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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刚刚结束了话

剧《四世同堂》10 周年纪念演

出 。 十 年 弹 指 一 瞬 。 我 仍 记

得 多 年 前 ，工 作 人 员 为 我 化

妆、做造型的样子，为我抢装、

换衣服的样子，还有舞台监督

用大话筒喊：“海璐，候场啦！”

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一部经典作品是在一批批

创 作 者 的 传 承 中 被 接 续 创 造

的。依稀记得，雷恪生老师在

给我们排演时，告诉我们如何

演戏，如何在舞台上“生活”得

更像北京人。他将自己对老舍

先 生 笔 下 的 人 物 解 读 给 我 们

听，我又将这些宝贵经验分享

给过往 10 年中陆续参演《四世

同堂》的小伙伴们。就这样，我

成了“传帮带”中的一员。

经 典 作 品 伴 我 成 长 。“ 大

赤 包 ”这 个 角 色 ，常 演 常 新 。

每次站在台上，我都会有一丝

兴 奋 和 紧 张 。 与 10 年 前 相

比 ，我 在 舞 台 表 演 中 更 自 如

了。以前我会记住一招一式，

要走到什么地方，要在哪一句

台 词 有 一 个 什 么 样 的 动 作 。

而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是自然

而然的，不会为了完成某个设

计把表演变得生硬。

随着阅历的积累，我越来越深刻地理解老舍笔下的

人物。30 岁时初次演出，很多人说这台话剧好，但我不

太明白它究竟好在哪里。如今，我更能体会剧本的精

妙、台词里的味道。比如剧中祁瑞宣在遭遇家庭剧变

时说的：“我们要活着，要撑下去！”这种“撑”不是指身

体，不是指家庭，而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带给我的，

是作为表演者的勇气和信念。我想，等我到了 50 岁，如

果还能再演《四世同堂》，应该还会有新的人生领悟吧。

我爱舞台。在这里，表演者能收到观众的即时反

馈，这种交流很直接。影视剧需要更生活化的表演，我

要让观众相信这是他身边的故事。而话剧中，人物有

更强的可塑性，可以略带夸张地塑造“大赤包”这样的

形象。我将声音变沙哑，穿上胖袄，一扭一扭地走路，

与对手演员踩着彼此的节奏，他给我一句，我接住，然

后再上一个台阶，把戏推到高点……这样的创作让我

获得满足感。或许，这正是舞台赋予表演的魅力。

好的文艺作品能够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在潜移默

化中鼓舞人心。《四世同堂》十年巡演，始终一票难求。

有 很 多 年 轻 观 众 ，也 有 一 些 观 众 是 与 我 一 同 成 长 的 。

我能感受到观众与以往的不同。

经典的魅力可以穿越时空，经久不衰。无论何时，它

体现的民族精神都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因为它来自生

活。《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在 1944 至 1948 年写下的文学

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是如何认识苦难面对苦难，凝聚力

量战胜苦难。而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战风斗雨的韧

性，在刚刚过去一年中，我们依然能强烈感受到。

作为文艺工作者，不仅要传承历史，更要记录当下。我

们要不断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民族和时代的优秀作品。

（作者为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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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一夜金鼓紧，战疫瘴四海牵心。”1
日晚，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原创昆曲《眷

江城》亮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1 年新年戏

曲晚会，石小梅老师和我参演。用昆曲书写

赫赫战疫长卷，让更多人看到抗疫英雄的故

事，是戏曲人的责任。展现昆曲的多面性，让

观众体会现代昆曲的魅力，是戏曲人的使命。

我是“80 后”，14 岁就进入江苏省戏曲学

校昆曲科，之后进剧团演戏，拜石小梅老师

为师，对昆曲的认识日渐深入。在我看来，

所谓“南昆风度”，既是典雅、细腻、精致的表

演风格，也是老师们的艺术品格与艺术风

骨。作为学生，我们在传承技艺和剧目的同

时，也在传承一份对昆曲的初心与热爱。这

种品格无法量化，它不像教戏，告诉学生手

放在哪里、这句腔怎么唱，它是言传身教、耳

濡目染，不知不觉内化于心。

石老师教戏，总是再三强调“规矩”二

字。她曾说，“如果你要创新，必须在‘规矩’

里面创新”。石老师上世纪 80 年代同时拜沈

传芷、周传瑛、俞振飞三位昆曲表演大家为

师，一直致力于传承和丰富传统昆曲剧目。石

老师门下还有我的大师兄钱振荣，如今已

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昆曲名家。当年在戏校读

书时，钱师兄也教了我很多戏；我和师弟周鑫

是石门的第三代，肩负承上启下的传承责任。

在我们后面，还有苏州昆剧院的唐晓成。

在学习和唱戏的过程中，创作者从简单

的模仿到对人物产生独特理解，再到可以运

用传统程式的积累去创作作品、塑造人物，

本身也是一种传承。

新编戏创作是对传承下来的程式手段

进行解构和再重组的过程，要提炼昆曲宝库

中的精华，找到适当的切入点，并赋予其新

意。戏曲的程式化表达是高度凝练的，相近

的情绪有一套相对应的表演程式。新剧目

中的片段细节可以借鉴传统剧目。比如，新

编昆曲剧目《浮生六记》第一出《盼煞》表现

沈复对亡妻芸娘的追忆，我们选用了“集贤

宾”曲牌。“集贤宾”通常用于呈现悲伤哀婉

的情绪，昆曲《牡丹亭·离魂》中，也用了这支

曲牌。《盼煞》的情绪和情感与《离魂》相通，

曲牌可以相互借鉴。以此推之，行腔、表演

等也有不少可相互借鉴之处。剧本不同，具

体人物和故事结构不同，在借鉴的基础上加

以创新，就有了不失古意又新颖的表达。当

然，光有“壳”还不行，戏曲人物的塑造需要

演员在表演中画龙点睛。演员需要在角色

中灌注思考，人物才能鲜活。

我们这一代演员是幸福的，拥有一批多

才多艺、审美趣味很高的年轻观众。我自己

就有两个微信“粉丝群”。我会到群里跟戏迷

们聊聊天，与大家的关系更像是老朋友。一

位热心的插画师设计了俏皮又有古典韵味的

“昆曲小明”系列表情包，很有意思。昆曲传

播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将每一颗热爱昆

曲的心汇聚起来，将丰富昆曲的“表情”。

昆曲的“年轻化”“偶像化”不是一件坏事，

它折射出大众对美的追求，但其前提和基础

是演员要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具有足够深厚

的戏曲艺术积累。昆曲是时光的艺术，也是

奋斗出来的艺术。“偶像”最终要通过不断的

艺术积累和实践成长为实力派，才能经得住

时光的淘洗和检验，将昆曲的美好代代相传。

（作者为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副院长）

（刘雅、刘浩洋采访整理）

上图为石小梅（左）给施夏明进行戏曲

教学。

在“规矩”里面创新
施夏明

开栏的话开栏的话

对于舞台艺术对于舞台艺术，，传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传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剧种如何在传承中一个剧种如何在传承中

日臻完善日臻完善？？一部经典如何在传承中存续精华又不断创新一部经典如何在传承中存续精华又不断创新？？一家院团如一家院团如

何在传承中培养新人并光大传统何在传承中培养新人并光大传统？？文化传承中文化传承中，，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

花大力气去研究花大力气去研究、、探索探索。。本版今起开设本版今起开设““薪火相传薪火相传””栏目栏目，，邀请名流大家邀请名流大家

分享有代表性的传承实践分享有代表性的传承实践，，提炼规律提炼规律，，总结经验总结经验，，以启迪当下以启迪当下。。

链 接
小说问世

近百万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944—1948
年），被老舍先生自认为是“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

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荧屏绽放
28 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1985 年），是新中

国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当人们提及电视剧《四世

同堂》时，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演唱的那首震颤心弦

的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犹在耳边。

舞台亮相
中国国家话剧院版《四世同堂》（2010 年），是将

原著浓缩为 3小时的话剧。迄今为止，该剧已在 40余

座城市亮相，演出 280余场。

北京市曲剧团版《四世同堂》（2014 年），迄今为

止共有 3个版本，创造了一些新的戏曲程式。

对话人：

蔡正仁（昆曲表演艺术家）
曹玲娟（本报记者）

话剧《四世同堂》剧照。李 晏摄

戏以人传，古老剧种焕发青春

记者：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如何把

戏曲艺术传承发展好，是重要课题。其中，

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传承，一直备受关

注。您认为昆曲传承的关键是什么？

蔡正仁：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戏曲学

院师生的回信中提到了“守正创新”，这四个

字，不仅点出了戏曲传承的问题，也找到了

解决问题的方法。戏以人传。昆曲是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艺术。不像有些行

业可以靠书本学知识，昆曲靠的是演员代代

相传，靠老师教学生一招一式，这些东西在

书本上是找不到的。

昆曲的师承很重要，“传”主要靠老师，

“承”主要靠学生，两者不可缺一。现在是昆

曲发展最好的时候，但传承问题也更加迫切。

记者：600 年昆曲历史悠久，其发展史如

同不谢幕的长剧，场景变换，人物更迭，起起

落落。昆曲在传承方面遇到的问题颇具典

型性。剧种的兴盛凋零、传承发展有什么内

在规律吗？

蔡正仁：19 世纪 20 年代时，已经没有多

少地方唱昆曲了。上世纪 20 年代初，一些有

识之士在苏州办了“昆剧传习所”，招了四五

十个学员，就是“传”字辈。新中国成立后不

久，田汉、夏衍等人呼吁抢救昆曲，那时全国

只剩下 20 多位“传”字辈老师，主要集中在上

海、浙江。1953 年，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

员训练班开始招生，聘请“传”字辈老师入

职，1954 年 3 月 1 日正式开学，就是俗称的

“昆大班”。我 12 岁学昆曲，进了“昆大班”。

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昆曲名家，几乎都出自

“昆大班”。1956 年 5 月 18 日，新编昆曲《十

五贯》晋京演出，周恩来同志看完后，评价说

“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十五贯》就是几个

“传”字辈老师做的。可以说，有“传”字辈老

师的口传身授，才有我们这些人。有了新中

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重视，才将中华民族文

化的瑰宝——昆曲的火种保留了下来。

记者：确实很有意思，可见艺术的发展

与其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蔡正仁：是 的 。 昆 曲 是 中 国 戏 曲 的 高

峰，象征着中国人精神层面中风雅的部分。

它像阳春白雪，也比较脆弱。

昆曲在当代的复兴，是了不起的事情。

现在我们演出，一票难求。我去问那些年轻

人为什么喜欢昆曲，他们说：“昆曲能满足我

们的审美需求，看了剧本就喜欢，再看演出，

觉得更美！”

600 年昆曲，浸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因，正被新时代的自信自强、创新创造所

激活，呈现出全新、动人的艺术风采。古老

剧种焕发青春，背后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转益多师，打破“门第之见”

记者：戏曲的传承，靠的是人，这是大学

问。您认为，目前昆曲传承面临哪些问题？

蔡正仁：我家里一直挂着俞振飞老师 81
岁时给我写的一幅字：“转益多师与古同，总

持风雅有春工。兰骚慧些千秋业，只在承先

启后中。”转益多师，承先启后。传承是一项

“ 苦 差 ”，要 做 好 它 ，不 花 点 儿 力 气 是 不 行

的。传承也是一门“科学”，光吃苦不动脑筋

也是不行的。

从历史上看，“昆大班”就是从“传”字辈

老师手里接过来，本身就存在“先天不足”。

昆 曲 剧 本 有 文 字 记 载 ，表 演 却 没 有 录 像 。

“传”字辈那一代已经流失得比较厉害了。

我师从“传”字辈的沈传芷，并得到昆曲泰斗

俞振飞亲授，但比起老师，自己会的戏还是

少。当下年轻演员会的戏也许更少，还存在

唱念不够规范的现象。目前，昆曲界存在行

当不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的行当有好

演员，有的行当没有，特别是花脸、老生、正

旦、老旦等，严重匮乏。

记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效避免昆

曲传承过程中的代际衰减问题？

蔡正仁：昆曲发展形势越好，从事昆曲

的人越要保持头脑清醒。流于浮躁、仅满足

于视频上学，绝不可取。潜心学习、不偏废

基本功，才是正道。

每个地方都在招生，昆曲界的师资现在

成了大问题。没老师，怎么办？戏曲传承要

打破“门第之见”。比如武旦戏，京剧的好多

武旦戏都是从昆曲学来的，我们没法在自己

门里学，就要想办法跨剧种来学。保持长

处，修补短处，才能把昆曲传承好。

推戏出人，前提是守住本体

记者：守正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要真正传承好昆曲艺术，每个时代都要留下

每个时代的积累。

蔡正仁：还是那句话，最重要的是推戏

出人。 2007 年，上海昆剧团创排完成全本

《长生殿》，结束了当代昆曲全本《长生殿》绝

迹舞台的历史。2017 年，复排的全本《长生

殿》全国巡演，是上海昆剧团老中青五班三

代同堂的齐整阵容，在排演中传承技艺，让

年轻人站在舞台中心。这种演出培养，胜过

任何课堂教学，观众也爱看。我最高兴的

是，全本《长生殿》获得艺术与市场双丰收，

给昆曲推陈出新指明了方向，是昆曲今后发

展的一个范本。《长生殿》《牡丹亭》《琵琶记》

《桃花扇》，我们有那么多经典，都是我们本

民族的东西，都能经久不衰地排下去。

我支持各种形式的创新探索，但守正是

前提。真正吸引观众的创新，都是建立在昆

曲艺术本体上的。离开本体，再怎样变化都

没用。听了半天不像昆曲，唱什么呢？

记者：经过您的悉心培养，以谷好好、黎

安、吴双等为代表的中青年昆曲演员已成为

当今昆曲舞台的中流砥柱。我们常说，“学

艺要有悟性”，您如何理解和培养戏曲演员

的“悟性”？

蔡正仁：我从我的老师身上体会到，艺

无止境。梨园行有句话，叫“初学三年走遍

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刚学三年，老师

一招一式都能模仿，不知其所以然。再学三

年，一旦体悟奥妙，觉得自己不行，反而是质

的飞跃。《太白醉写》是俞振飞老师最拿手的

戏。18 岁时，我完全模仿老师在演。40 多岁

再演，就觉得自己以前演得不行，便给俞老

师写了封信。没几天老师回了一封厚厚的

信来，第一句话便是：“你终于明白了。”他说

不必对自己不满意，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不

满意、哪儿不满意。这就是“初学三年”与

“再学三年”的关系了。

记者：文化传承的确是要花功夫、花力气

的事情。戏曲艺术的薪火相传，蕴含着一代

代人用一辈子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您从 12
岁开始便再没离开过昆曲，这种坚持特别有

意义。

蔡正仁：学艺 68 年，我更能体悟昆曲的

魅力，也更觉“寸步难行”。像《游园惊梦》，

越唱越觉得有味道。“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你看这词儿，一个字都改不掉。

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昆曲将有更大

发展潜力。一个剧种的传承在于它自身的价

值，昆曲本体的艺术性毋庸置疑，所以我相信

它会越来越好。我们要一代接一代地努力，

学好、演好、传承好昆曲，踏踏实实地奋斗。

上图为昆曲表演艺术家蔡正仁与张静

娴《长生殿》剧照。

左 图 为 苏 州 昆 曲 传 习 所 实 景 版《牡 丹

亭》剧照，第二十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沈丰英、俞玖林分饰杜丽娘、柳梦梅。

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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