但更

多的是对其寄予了厚望。
在随后发表的 《四小名旦论》 ［７］ 中， 仍然不难

发现， 苏氏对张君秋的青眼有加， 他首先引用王瑶

卿的话： “唱旦角者， 非江南俊秀子弟， 再过江到

北方学戏不可” 并加以肯定 “此真经验之谈， 君

秋是也！” 进而指出 “如 《汉明妃》 一类哀怨之

戏， 须用程派腔调嗓音演之， 始能出色， 君秋声带

近于梅， 而唱音不能由内心发出， 此戏遂不得谓之

杰作， 用非其长， 宜改弦更张， 别编本戏之合于个

性者， 至唱法之练习， 尤不可忽焉。” 不但再次重

申了问题， 分析了原因， 还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
并在文末这样说道：

张君秋不惟有天然清真之音， 且有雅秀之

扮相， 装束登场， 绝似名闺好女， 令人不辨雌

雄， 不可以票友外行轻之， 在四小中现时宜列

第一。 其余三人位次， 吾不敢信口月旦， 俟三

五年后， 大考一次， 再定甲乙不迟。 四人均在

壮年， 各宜勇猛前进， 以求登峰造极， 实至名

归， 无让四大专美， 则吾所罄香祝祷掬诚厚望

者也！
相信读到这段话的人都会不禁感佩苏少卿先生的远

见， 三五年后， 除了意外早逝的李世芳外， 其他几

位果然通过各自的努力， 交出了 “无让四大专美”
的满意答卷。 笔者无法向君秋先生求证当年是否读

到过苏少卿先生的这些评论文字， 但毋庸置疑的

是， 他在之后漫长的舞台生涯中， 的的确确继续保

·５３·

①原载 《半月剧刊》 １９３７ 年第 １ 卷第 １ 期。 另两出戏为马

连良芙蓉草合演之 《坐楼杀惜》， 叶盛兰饰演之 《白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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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了自己嗓音、 扮相的优势， 还扬长补短， 加强了

对人物剧情的体会， 提高了对行腔咬字的把握能

力， 更重要的是， 的的确确创作出了一系列 “合于

个性” 的新编本戏， 至今广为传唱。 张君秋， 竟把

“现时宜列第一” 保持了半个多世纪， “登峰造极，
实至名归”， 这不是偶然的。

二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剧， 是用自己的艺

术方式来表达思维与情感， 但在给予观众美感接受

的层面， 是在真的基础上求美， 所以乾旦坤生才有

机会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 其实这在世界戏剧艺

术范围内也不乏成功的例子。 历史在发展， 时代在

变迁， “张派” 艺术传承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之一

是： 多数的张派传人是女性。 因而， 张君秋先生的

一些成才经验在 “张派” 艺术传承中不可复制，
那么所带来的历史任务， 就是必须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
早在近九十年前， 剧评家郑过宜就发表了 《为

教授坤伶者进一言》 一文［８］， 尽管当时在他看来女

伶与男伶尚不可等量齐观， 但仍然从理论与实践的

双重维度分析了女伶的教学特点：
在理男伶习旦， 出之矫揉做作， 女伶饰旦， 行

其纯自然， 女伶宜获事半功倍之效， 顾男伶旦角之

秀隽者， 当其靓妆登场， 媚态撩人， 对之欲醉， 绝

无娇柔做作之气， 独女伶所谓杰出者， 龋齿折腰，
自以为刻画尽致， 观者反觉其描摹过当， 似又异乎

纯任自然且嗓音尖狭刺耳 （所谓鬼音是也） 不若

男伶具有中和之音， 甜润悦耳， 顾曲者特谥之曰髦

儿派贱之甚矣， ……其教授男伶， 声音笑貌性情举

止无一不求酷肖女性， 故体态欲其轻盈曼妙， 嗓音

欲其娇柔婉转， 经过千锤百炼， 其至者直臻神话之

境。 ……至于女伶， 就其本性， 沛若有余， 固无须

再事矫作而为之师者， 皆本其教授男伶之程序， 自

谓已罄所有， 以为诱导之具不知矫枉犹恐过正， 矧

不枉而重矫之哉。 女伶歌喉本无宽音， 再加如男伶

之矫揉， 欲不刺耳不可得矣， 女伶身段已极婀娜，
再加如男伶之矫揉做作过甚， 天真全泯， 欲不掩目

亦不可得矣， 故男伶不得不出于矫揉得其正适可而

止便是好角。 女伶无须于矫 （然嗓音当反矫以冀具

清刚之音不宜再求娇柔成为鬼音） 矫为变本加厉工

力益深， 去真愈远， 其甚者遂流入轻亵淫浪之途，
然岂得以女伶独任其咎， 亦教授者之过也。

今天的旦行表演人才培养， 恐怕仍然需要借鉴

当年的认识， 当然， 数十年来， 我们在这方面已经

积累了远较过去丰富的教育经验， 比如：
１ 适当加强昆曲剧目教学。
适当加强昆曲剧目教学可带来的优势显而易

见， 京昆表演本为一家， 近二百年来始终互为师

友， 互相借鉴， 众所周知， 前辈各行当艺术家程长

庚、 梅巧龄、 杨小楼、 余叔岩、 梅兰芳、 程砚秋在

昆剧表演方面所下的功夫和取得的造诣丝毫不在京

剧之下， 学习昆剧表演， 有助于提高演员的文化修

养与艺术气质、 把握行腔咬字的准确度， 在拓宽戏

路的同时， 使人物塑造更为细腻， 增加创作表现

力， 这些好处都是显而易见的。 张君秋先生青年时

期， 也在黄金戏院业主金廷荪的介绍下， 向昆剧名

家郑传鉴、 朱传茗等学过昆曲， 他自己的理念极为

可贵： “凡在艺业上有成就者， 均是值得我学习的

师长。① 历史的巧合是， 郑传鉴、 朱传茗后来终身

任教于上海戏曲学校， 俞振飞、 言慧珠先生更是上

海戏校的第一任正、 副校长， 而这次的纪念活动又

是由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张派艺术传承工作室

所承办， 我们有最为充分的优势来实现这一教学

模式。
２ 中国戏曲学校继承了富连成社科班的正确

教学理念， 在王瑶卿、 萧长华等梨园耆宿的倡导

下， 在教学手段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 学习旦行的

学生虽然已全部为女性， 但文戏的学生都要学一出

《扈家庄》， 武戏学生都要学一出 《三击掌》， 以达

到文武并重的教学效果。 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
这种教学模式是可行的。 虽然唱、 念是 “张派”
艺术的核心， 但把武功底子打得深一些， 尤其是在

腰腿的力量和柔韧性训练方面加强一些， 应该是没

有坏处的。

·６３·

①张君秋先生在 《我的艺术道路》 （ 《文艺研究》 １９８２ 年第

３ 期） 一文中回忆说： 记得某一年， 一家报刊要出有关我的专

题介绍， 给我送来一份表格， 其中有一条栏目， 要我填写我最

推崇的是哪位名家。 我填这个栏目的， 想想这个名家有许多精

彩的绝艺， 想想那个名家又有另外的精绝之处， 想来想去， 觉

得都值得我学习。 于是， 我就填写成： “凡在艺业上有成就者，
均是值得我学习的师长。” 据安志强著 《张君秋传》， 这份报刊

正是 １９４０ 年末， 评选四小名旦的 《立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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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目前， 戏曲表演教学的学历层次已经进入

了多元化发展阶段， 如何正确对待中专、 本科、 研

究生教学层次的联系与区别， 流派教学在哪一个学

历层次需要强化， 近年来全国同行都进行了不少有

益的探索， 当然， 也不可避免地走了一些弯路， 因

此这方面的工作也仍然值得我们继续不断地进行深

入的思考与开拓。 此外， 还需要从教育心理学， 尤

其是女性心理学的角度充分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
以期在教学上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４ 在树立成才的目标与理想方面， 今天流行

的趋势似乎在向 “明星制” 倒退， 我们不妨再重

温一段君秋先生的夫子自道：
做为一个演员， 当你的演出受到别人的夸

赞， 特别是初登舞台就受到好评时， 自己能否

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 这是一个演员一生艺术

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考验。 王瑶卿先生常爱说

的—句话是： “要成好角， 不要当好角。” 他

认为， 优秀的演员是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个

脚印， 扎扎实实地取得的， 这是所谓 “成好

角”； 根基不稳固， 为图一时的虚名、 风头，
挑头牌、 唱大轴， 这就是 “当好角’， “当好

角” 是不长久的。［９］

最后， 还有一点期待： 梅兰芳、 程砚秋、 荀慧

生、 尚小云的艺术资料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收集

与整理， 有的甚至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剧目演出志

（程砚秋）。 作为 “四小名旦” 位列第一的张君秋

先生， 在海内外拥有众多弟子传人， 君秋先生艺术

生涯长达六十馀年， 其生平及艺术基础文献资料一

定也十分丰富， 同时还应包括得过君秋先生亲授的

传人们的口述历史， 目前这方面似乎还尚未见到较

为全面、 权威的汇编成果， 做好资料的建设与积

累， 定会对 “张派” 艺术的传承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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