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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浙江婺剧

院的一出新创剧目在中

国婺剧院连演七场，场

场爆满。主演之一是梅

花奖得主、优秀青年演

员杨霞云，她扮演的角

色戴着面具出场，转瞬

之间三次变脸，让观众

大呼过瘾。

变脸是一项戏曲表

演绝技，普遍存在于诸

多地方剧种，一些木偶

剧、皮影戏也有变脸环

节。其中，川剧的变脸

具有较高知名度。川渝

一带游人如织的茶馆饭

店，经常安排专门的变

脸表演，并逐渐为各地

川菜馆所仿效。编剧魏

明 伦 创 作 的 川 剧 作 品

《变脸》、导演吴天明执

导的电影《变脸》索性就

以这一绝技为剧名，这

些都让变脸成为川剧的

重要标识。

戏 曲 中 所 谓“ 变

脸”，是指表演者在舞台

上利用特殊技巧突然变

化脸部妆扮。它就在观

众眼前迅即完成，既快

又巧，令观众感到惊诧，

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

一般来说，戏曲演员的

妆容在出场之时就已经

定型，在下场前无法更

易，但戏曲为了满足某

些特定情境下的表演需

求，生发出许多种特殊

的变脸手法，让角色在

戏剧进程中更换妆容。

变脸艺术有多种手

法，这些手法各有窍门，

大致分为改变脸谱和变

换面具两大类。多种多样的变脸绝活儿，大致

是清初以来戏曲各剧种在演出过程中创造出

来 的 ，民 间 的 创 造 者 们 可 能 没 有 机 会 留 下 姓

名，却留下了精巧的艺术。戏曲的变脸代代相

传且不断丰富与成熟，衍生出各自特有的风格

和手法，极大提升了戏曲的表现力。

戏曲的净行、丑行直接在观众面前改变脸

谱的变脸以“抹脸”为主，指演员在舞台上用特

殊手法瞬间改变人物脸上的色彩与图案，通常

是演员利用急遽的转身或衣袖短暂遮住脸部

时，将事先在手心准备好的颜料往脸上一抹，

使 人 物 的 面 部 形 象 明 显 改 变 。 川 剧《东 窗 修

本》里的秦桧在撰写迫害岳飞的奏本、被幻觉

中出现的岳飞击倒在地时，演员是趁突然转向

之机，把手心藏好的烟灰抹在脸上，表现角色

此时的惊恐。婺剧《火烧子都》中有几次运用

变脸——前三次用抹脸手法，最后一次用的是

吹脸手法，即手心暗暗藏有金粉，趁观众不注

意猛一吹气，将金粉喷满全脸。

川剧的“扯脸”技艺是用拉线的方法变换

面具，这是目前最为常见的变脸类型。《白蛇

传》里的金钵，最为知名。它借助事先蒙在演

员 脸 上 的 多 层 叠 加 的 面 具 ，通 过 设 计 好 的 扯

线，用巧劲将这些面具一层层扯掉，实现变脸

的 效 果 。 早 期 的 面 具 使 用 草 纸 ，现 在 多 用 绸

缎，材料的改进，使得每次变脸表演可以变换

的脸谱更多了。

国家一级演员王道正和四川省川剧院的何

洪庆，都是凭借擅长川剧变脸艺术而广为人们

称道的表演艺术家。从 1959 年首次出国演出，

到改革开放后多次出现在各类电视晚会，川剧

变脸艺术的声誉逐渐远播海内外。

戏曲表演中的这几类变脸手法，“抹脸”和

“吹脸”等类似于杂技，“扯脸”类似于魔术，既

是令人惊艳的高难度表演，又在戏曲的剧情叙

述、人物塑造、情感表达中有不可替代的特殊

效果。

戏曲的精彩绝活儿，往往是几代人的创造

结晶，需要长期的艰苦训练才能掌握。在川剧

界 ，现 在 变 脸 绝 活 早 就 留 在 了 新 一 代 演 员 身

上，不再有失传之虞。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戏

曲演员不仅通过传统剧目经常性的演出传承，

还能在新剧目创作中有意识地、创造性地活用

这些特殊技巧。像重庆川剧院的新编川剧《金

子》里就有非常巧妙的变脸运用，是新创剧目

活用变脸的范例。

变脸等戏曲绝活儿，既是历史的沉淀，也

是鲜活的当下。只有在戏曲传承发展中用心

传 承 并 创 造 性 运 用 ，绝 活 儿 才 能 有 更 强 的 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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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改编是艺术创新的一种路径和方式。

《正红旗下》是作家老舍一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

说，从北京曲剧《正红旗下》、上海话剧院的话剧

《正红旗下》再到如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

《正红旗下》，这部作品被艺术家们反复打磨，在

舞台上不断与观众见面。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

院 2023 年推出的第一部作品，《正红旗下》以老

舍的回溯视角展现其身世家境，艺术再现了历

史洪流中的中国百姓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对民

族精神的坚守。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的话剧讲究深厚的

生活基础，注重表达深刻的内心体验，追求塑造

鲜明的人物形象。《正红旗下》是一部与这种艺术

风格较为匹配的话剧。它有着浓郁的京味儿文

化特色，具有鲜活的意象形象、浓郁的市井风情，

语言充满妙趣机锋。《正红旗下》里那些性格鲜明

的人物、喜剧性的戏剧冲突，让人忍俊不禁，笑过

之后又生发思考。这是一台有戏剧性、趣味性、

耐人寻味、启人省思的戏剧。就如剧作家曹禺的

一句口头禅：“不简单哪，不简单！”透过故事表面，

我们品味着戏剧丰厚的内涵。

一部好戏，总有让人过目难忘的艺术形象、

值得回味的戏剧故事。此剧的主题，从人物的

命运和性格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老舍的语

言独具特色，三言两语就把人物写活了。编剧

李龙云对老舍原著笔触、语气、思路进行过深入

研究，对京味儿文化特点十分熟稔。如在贫困

中操劳的老舍母亲，聪明利落、一身本领却报国

无门的福海二哥，连咳嗽都透着霸气的大姐的

婆婆……剧中人物的故事与命运寄托着老舍的

人文情怀。

舞台呈现融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和

表演艺术创造的集体智慧。在艺术形式上，《正

红旗下》多有探索和创新，它打破了以往同类题

材戏剧的线性叙事和聚焦戏剧矛盾的惯例，以

多视点、多层面、不同光影下的人生，组合出丰

富剧情，让老舍作为剧中人、回忆者、讲述者、观

察者、反思者融入其中。剧中，由濮存昕扮演的

老舍从看着自己出生到看着父亲离世，从平凡

日常到宏大国情，对于身边的每一位亲友、每一

个事件，他都倾注了心血，赋予了人文关怀和悲

悯同情。

此剧重视现实物象的意象化表达，讲究京

味儿话剧耐人咂摸的“味道”。戏曲程式化的穿

插，音效的化用，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凸显了戏

剧性。开场时，雾霭迷蒙之中，一队人马迤逦前

行，他们牵着骆驼，拉着儿女，背着行囊，举着柳

枝，架着风车……从未知的远方来，向无穷的未

来走，他们是曾经的历史，是人生的缩影。戏剧

结尾时，人群再次前行，首尾呼应。舞台设计

中，一座座琉璃屋顶移动、拼合成城市的模样，

有效处理了此剧的多样时空。

这部剧以 40 多位中青年演员为主要参演

者，已经具有了良好开端，但是目前看来，还存

在配合不够默契、细节刻画不够细腻、场面之间

的链接不够严密的问题。此剧有扎实的艺术基

础、较好的完成度，希望它能不断上演、持续打

磨，展现持久的艺术魅力。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对京味儿艺术的认真探索
宋宝珍

清晨 6 点，天还没大亮，陶自家的手机就响

了：“今天县城有歌圩，已派人去江滨路占位，速

来！”电话那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

潘宝山，也是陶自家的歌友。

家住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府城镇文泉村的陶

自家，今年 69 岁，声如洪钟：“我从四五岁起就唱

山歌，哪里有歌圩，就往哪里赶。山歌使人年轻，

让人快乐。”

在武鸣，自古以来就有民众汇集起来唱山

歌、听山歌的习俗，每场数百至上万人，唱和竟

日，形成“歌圩”。和别的地方村里人赶集不同，

这里的人们一大早背一壶水出门，只为了在歌圩

上一展歌喉。

山歌传情达意、沟通人心

村里到县城 30 多公里，摩托车载着陶自家

到县城，已是上午 10 时许。不到 500 米的江滨路

两侧，近 30 个对歌点密密麻麻，以“歌海”喻之，

也不为过。

一块“武鸣壮乡歌圩”的横幅前，聚拢了一二

百人。潘宝山夫妇是这个场子的主角，陶自家是

最活跃的客串和龙套。从早上 8 点到晚上 9 点，

不下 20 个歌手轮流登场，偶尔还有观众即兴“斗

歌”。陶自家抬手指向不远处：“每逢下午两三点

钟，这里最是热闹，江滨路两边人山人海，简直歌

声震天。”

“唱山歌嘞，这边唱来那边和，山歌好比春江

水，不怕滩险弯又多。”随着经典电影《刘三姐》走

进千家万户，这一旋律几乎家喻户晓。近十几

年，“壮族歌圩”“壮族三月三”先后入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歌圩基础上

形成的“壮族三月三”，2014 年起成为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法定假日。

千百年的传唱承袭中，广西很多地方有赶

歌 圩 的 习 俗 。 歌 圩 有 节 日 性 质 的 ，也 有 临 时

的，大家聚在一起，最热闹的活动就是对山歌，

以歌会友、以歌传情，甚至以歌代言。据民俗

学 者 介 绍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广 西 各 地 成 规 模

的 壮 族 歌 圩 有 600 多 处 ，其 中 90 多 个 歌 圩 日

选 择 在 每 年 的 农 历 三 月 三 举 办 。 在 武 鸣 ，除

了 每 年 的 农 历 三 月 三 ，每 月 29 号（2 月 是 28
号）也是固定的歌圩日。从 1980 年至今，每逢

歌 圩 日 ，来 自 武 鸣 周 边 的 群 众 就 自 发 来 到 江

滨 路 ，在 道 路 两 边 的 空 地 自 设 歌 台 ，一 唱 一

和，歌声飞扬。

“壮语山歌的句式主要有五言四句、七言四

句，韵律也独具特色，上一句的尾字常与下一句

中间一个字互相押韵。”广西山歌协会原会长覃

祥周说，歌圩中对唱的山歌类型非常丰富，有生

产歌、生活歌、农事歌、季节歌和情歌，等等。歌

者往往是即兴创作，套用某种唱腔和句式，根据

现场环境随机应变组织歌词内容。

这里的人们爱山歌，过节时唱，劳作时唱，

走路、独处时也唱；这里的山歌包罗万象，有热

烈的、华丽的、风趣的、直白的、叙说的，也有空

灵的、清新的、含蓄的、思辨的、咏叹的；对这里

的人们而言，山歌是内容，也是载体，有着独特

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它们有传情达意的功

能、沟通人心的作用，更承载着文化传承的自信

与自觉。

“山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我有两个孙子，一个 12 岁，一个 5 岁，都是

山歌迷，都喜欢黏着大人赶歌圩。对我们来说，

山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唱罢一曲，潘

宝山夫妇娓娓道来。1958 年出生在武鸣农村的

潘宝山，因为唱山歌，与比自己小 5 岁的潘少香

相爱、成家。如今，夫妇二人都是非遗传承人。

年过花甲的他们能够出口成歌，甚至可以连续对

歌六七个小时不歇场。

“武鸣处处是歌圩。”在南宁市武鸣区文联主

席李维看来，传统歌圩活动与近年来兴起的广场

舞相互促进，让唱山歌成为当地城乡群众茶余饭

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歌圩，不仅有传统山

歌，也有时代之歌。人们歌唱生活的滋味，歌唱

时代的风貌，把好日子放在歌里过。

武鸣的山歌资源丰富，爱唱山歌的群众也很

多。2010 年 5 月，武鸣成立了山歌协会，在城区

最繁华的路段开设“武鸣壮乡歌圩”，在 13 个乡

镇设分会，在各乡镇设立山歌日。武鸣还以培养

非遗传承人为抓手，每年开展歌手评选活动，国

家级、自治区级和市级山歌传承人均有传承的经

费补贴，“武鸣壮乡歌圩”也有了经费支持……一

招接一招，让武鸣的山歌后继有人、越唱越响亮。

“山歌协会刚成立的时候，每个乡镇参加活

动的群众也就十几个人。如今在武鸣城乡，能经

常出来参加山歌活动的群众，不少于 1 万人。”46

岁的韦秋岑是南宁市武鸣区民族中学教师、广西

壮族自治区级山歌传承人，曾担任过两届武鸣山

歌协会主席，回忆起山歌协会的成长壮大，她深

有感触：“在歌圩的发展中，政府的扶持久久为

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歌圩活动的广泛开展，使武鸣城乡爱山歌的

人越来越多，人们唱山歌不仅出于热爱，更有了

一份责任感和荣誉感。2010 年，武鸣被原文化

部确定为“中国壮乡文化研究保护基地”，2012
年被评为“广西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及广西首批

“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县”，2021 年被文化和旅游

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真心千年永不变，诺言重重重如山，情义刀

割割不断，山歌时时在嘴边。”从刘三姐的传说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种版本的舞台剧《刘三姐》、

经典电影《刘三姐》，再到彩调剧《新刘三姐》，山

歌艺术在八桂大地上薪火相传、拔节生长。武鸣

处处山歌响，人们切身感受到生活是滋养山歌艺

术丰沃的土壤，山歌艺术在服务人民中得到了丰

厚的馈赠，更感受到传统山歌随时代变化不断焕

发的蓬勃生命力、艺术魅力和感染力。

“适应新媒体给城乡群众
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唱山歌太有意思了！”南宁市武鸣区太平

镇庆乐小学的黄芯姚，是个小山歌迷。庆乐小

学始建于 1950 年，是武鸣区“壮族三月三”歌圩

的 5 个传承基地之一。2009 年，学校创办的合唱

团，如今已在武鸣乃至广西都小有名气，连续多

年参加南宁市“壮族三月三”艺术节的开幕演

出。9 岁的黄芯姚就是合唱团一员。

在庆乐小学校长黄彦安的心中，村里的孩子

有唱山歌的天赋。他们努力呵护孩子们爱唱山

歌的兴趣，每天的大课间操活动，都组织唱山歌、

跳山歌操。2015 年，学校来了专业音乐教师，孩

子们的山歌传唱积极性更高了，合唱团还把红色

文化融入山歌，编排成情景剧。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城乡生活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文化娱乐方式越来

越丰富。“壮乡歌圩的未来，需要适应新媒体给城

乡群众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南宁市武鸣

区文化馆馆长余燕鸣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开展线

上歌圩展演活动，也尝到了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

山歌的甜头。

2020 年，武鸣举办了“壮族三月三”云上歌

圩活动，13 个乡镇的歌手借助网络隔空拉歌对

歌，网络直播受众超过 10 万人次。云上歌圩连

续举办的这些年，年年网络人气上涨。2022 年，

原创山歌《壮家五色饭》在网上展播后，成功入围

广西新民歌大会线下竞演，并获得优秀作品奖。

武 鸣 的 歌 圩 还 上 到“ 国 家 公 共 文 化 云 ”平

台。至今，这个云平台上已组织了 10 余次壮乡

山歌展演，100 多位武鸣山歌歌手上网参加表

演，共推出 1000 多首新山歌。

也因为有了互联网，如今合唱团的孩子们每

周都能通过网络云课堂，在线参加各地知名音乐

教师的音乐课。

“互联网真是个奇妙的世界，打开手机，随时

都有人在听你唱山歌，随时都可以找到人跟你对

山歌。”热衷赶歌圩的潘宝山，也喜欢刷手机短视

频，他自己觉得满意的山歌，也会找人制成短视

频在网上分享。现在，潘宝山、陶自家和他们的

歌友最盼望即将举办的 2023 年武鸣“壮族三月

三”文化旅游节，期待在家门口一饱耳福，与歌友

们切磋歌艺。

图①：课间，庆乐小学的孩子们唱起山歌。

图②：潘宝山夫妇在武鸣歌圩上一展歌喉。

图③：2015 年，武鸣“壮族三月三”文化旅游

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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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别的地方赶集不同和别的地方赶集不同，，武鸣人赶集是武鸣人赶集是为了一展歌喉为了一展歌喉——

这里的人们爱山歌这里的人们爱山歌
邓建胜邓建胜

变脸等戏曲绝活儿，既是
历史的沉淀，也是鲜活的当
下。只有在戏曲传承发展中
用心传承并创造性运用，绝活
儿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

在武鸣，自古以来就有

民众汇集起来唱山歌、听山

歌的习俗。这里的人们一大

早背一壶水出门，只为了在

歌圩上一展歌喉。不到 500
米的江滨路两侧，近 30个对

歌点密密麻麻，以“歌海”喻

之，也不为过。

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让城乡生活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文化

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南宁

市武鸣区文化馆正在开展线

上歌圩展演活动，也尝到了

利用网络新媒体传播山歌的

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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