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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人眼里，京剧是“古典艺术”，既古老又
经典，如同价值连城的老古董。

其实当初，京剧是流行娱乐，如同现在的流
行歌曲。就像提到老北京，人们脑海里总会出现
这样的画面：一个端着茶碗的中老年男性，打着
节拍、眼睛微闭，摇头晃脑、一板一眼、津津有味
地哼吟着多半就是马派或者杨派的某段唱腔。
“流派”产生于京剧最流行最繁盛的年代。

因为市场红火，优秀演员辈出，竞争激烈，而剧
目又多是梨园长期积累的共有资源，所以只有
自觉追求强烈鲜明的艺术特色，才能鹤立鸡群。
“流派”由“创始人”（宗师）、“追随者”和独

有的艺术表演风格构成。开宗立派的创始人多
聪明慧黠，不但师承深厚、博采众家，还根据自
己的性格爱好、天然禀赋和审美理念，创出特殊
的演唱韵味和表演技巧，把角色演活唱绝，使之
具有持久的欣赏价值和舞台生命力，引来观众
痴迷、弟子追摹、同辈演员仿效传播，最终形成
一个特色鲜明的群体即“流派”。一个流派特有
的表演、唱腔上的韵味，熟悉的观众只要看一
眼、听一耳就分辨出来。

所以说，流派源于风格，风格即个性，审美
个性愈强烈、流派色彩愈浓郁，愈能给人们以美
的震撼，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流派不是京剧特有的，川剧、越剧、评剧也
有，昆曲也有地域性的流派。但说京剧的流派最
多最著名，应该不会有错。

开宗立派第一人

光绪年间到上世纪 .%年代，京剧流派纷呈、
繁花似锦的灿烂持续了 .%余年。

最早开宗立派的，应该算谭鑫培。他技艺全
面精当，善于体察刻画不同的人物形象，委婉细
腻，曲尽其妙。“谭派”是京剧有史以来传人最
多、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老生流派，“无生不学
谭”。此后老生行中余叔岩的余派、言菊朋的言
派、高庆奎的高派、马连良的马派、周信芳的麒
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啸伯的奚派等，都是从谭
派中衍化出来的———追随者在继承创新之后变
成了新流派的创始人。

戏曲理论家龚和德认为，京剧属于“前辈典
范型文化”，舆论总是鼓励临摹，而对临摹中的
各种变异不予宽谅，如徐慕云在《谈罗小宝》中
说：“小余系伪谭，连良是骂谭，真谭只有小宝与
俊卿耳。”

可惜，正如齐白石老人所言“学我者生，似
我者死”，善学者学的是精髓。今人只记得余叔
岩、马连良，听说过罗小宝、贵俊卿又有几人呢？

群星璀璨耀神州

早期流派除了老生行的谭派、孙（菊仙）派、
汪（桂芬）派、奎（张二奎）派、刘（鸿声）派，还有
旦行的王（瑶卿）派、陈（德霖）派，武生行的俞
（菊笙）派、黄（月山）派、李（春来）派，净行的裘
（桂仙）派，丑角的杨（鸣声）派。

上世纪 )%年代，京剧流派如群星璀璨，最多
时计有几十种。四大须生的余（叔岩）、言（菊
朋）、高（庆奎）、马（连良）在继承谭派、孙派、汪
派的基础上发挥特长；王瑶卿则影响造就了梅
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这四大名旦派别。
四大名旦之外的旦角流派还有筱（于连泉）派、
黄（桂秋）派、李（多奎）派；小生行当有姜（妙香）
派、俞（振飞）派、叶（盛兰）派，武生行有杨小楼、
盖叫天、李万春、叶盛荣等流派；“净行三杰”是

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文丑萧（长华）派，武丑
叶（盛章）派，还有文武兼备的李（少春）派。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还出现了“中兴者”，谭富英的新
谭派、张君秋（旦）的张派等承前启后。

除了个人流派，因地域文化之别还形成了
地域性的“京派”和“海派”。前者亦称“京朝派”，
讲究严谨的艺术规范、严格的师承、完美的表现，
但有拘泥成规之弊；后者以上海为中心，亦称“海
派”或“外江派”，讲究艺术革新，敢于突破旧范、
追求新奇效果，但易流于粗疏。

流派束缚了京剧的发展？

对于流派的利弊也有不同看法。
一般认为，众多流派将京剧表演艺术发挥

到极致，丰富了欣赏层面，为观众提供了奇特
的审美享受。但也有人评论，京剧流派的繁荣
虽刺激了京剧的发展，却使戏曲艺术疏离了人
文方面的追求，偏于一隅，使戏曲艺术流于技
艺的开拓而失去了应有的文化色彩。

细究起来，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当看
戏变成“听戏”，观众只看重形式的外壳，沉迷
于表演的细枝末节，对于内容反而熟视无睹。
反观话剧，重点似乎始终在要表现的生活和思
想哲理，内容紧随时代变迁。或者这就是京剧
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

其实从梅兰芳到样板戏，再到新编历史剧
《曹操与杨修》等等，各代都进行过内容现代化
的改革，可惜成功的屈指可数，不能挽救颓势。
难道是京剧成熟固化的构架形式、慢节奏程式
化表演与现代生活无法融合？这个问题，只能
等待专家深入探讨了。

“生存空间”决定流派盛衰

早期的流派由科班、师承、血缘等繁密的
人际关系构成。

)% 世纪 .% 年代后，中国京剧界引进了苏
式剧院管理模式，逐渐取消了名角挑班制度，
强调演出的艺术完整性，认为角色、剧目重于
流派。虽然杨宝森、张君秋、裘盛戎等流派是
在那时扬名的，但实际上他们之前早已进入艺
术成熟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此后，传统意义上以演员个人为标志的京
剧流派进入衰落期，新一代演员多为仿效，较
少揣摩、创新。

学者叶秀山曾说，流派需要“生存空间”。
作为普及“娱乐方式”的京剧曾经“生存空间”巨
大，戏班能成为一个产业。然而，随着电影、电视、
电脑、晚会等多种新“娱乐方式”的出现，虽然京
剧界努力使其与现代生活结合，但京剧仍不免从
“娱乐性”转化为“欣赏性”，更接近于“博物馆艺
术”。因为不“流行”了，“生存空间”渐渐“缩小”，
新流派不再产生，原有的流派慢慢变为“典范”。
但流派风光还在，大多数中青年演员托庇在流派
大师的荫泽之下，得其庇护又受其制约，很多“传
人”徒有其“派”却不入“流”。

京剧流派因时而生，也因时而湮。曾凭借火
车、轮船、留声机、唱片和“文革”政治化推行遍及
大陆的京剧，如今却因新科技浪潮的冲击而衰
落。这是悲哀，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规律吧。

让我们回首，重温往昔光影之中曾经风华绝
代的流派吧！随着人们开始审视个人与内心的关
系，渐渐回归慢生活，那些迷人的唱腔，或许会重
新回荡在我们的生活里。（本文特约顾问刘祯）

京剧流派
流风所及竞芳菲

张稚丹

奎派：也称“京派”。创始人张二奎
（$'$/—$'&/）是京剧早期老三杰之一，可惜过早陨

落。清道光时任都水司经承，因酷爱京剧被上司撤职。)/

岁下海，创立了奎派。生得伟岸英武，嗓音高亢激越，演唱念
白多用北京字音，字字坚实，有精金旺火般的魅力，重点唱句最
后一两个字，以足实气息喷出，听来干脆利索。武生俞菊生、
老生杨月楼均为他入室弟子。代表剧目有 《上天台》、
《打金枝》、《桑园会》等，他编演的 《四郎探

母》流传至今。

余派：开 创 者 余 叔 岩
（
$

'

0

%—
$

0

/

1） 是梨

园世家子弟，京剧界常

用“云遮月”来赞叹余叔

岩声音之美，即嗓音不靠

亮度取胜，而是有厚度，挂

味儿。他既刚劲凝重，又细

腻深沉的空灵唱腔，使谭派

艺术向细致、深沉的方向迈

进了一大步。他的拿手戏甚

多， 《桑园寄子》、 《搜孤

救孤》、 《王佐断臂》、

《战太平》等脍炙人口。亲

授弟子有孟小冬、谭富

英、李少春等，潜心钻
研余派艺术的杨宝
森后成为杨派创始人。

谭派：开创者谭鑫培 （$'/2—
$0$2）把青衣、老旦、花脸众行唱法及昆曲、

梆子、大鼓等音调有机融入老生唱腔之中，其“云
遮月”嗓音长于抒发低沉哀怨之情，略带感伤，韵味深
长；做工身段灵活洗练。梁启超盛赞“四海一人谭鑫培，
声名廿载轰如雷”。在没有电台、唱机的清末北京的街头巷
尾，到处可以听到“我好比，笼中鸟”的谭派唱腔。其后
的老生流派多脱胎于谭派。主要传人有王又宸、谭小
培、谭富英等。代表剧目有《空城计》、《李陵碑》、
《击鼓骂曹》、《定军山》、《四郎探母》、

《桑园寄子》等。

盖派：

开 创 者 盖 叫 天
（$'''—$02$） 原名
张英杰，幼年进科班习
艺，在沪、杭、苏一带唱
戏，艺名“盖叫天”意欲超
过“小叫天” （谭鑫培）。他
继承了南派武生创始人李春来
的艺术风格，广泛汲取京剧、
昆曲和地方戏中武生各流派的表
演之长，并借鉴武术，观察和摹
拟自然界的物象姿态，以丰富武
打技术和人物形体美的造型，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表演艺
术。盖叫天擅长演全本《武松》
（《打虎》、《狮子楼》、《十字坡》、
《快活林》等）“武戏文唱”，着重
于人物性格的刻划和精神境
界的展现，有“燕江南活
武松”之称。国外许多艺
术家称赞他是“艺术
形式美的大师”，
“活的雕像之

美”。

李派：开创者李少春 （$0$0—$02.） 出身
梨园世家，不曾进科班，却因家训严格而功底深厚。他

扮相清秀，唱腔清纯，文戏宗余，武戏宗杨（小楼），形成自己
文武兼备的风格。须生方面代表作有 《红鬃烈马》、《打渔杀家》、
《将相和》、 《满江红》 等，武生戏有 《野猪林》、 《闹天宫》、
《挑滑车》、 《三岔口》 等。他还在现代戏 《白毛女》 中扮演

杨白劳，《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弟子有谭元寿、
钱浩梁、裴艳玲、于魁智等。

马派：开创者马连良 （$0%$—
$0&&） 回名尤素福，幼习武生，后改学老

生。宗谭，拜孙菊仙为师，是前四大须生之
一，后四大须生之领袖，无论唱念做打均潇洒舒
展，浑厚中见俏丽，奔放粗豪而不失精巧细腻。马派
剧目多是唱念并重，甚至念重于唱。代表剧目有
《借东风》、 《甘露寺》、《四进士》、 《失空斩》
等，《借东风》中诸葛亮的唱腔，经他加工，
风靡一时。传人有李万春、言少朋、

张学津、冯志孝等。

梅派：开创者梅兰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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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生于京剧世家，

'岁学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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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登台，擅长青衣，兼演刀马旦。

他功底深厚，文武兼长；台风优

美，扮相极佳；嗓音圆润，唱腔婉转

妩媚，创造了为数众多、姿态各异的

古代妇女的典型形象，为四大名旦之

首，将京剧旦行的表演艺术提高到一个

新的水平，其表演被推为“世界三大表

演体系之一”。主要传人有张君秋、言慧

珠、梅葆玖、杜近芳等。代表剧目有《霸

王别姬》、《贵妃醉酒》等。梅兰芳曾

率京剧团多次赴日本、美国、苏联
演出，是把中国戏曲传播到国
外、享有国际声誉的戏曲表演艺术家。

杨派：开创者杨 宝 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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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京剧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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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登台演戏。倒嗓后缺少清
脆刚亮之音，他专心研习余叔
岩的表演艺术，利用音域宽广、

胸腔共鸣好的特点，使声音柔和

圆润、饱满沉郁，把抑扬、强弱、

虚实、大小等关系表现得错落有

致，表演清醇雅正、平实隽永，经

得起反复欣赏和时间打磨。他一生

从不趋时媚俗，戏班里有言“杨三

爷红在死后”，激赏者认为，他的

经典作品至今仍无人逾越。代表
剧目有《失空斩》、《伍子胥》、
《洪羊洞》、《托兆碰碑》等，
弟子中程正泰、李鸣盛、
马长礼等较有名气。

麒 派 ： 开 创 者 周 信 芳
（$'0.—$02.） & 岁学戏，2 岁登台，

后到上海演出，改艺名麒麟童。其演唱质朴苍
劲、念白挺拔，表情丰富，舞蹈气势磅礴，集热烈、
生动、深沉于一身。任丹桂第一台后台经理 '年间自
编自导自演剧目达 &%多出。弟子遍及海内外，还影响到
京剧其他行当，如名净裘盛戎、袁世海，名武生高盛麒，名
旦赵晓岚、童芷苓等均学习麒派表演，有麒派花脸、麒
派花旦之称。著名电影艺术家金山、赵丹，著名沪剧
演员邵滨孙都尊他为师。主要传人：高百岁、李少
春、童祥苓、李和曾等。代表剧目：《四进士》、
《徐策跑城》、《萧何月下追韩信》、

《打渔杀家》等。

谭鑫培

张二奎剧照

余叔岩《定军山》

马连良

杨宝森《伍子胥》

梅兰芳《贵妃醉酒》 《游园惊梦》

周信芳

《徐策跑城》

李少春剧照

盖叫天

程派：开创
者程砚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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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正

白旗人。自
幼学青衣，

受师于梅兰
芳。他在艺

术上勇于革
新

创造，讲究
音韵，注重

四声，追求
“声、情、

美、水”的
高度结合，

并根据自己
的嗓音特点

，创造出一
种幽咽婉转

、起伏跌宕
、若断若续

、

节奏多变的
唱腔，形成

深沉含蓄的
的艺术风格

，主要传人
有新艳秋、

王

吟秋、李世
济、赵荣琛

、李蔷华、
张火丁等。

代表剧目有
《英台抗

婚》、《荒山
泪》、《玉堂

春》、《青霜
剑》、 《窦娥

冤》等，

大多表演封
建社会妇女

的悲惨命运
。

余叔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