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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刁蛮任性，国王糊涂可爱，幽默的“小丑”

每每出场总惹人捧腹……川剧 《中国公主杜兰朵》

改编自《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图兰朵》，讲述

了西方人想象中的一个关于中国公主的传奇。

“真正美轮美奂，想不到川剧在魏明伦先生

的笔下，竟然光彩到如此境界。”观众感叹说。

“巴渝鬼才”魏明伦从普契尼的原作中

提炼形成了崭新的思想主题，给故事赋

予了全新背景，以川剧独特的表演形式

重新演绎了西方人眼中所看到的这一

中国古老的传说故事。

从传统到现代，从东方到西

方，川剧，这个有着 !"" 余年

历史的地方剧种，自诞生伊始

就打上了蜀地风土人文的深

刻烙印，诙谐酣畅，韵味

十足。

在中国传统戏剧中，川剧有着独特的艺术品貌与个性，
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一条悠远的血脉。扎根巴蜀，川剧
继承了戏曲母体的“遗产”。

川剧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更早的时期，而后两
汉的角抵百戏，为早期的川剧奠定了基础。战国名篇 《宋
玉对楚王问》 中有“其为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

人”。所谓“下里巴人”，即是四川民间
歌舞或者歌者舞者的代称。三国时期，

出现第一曲讽刺喜剧《忿争》，可谓川剧喜剧的鼻祖。
至唐五代时期，出现了“蜀戏冠天下”的局面。

现代意义上的川剧，应该说是在宋元南戏、川杂
剧、元杂剧的基础上产生于明代的“川戏”。明末清
初，移民入川，会馆林立，南北声腔剧种相继流播于
四川各地，在长期的发展衍变中，与四川各地方言土
语、民歌小调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四川特色的声腔
艺术。清代乾隆时，在本地车灯戏基础上，吸收融汇
苏、赣、皖、鄂、陕、甘各地声腔，形成含有高腔、
胡琴、昆腔、灯戏、弹戏 !种声腔的、用四川话演唱
的“川剧”。

高腔是川剧中最重要的一种声腔，是戏曲四大声
腔之一，兼有高亢激越和婉转抒情的唱腔曲调。川剧理论
家李调元的门生温庄亭诗曰：“路多通岭背，人半住林间。
耕牧时无事，高腔唱往还。”可知川剧中的高腔在乾隆年
间，已经成为蜀中最主要的声腔。高腔源于江西弋阳腔，
明末清初已流入四川，楚、蜀之间称为“清戏”。在保持
“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的传统基础上，又
大量从四川秧歌、号子、神曲、连响中汲取营养，丰富和
发展了“帮、打、唱”紧密结合的特点，形成具有本地特
色的四川高腔。

魏长生被誉为是川剧的创造者，他创造了川剧的正宗

高腔，即四川高腔。
魏长生是乾隆时期著名花旦。字宛

卿，行三，人称魏三。幼随父母居成都，"#

余岁时就开始自编自演新戏。乾隆四十四年
（$%%&），魏长生挟秦云蜀栈的雄风，率领秦腔戏
班入京师，以川梆子 《滚楼》 一剧，名动京城，
“凡王公贵位，以至词垣粉署，无不倾掷缠头数千
百。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六大班子
也为之减色。

后人普遍认为， 《滚楼》 的成功，是川剧作为一
种新的地方戏得到公认的标志。

魏长生饮誉京华，京师梨园以川旦为优。各地方戏皆
向魏长生师徒取经。乾隆五十七年 （'%&"） 前后，魏长生
返回四川，在成都住 '# 年之久，常与李调元一起切磋剧
词、声腔、表演，继续推动川剧艺术的发展。

历史回眸，“蜀戏冠天下”

( 个戏班、'## 多位演员、琴师、鼓
师……'&'" 年，康子林、杨素兰、萧楷
臣、李甲生等川剧名角在成都华兴正街悦
来茶园（今锦江剧场）联合组建起“三庆
会”，川剧真正的繁荣这才开始。

以往四川戏曲班社多按不同声腔组
班，自三庆会开始，汇集昆、高、胡、
弹、灯 !种声腔，川剧才进一步被人们确
认，趋于定型。

三庆会以“脱专压之习，集同业之
力，精研艺事，改良戏曲”为宗旨。重视
演员的文化素质，成立了“升平堂”，对
演员重文化、求艺术、讲基功、说戏理。
还在成员中进行口德、品德、戏德的教
育，除旧戏班的积习，净化演出内容，实
行按艺术水平高低民主评定工价而论质付
酬的“分账制”等。在三庆会几十年的发
展历史中，“五腔合唱扬蜀籁，八班聚首
舞一台，改良旧戏倡悦来。竖巨牌，一代
雅风开。”谓为“川剧正宗”。小生康子
林、萧楷臣，旦行杨素兰，净角周辅臣、
刘锡侯，须生周名超、尹华轩，小丑唐广
体、刘育三……三庆会在长期艺术实践
中，积累了一大批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
团结和造就了不少优秀人才。

康子林是三庆会重要的台柱子。在
"# 世纪初叶的川剧舞台

上，康子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同行和戏
迷都尊称他为“康圣人”。如今，许多老
一辈的铁杆戏迷，说起他主演的 《八阵

图》、 《评雪辨踪》 等名戏，仍是赞不绝
口，津津有味。他文武双全，与川东名角
曹黑娃同演《水漫金山寺》，被传为佳话。
“功盖三庆会，名成八阵图。演八阵以成
图名相千古名伶千古，继仲尼而称圣南海
一人西川一人。”不可不谓为“戏圣”。

杨素兰是三庆会的首任会长。其表演
技艺高超，除主工青衣、正旦外，还兼演
其它旦行。她表演细腻，唱腔清脆，极富
感情。扮演中年妇女，仪态端庄，声形俱
佳，《长生殿》、《金钗钿》、《风筝误》、
《离燕哀》都是她的拿手好戏。

有着川剧界“小生泰斗”之称的易征
祥是三庆会的元老之一，也是最后一个角
儿。因记戏数目多，同行曾送他绰号“易
万本”，可谓川剧界不折不扣的“活字
典”。易征祥既可“渥丹傅粉舞翩跹”，又
首创了川剧绝技踢蜡台。从折子戏 《放
裴》中便可一窥。

梨园风骚三庆会，川剧俏梅别枝开

以文化守成之名，打量起当下的戏剧
艺术：当代川剧在辉煌，也在衰落。

川剧的一大特色是运用托举、开慧
眼、变脸、钻火圈、藏刀等特技来刻画人
物性格，展现舞台多彩而神秘的气氛。吐
火、变脸、滚灯当然热闹，却也让人揪
心。变脸是川剧一个特技，能够在近距
离、短时间内通过脸谱的快速变换给人以
新奇、惊喜、震撼的感觉，为人们所熟
知。

但是对于当下不了解戏曲的一些人来
说，川剧似乎只是凭着变脸等“一次性”
的当众表演，存活于现实的审美活动之
中。

对于中国传统戏剧，如果选择一个这
些年最让人痛心疾首的项目，中国艺术研
究院研究员田青的回答是“川剧”。“作
为一个地方戏中的大剧种，川剧的声腔特

色、帮腔技巧等都值得大书特书，但现在
留在台上的似乎只剩下一个‘变脸’。如
果说川剧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变脸’
仅仅是它的一个指甲盖，指甲盖可以描
红、可以做美甲，但用它代替整个人或者
说放大到看不见人，那么人得病了怎么
办？”

缺乏整体性保护让真正的川剧艺术显
得蹩脚了许多。其实川剧不但好看，还更
好听。蝶衣彩妆，唱、念、做、打齐全，
妙语幽默连篇，器乐帮腔烘托，程式化动
作含蓄又写意。川剧艺术孕育着生活之大
俗与大雅。

都说看不尽的川剧，摆不完的龙门
阵。四川方言，俏皮多姿，让川剧喜中
带诗。比如《秋江》的对话：

陈姑：嗳！艄翁：那么高

了，还矮呀！陈姑：咹！艄翁：

飞远了，按不到了！

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曾评述川剧“川
丑都有书卷气”，川丑往往是闲中作色，
轻轻一笔，使人越想越好笑。 川剧许多
丑戏并不热闹，倒是“冷淡清灵”，有牛
鬼蛇神，亦不乏风情月意。川剧文学俗中
见雅，自具文气。“更阑静，夜色
哀，月明如水浸楼台，透出了
凄风一派。”从 《情探》 戏文
中可见川剧优雅如是。梁
启超曾赞誉 《情
探》作者赵熙“直
声在天地，诗
名满人间”。

都说变脸
绝技，却

不解川剧
文雅诗意

说到川剧最
辉煌的年代，一

场庙会，甫一上演，万
人空巷，观众涌动。但

“文革”期间，川剧与全国其他
剧种一样，被当作“封资修毒

草”扫除，让多少川剧人一咬牙一
跺脚，怅然离开。

'&%&年，邓小平途经成都短暂停留之际，
兴趣盎然地观赏了《迎贤店》、《别洞观景》、

《拷红》等川剧传统折子戏的名家演出。从此，川剧在
全国率先开禁“传统戏”，迎来了黄金 '# 年，精品迭

出。这 '#年称得上是川剧的极盛时期，却也短暂。
"# 世纪 (# 年代中期，观众已不满足于仅有的传统戏，

艺术创作却迟迟跟不上大众的需求。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振兴川剧”的口号已经说明了川剧的不景气。

神秘的技法不断消失，整个川剧行业也面临着人才断
层、新剧创作乏力、名角儿稀缺等“疑难杂症”，甚至有的

艺人蹬起了三轮、擦起了皮鞋、补起了铁锅。
"##) 年，川剧已被赫然列入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预示着它即将消失的危险处境。
回眸历史，不禁冥思：大浪淘沙，古老的川剧艺术长河

里，有多少沉睡的英雄古诗等待着一支兰舟，与君识？
“最大的问题是，川剧在丢失自己的观众。而观众，恰

恰是一门艺术最根本的根基。”作为 *+年来川剧振兴历程的
见证者，魏明伦认为，所有的戏曲本质是大同小异的。川剧
的高腔可能特点太鲜明，难以传唱，但是川剧中有大量非常
优美的唱段和折子戏，比起现在很热的一些戏剧种类来说，
其实优势要大得多。

问题在哪里？“关键问题是川剧失去了观众，没有去培
养观众。”魏明伦认为，本土艺术、古老艺术如果不跟随时
代传播手段的变化而变化，一定会越来越弱势。川剧也需要
电视、网络这些新的大众媒体的参与，建立和培养新的戏剧
欣赏通道和群体。

并不是所有的古老戏曲艺术在全球多样文化的冲击下都
自身难保。角色是容易被遗忘的，而母体文化的精髓却历久
弥新。

妆得新容颜，再唱杨柳枝。
上世纪 (# 年代开始振兴川剧后，魏氏川剧 《潘金莲》

一炮而红，从内容的颠覆到“穿越”时空的表现形式，掀起
一场社会热议，成为中国荒诞剧与妇女思想解放的先锋，并
将影响力不可遏止地扩散到了海内外。

川剧的传承与发展，需要的仍然是好的剧本，好的形式
和有效的传播。

舞台是一个抽象的空间，正是演员赋予了其艺术流动
性；艺术是一个时空的合体，正是人的生命让之有了灵魂。
回顾川剧艺术之路，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王超坦言：酸甜苦
辣皆有之。从事传统文化事业很辛苦，寂寞、清贫，难以获
得与付出相匹配的回报。然而，无数川剧人仍然用心呵护这
门艺术，让川剧在现代文明的洗礼和考验下，承前启后，砥
砺前行。

（本文特约顾问：刘 祯）

妆得新容颜，再唱杨柳枝

川剧变脸，刹那芳
华的魔幻世界

晓 言
驰名中华梨园的川剧绝活———

变脸，用于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情的变化，把

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变成可见、可

感的具体形象———脸谱。变脸者以魔术般的技法，瞬息

间变化脸谱，更与吐火神功的诡异结合，以显示人物内

心和剧情的急剧变化及内在张力，是川剧中刻画人物最

有力、最浪漫的艺术手法。

相传“变脸”是古代人类在面对凶猛野兽的时候，

为了生存把自己脸部用不同的方式勾画出不同形态，以

吓跑入侵的野兽。川剧把“变脸”搬上舞台，用绝妙的

技巧使它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

相较于川剧艺

术本身的渊源和博大，变脸技艺的成形则要归属于 "#世

纪。在这期间，变脸在戏班的对台戏中不断摸索、演变、

精化，渐渐成为川剧的一大特色。川剧的悲剧极有特色，喜

剧独树一帜，凡是情感波折、内心激变之处，变脸皆有用武

之地。它以其怪诞狰狞的面相变化表现出人物内心不可名

状之律动，作为一种对人物内心非常独特的表现手法，大

大增加了川剧本身的表现力。每及名角表

演变脸，常常酿成爆棚之患。

变脸脸谱会选用一些不知名人士，包括侠士、鬼怪

之类的造型，而人们所熟知的脸谱，如关公、曹操、包

公等人物的脸谱一般不用于变脸。绘制变脸脸谱笔锋要

锐利、粗犷，颜色对比要强烈，这样才能形成炫目的效

果，在设色寓意的设计上，要以剧中人物的道德品质和

角色种类为依据，或歌颂赞扬、或揭露讽刺、或鞭挞批

判，或贬或褒，全都可以从脸

谱色彩中反映出来。

变脸的方法大体分为 *种：“抹脸”、“吹脸”、“扯脸”。

“抹脸”是将油彩涂在脸的某一特定部位上，到时用

手往脸上一抹，就可变成另外一种脸色。如果要全部变，

则油彩涂于额上或眉毛上，如果只变下半部脸，则油彩

可涂在脸或鼻子上。

“吹脸”只适合于粉末状的化妆品，如金粉、墨粉、

银粉等，有的是在舞台的地面上摆一个很小的盒子，内

装粉末，演员到时做一个伏地的舞蹈动作，趁机将脸贴

近盒子一吹，粉末扑在脸上，立即变成另一种颜色的脸。

“扯脸”是比较复杂的一种变脸方法。它是事前将脸

谱画在一张张绸子上，剪好，每张脸谱上都系一根丝线。

再一张一张地贴在脸上，丝线则系在衣服的某一个顺手

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随着表演的需要，在舞蹈动作

的掩护下，再一张一张地扯下来。

川剧绝活滚灯

川
剧
绝
活
变
脸

川剧绝活吐火

青春版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剧照

川剧《秋江》剧照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