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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版

!百戏之祖"的前世今生
本版撰稿 何文琳 !复旦大学"

!逢场必舞"需全身来!品"

! 百宝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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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苏州昆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兼导演、党支部书记吕福海老师携剧团优秀
演员来到复旦，为学子们表演、讲解昆曲。昆
曲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更是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
质遗产代表”名单。但对于这个艺术瑰宝，许
多国人都觉得欣赏起来颇为不易。吕老师虽
然承认昆曲并不很通俗，却认为每一个人只
要能“静下心来”都能和这种高雅的民俗艺
术来一次愉快的心灵碰撞。下面就让我们看
看他带来的赏昆曲“必备百宝箱”吧！

贵族与百姓的共同宠儿
作为戏曲的演变源头，昆曲有着无人超

越的艺术价值。它起源于元末明初，兴盛于
明末清初。清初的昆曲，可谓是皇亲贵族和
平民百姓的“第一宠儿”。当时的苏州只是很
小的城市，却有着 !$$多个表演昆曲的团

体，并且日日都演出爆满。康熙皇帝绝对是
个地道的“昆曲迷”。据说有一次康熙到江南
巡视，刚到苏州的当晚就要求看昆曲表演。
路途的疲惫丝毫不影响皇帝的雅致，他不惜
熬夜地一连看了七八个小时昆曲，次日又取
消了其他所有形式的表演，只欣赏昆曲。百
姓们受皇帝的影响，也偏爱昆曲。相传当时
全国上下，特别是江南人家，几乎每家每户
都会唱一两句昆曲。

与京剧角逐的小众艺术
“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是他们口中

最常出现的一句唱词，现在也总被用来作为
康乾盛世下昆曲流行的佐证。那么这一句到
底在唱什么？前一句来自《千钟禄·惨睹》中
“倾杯玉芙蓉”一折前三字，讲的是朱棣攻陷
南京、建文帝剃度出逃（“收拾起大地山河一
担装，四大皆空相。历尽了渺渺程途，漠漠平
林，垒垒高山，滚滚长江。但见那寒云惨雾和
愁织，受不尽苦雨凄风带怨长。雄城壮，看江
山无恙，谁识我一瓢一笠到襄阳。”）；后一句
来自《长生殿·弹词》中“南吕一枝花”一折
前三字，讲的是安史之乱后，乐工李龟年流
落民间（“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岐路遭
穷败。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衰残霜雪鬓须
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揣羞

脸，上长街，又过短街。那里是高渐离击筑悲
歌，倒做了伍子胥吹箫也那乞丐。”）。
这两句唱词的流传，有意无意地透露着

人们对于社会混乱的恐惧，也影射着明朝遗
民对清军入关的不满，以至于慈禧太后将这
类曲子定为“靡靡之音”“亡国之音”，彻底排
斥昆曲进入皇家视野，从而让昆曲在清朝中
叶遭遇了一次大规模的衰落，甚至在民国时
期差点消亡。当然，除开慈禧对唱词的不满，
此时京剧对市场的“抢占”也是一大原因。
京剧有着很多武戏，让人觉着新奇热闹，
自然更“接地气”。殊不知，昆曲在产生之
初也有武戏，只是文人们认为“打打闹闹”
与他们认可的“小众、高雅的文人艺术”颇
为不合，故而删去；但武戏却被京剧吸收
进来，如果你仔细留意就会发现，现在京
剧的武戏唱的还是昆曲。昆曲的“去通俗化”
让它脱离了民众，而皇族的抛弃更是给了它
急转直下的命运。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意识到昆曲复兴的

重要性，开始自筹款项办昆曲传习所。他们
培养了 %$多名专业演员，到各地区传播和
推广这一戏曲“活化石”。!#%&年 '月，这群
演员排练的剧目《十五贯》在京演出并轰动
全国。毛主席在中南海观看后也大为赞赏，
当即指示全国所有剧团都要学习昆曲，并赞
赏《十五贯》剧组以其“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
高的艺术性”做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的榜样，可谓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期间偏爱京剧的江青
把昆曲列为“四旧”，用样板戏一统江湖，昆
曲演员只能被迫转业。“文革”后虽又恢复昆
曲地位，但人们疲于进行经济建设，没有精
力和空闲来欣赏昆曲。上个世纪八、九十年
代昆曲在台湾的“意外走红”，以及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昆曲誉为“人间杰作”
这两件大事，终于又引起了国人对于昆曲的
关注。国家开始下大力气保护这一“活化石”，
甚至在 "$!"年以来的“文化企业转制改体”
大背景下，昆曲都依旧受国家特殊保护，无需
“转制”。相比而言，京剧就没有那么受重视
了，仅有 !$个团保留了旧有体制。

! ! ! !昆曲产生于江苏昆山，原名“昆山腔”。
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
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四大腔”，同属南戏
系统。

唱腔也有南腔北调
即使是这一个单一剧种，也有“南腔北

调”，分为“昆山腔”和“水磨腔”。
“昆山腔”产生之初是四大腔中最没有影

响的，然而它不断改革，吸取海盐、弋阳等腔
的长处，发挥自身流丽悠远的特点，又吸收了
北曲结构严谨的优点，运用北曲的演唱方法，
使其在戏曲诸腔中脱颖而出，并吸引了众多
文人投入到昆曲的创作中去。其后其他诸腔
逐步萎缩，而昆曲则独领风骚。昆曲的这种唱
法流传至今，绵延六、七百年，成为现今最古
老的声腔。
“水磨腔”改造自昆山腔，是昆曲的主流

唱腔，由明代嘉隆时期魏良辅十年改革而成。
关于“水磨”二字有多种解释。第一种是与食
物的类比；苏州人爱吃水磨圆子和水磨汤团，
而这种食物柔软细腻的口感正同昆曲舒徐委
婉的唱法相吻合。第二种是与红木家具的水
磨制作法类比；昆曲的创作过程正如红木水
磨一样，越磨越精细。我们单是从昆曲的行当
划分就能看出它的精细。京剧分为“生旦净末

丑”五个行当，而昆曲却在这五个行当下还有
二级甚至三级分类，它们彼此间的台步走法
甚至扇子的扇法都不同。这种分工的细致体
现出昆曲艺术的专业性、规范化和讲究度。
此外，昆曲孕育于温婉的江南水乡，上

善若水、“雅”字当头：它像水一样高贵却不
张扬，看似含蓄却颇具张力，仿佛只有水能
磨出来。

表演注重唱念做打
昆曲表演特点可以概括为“唱念做打”，

当然现在的昆曲几乎都是文戏，所以“打”的
表演形式已经成为一种过去。大家需要了解
的是另外三种。“唱”的要求总共八个字———
“字正腔圆、抑扬顿挫”；这一要求也需要落实
到“念”中。现在许多戏曲演员过分注重“唱”

而轻视“念”，这是对艺术的误读。“念”是“唱”
的基础，如果没有准确的发音，又如何做到
“依字行腔”呢？“唱”自然会少几分韵味。

“唱”和“念”发出的音都必须圆润而无棱
角，这也是为什么昆曲师傅在教徒儿时必须
面对面口传心授、死抠字句发音了。“唱”“念”
的严苛发音要求，加上“曲牌体”形式的规定
大大束缚了演员的自由发挥和创造，使昆曲
没有衍生出其他流派，难得保持了“六百年原
样不变”。 此外，在念白中，除了丑角以外的
所有角色都使用“中州韵”。这是当时的一种
普通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带北方口音的“苏州
官话”。昆山腔本来只是一地方戏，为了流传
更广必须使用“普通话”，所以念白便成为南
腔北调的杂糅体，与现在的苏州话差异颇大，
难怪很多昆山人惊讶：“我居然听不懂‘昆山
腔’！”

至于“做”，指的是昆曲的“身段”，即表演
法则。昆曲有着“逢场必舞”的特点，它要求演
员们用生动协调的动作情态来配合唱曲。为
了加强动作的表现感，演员们往往“欲左先
右”“欲前先后”，观众们也喜欢这一举一动的
含蓄。我们也许注意到，人们看京剧时都会说
“听戏”，原因就在于京剧的唱戏经常没有身
段动作配合，闭上眼睛即可欣赏；但昆曲需要
你发动全身来“品”。

静心品味锦绣昆曲

昆曲知识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