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戏曲剧种的兴盛与辉煌，不仅
表现在大量脍炙人口的表演剧目上，更
体现于一代代有影响的从业者不断涌现。
在严凤英曾经辛勤耕耘的黄梅戏艺术园
地里，名角辈出，新秀不断。比如，王
少舫、张云凤、潘璟琍等，都是与严凤
英同时代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派”
艺术的继承者则有田玉莲、张萍、江明
安、许自友等。又如新时期涌现的黄梅
戏“五朵金花”马兰、吴琼、吴亚玲、
杨俊、袁枚，以及著名演员黄新德、韩
再芬。这一代代、一批批对黄梅戏艺术

产生重大影响的“才子佳人”，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黄梅戏得以薪火相传并不断创
新发展的主要力量。从严凤英的“一枝
独秀”，到新时期的“群芳争艳”，正是
黄梅戏生机勃发的有力证明。而在新时
期涌现的黄梅戏领军人物中，韩再芬是
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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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徽电视台和安庆市合作
拍摄的黄梅戏舞台艺术片 《双莲记》 拉
开了新时期黄梅戏和影视结缘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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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黄梅戏电视剧 《郑小姣》 让年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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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名不见经传的韩再芬成为一颗

耀眼的新星；之后，韩再芬陆续主演了
《天仙配》、 《女驸马》、 《孟丽君》、
《龙凤奇缘》等数十部黄梅戏电视剧，连
续摘取《大众电视》“金鹰奖”，并在全
国创下了收视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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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韩再芬凭
借黄梅戏《徽州女人》，荣获中国戏剧最
高奖———“梅花奖”，这台戏不仅把全国
各类大奖收入囊中，商演场次也成绩不
俗；随后数年，韩再芬又推出《公司》、、
《徽州往事》等黄梅戏新作。这些作品也
都成为了黄梅戏“百花园”中亮丽的风
景。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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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戏曲市场开始滑坡，去剧院听
戏看戏的观众群日益萎缩，黄梅戏也因此受到影
响，不少艺人选择转行。当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出
众的韩再芬收到了不少邀约，也曾出去唱过歌、演
过电视剧和电影，但她说，自己注定属于黄梅戏这
个舞台，她离不开黄梅戏。

然而，随着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观众可选择
欣赏的艺术种类也越来越多。而近年来，黄梅戏
人才流失严重，创作者不愿去苦心经营一个好本
子。每次大型演出，唱来唱去总是 《女驸马》、
《天仙配》等段子，编导害怕观众不接受，不愿
意去冒险尝试引进新戏。久而久之，观众觉得，
黄梅戏无非就这么几个经典段子。“如何吸引住
观众日益发展、变化的眼光”对黄梅戏艺术工作
者而言，无疑是一个严峻考验。

为此，韩再芬很早就开始对自己的黄梅戏
“动手术”。演《徽州女人》时，她把戏服上的一对
水袖剪掉了。剪掉的理由很简单：让观众更清楚
地看到演员细腻的动作。在学习黄梅戏时，韩再
芬不仅学习昆曲和京剧的体态和举止，还学习芭
蕾舞，就是为了在舞台上更好地展现女性的体态
美。

考虑到不少人对戏曲都有“节奏慢、时代

远、故事情节单一”的印象，韩再芬创作时就嵌
入现代艺术元素，比如交响乐、电影手法等，让
观众跟着情节走，看着过瘾，听得舒心。

在变革的同时，韩再芬和其他黄梅戏艺术家
们也意识到，创新并非摒弃传统。黄梅戏之所以
能够流传得这样广泛，唱腔旋律好听是主要原
因。因此，唱腔是最能显示黄梅戏本质特征的部
位，也是创新过程中最须继承的部位。传承与发
展并不矛盾，在运用现代艺术手段创作新剧、投
射艺术家对当代社会理解的同时，传承黄梅戏的
经典唱腔，这样，黄梅戏才能更好地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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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颜；从今

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一出自黄

梅戏《天仙配》中的经典唱段，不仅中国观众耳熟

能详，还是许多外国友人热衷模仿的传统曲目之

一。

与昆曲、京剧等老牌全国性大剧种相比，黄梅

戏的发展历史显得那么短暂而平凡，表演体系也远

不如京、昆那样完备。但它正是凭借“相对晚出”而

博取众剧种之长，从民间小调逐渐发展成中国“五

大剧种”之一。
!"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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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借助电影电视

等新媒体，黄梅戏不仅传唱南北，更香飘海外，俨然

成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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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戏曲剧种中最为耀眼的明星，多

年在央视有关收视率调查中高居榜首。

近年来，随着 《新洛神》、 《黄梅戏宗师传

奇》等“黄梅戏元素”影视剧的热播，以及“寻

找七仙女”等大型专业黄梅戏赛事的开展，黄梅

戏更以其清新入耳、刚柔并蓄的特色备受海内外

戏迷喜爱，并以多种新的形式持续扩大影响。

黄梅戏
民间小调成大剧

刘 泉 高晓远

黄梅戏原称黄
梅采茶调，最初是
在皖、鄂、赣三省间
流行的民间歌舞的
基础上形成的歌舞
小戏，其曲调的共
同特点是生活气息
浓，地方特色强，民
歌色彩重。语言生
动、活泼、幽默，看
似拉家常，却很亲
切，富有情趣。

从民间小戏到
中国“五大剧种”之一，黄梅戏之所以在中
国戏曲界有今日之地位，离不开一代又一
代黄梅戏人为之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堪称“黄梅戏缔造者”的严凤英，起初也
和黄梅戏一样，都是人们眼中难登大雅之堂
的“乡下丫头”。严凤英原名严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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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生于安庆。幼年时，鸿六随祖父母由安庆返
回祖籍地桐城罗家岭。罗家岭素有“山歌之
乡”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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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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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鸿六拜当地唱黄
梅调的老艺人严云高为师，正式学唱黄梅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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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鸿六随班进入安庆城演出，连
唱了三天“打炮戏”，很受欢迎。严鸿六毛遂
自荐主演《小辞店》中的柳凤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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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小演员，一口气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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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句平词，让许多老
戏骨都觉得不可思议。《小辞店》开演那天，
鸿六将门帘一掀，一个亮相，顺势把白抹布
往肩上一搭，几步水上飘的步子，把一个年
轻貌美、麻利干练的女店主形象，呈现在观
众面前。她甜美圆润的嗓音，引得台下掌声
雷动。一曲《小辞店》让鸿六名声大震，师兄
张云风为她正式取艺名“严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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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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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黄梅戏被邀请到上海演
出，严凤英出演了《蓝桥汲水》、《柳树井》两
部剧目中的“等郎媳”形象。其中《蓝桥汲
水》演出难度较大，演唱大段“汲水调”，非
常不易。严凤英坐在井台上，以袖代扇，利

用水袖表演，唱“三扇四扇，风来着”时，好似清风
徐来，满脸喜悦，表演细致入微，把蓝玉莲这个角
色演活了。这些剧目轰动了上海，各家报纸纷纷发
表评论。自此，源自乡野民间小调的黄梅戏，真正
成为一个在全国都具有巨大影响的戏曲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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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仙配》参加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
大会时，囊括了优秀演出奖、剧本奖、导演奖、音乐
奖在内的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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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天仙配》这部经典之
作又被搬上银幕。严凤英从生活出发，突出表现了
片中人物的性格。《路遇》中，她“三挡两撞”，表现
七仙女大胆顽皮的性格；她“从水袖后偷看董永”，
轻轻摇晃肩膀，一下子把天真活泼纯朴调皮的村
姑劲儿表演了出来，让人神醉情驰。一时间，大江
南北、城市乡村到处流传着“七仙女”的故事，传唱
着“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优美唱腔。据有关材料
统计，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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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天仙配》电影正式向
"

个国
家及港、澳、台输出，观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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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国内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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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场，观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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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次。影片创造了当时票房
的最高纪录，可谓盛况空前。

严凤英在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经历了
%+

个春
秋，主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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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剧目，演剧之丰，甲于一时。毛
泽东曾评价说：“严凤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演的
七仙女，成了全国人人皆知的故事。”京剧大师梅
兰芳看了严凤英的戏，也为之折服。

韩再芬饰冯素贞

《女驸马》

《天仙配》布景 王士英设计

央视春晚上，韩再芬版贾宝玉惊艳全场

特约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 毛忠博士

严凤英

本版照片均由 毛 忠提供

韩
再
芬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形成与发展，
都离不开对其他艺术种类、门类的借
鉴与吸收，黄梅戏也不例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求生存，黄
梅戏班也与其他戏曲剧种的艺人同台
演出，两相帮衬。此间影响最大的要
算京剧与黄梅戏的汇演———史称“京
徽合演”。这里的“徽”指的就是黄梅
戏。京剧发展历史长，且一度贵为宫
廷大戏，其美学内涵不仅丰富、完整，
还曾受前代宫廷表演艺术———昆曲的
深刻影响，整个剧种明显呈现出雅俗
共赏的艺术气质。初登大雅之堂、乡
土气息浓厚的黄梅戏与之同台演出，
不断擦出灿烂的火花。受其影响，黄
梅戏也渐渐开始迈向精致、成熟的发
展阶段。音乐上，开始对传统唱腔进
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减少了传统唱腔
中带有浓郁安庆方言土语色彩的垫字，
使唱腔变得简洁明快，唱词也更加通
俗易懂；表演上，则吸收了京剧等剧
种的一些程式动作，如开门、关门、
跑圆场、喝酒等；在服装、道具、装
置、伴奏等各个方面也都比农村演出
时有了较大发展。

除京剧外，黄梅戏也向其他艺术
门类尤其是当时流行的艺术形式学习。
如人人都能唱几句的《天仙配》，就是
已故音乐家贺绿汀的学生时白林作的
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唱腔设

计，使黄梅戏破天荒有了二重唱；又
如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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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黄梅戏与电视、电
影联姻，形成“黄梅戏”热潮等，均
是如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对新鲜时
兴的艺术形式的敏感和追求，才使得
黄梅戏能始终与时俱进。

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黄梅戏逐
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气质。它
既不像昆曲那样典雅精细，也不像京
剧那样程式规范。它的表演淳朴自然，
富有情趣，注重情感表达的平民化，
因而充满了人情味。

如 《天仙配》 中七仙女的表演，

就难用单一的青衣或者花旦行当来规
范。“鹊桥”中她是端庄聪慧的仙女，
“路遇”中她是调皮任性的村姑，在与
董永“三挡两撞”及抢包裹、雨伞的
一系列表演中，又毫无仙女的典雅娇
媚之态，转而表现了淳朴、直率的山
野情趣。

另一部黄梅戏经典曲目《女驸马》
中冯素贞的表演，也超出了闺门旦行
当的规范。在“状元府”一场中，她
头戴纱帽，身着官衣，足蹬高底靴，
边唱边舞，生、旦身段交替使用，充
分展示了冯素贞得中状元后喜出望外
的兴奋心情。

这种朴实自然的表演，在一些次
要角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 《天仙
配》 “路遇”一场中的土地，虽然是
一个小角色，但其表演却十分生动。
他在给七仙女和董永评理时，用豌豆、
绿豆、芝麻来比喻理大理小，活泼生
动而又诙谐幽默，浓郁的泥土气息为
戏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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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严凤英调入安徽省黄梅
戏剧团，开始接触斯坦尼夫斯基的表演
体系，探索表演技巧。她博采京剧、昆
曲、越剧、评剧等众剧种之长，“融汇百
家而了无痕迹”，极大地丰富了黄梅戏
表演艺术，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严派”
表演艺术风格。可以说，“严派”表演艺
术也是博采众长的结果。

《龙女情》

马兰饰龙女，黄新德饰姜文举

韩再芬剧照

《徽州女人》

严凤英饰七仙女，王少舫饰董永

《天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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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田
间
地
头
到
艺
术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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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采众长到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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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枝独秀到群芳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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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承经典到刻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