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

星期天夜光杯本

期

导

读

!#国学论谭

!"$上海珍档

海派文化孕育了宋氏家族

有关!洛神赋"的几点真相
!"%百姓纪事

!"&上海闲话

让我们一起听书吧

刮刀布

投稿：zhaom@wxjt.com.cn 来信：dzlx@wxjt.com.cn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期 ! 2013年11月3日 星期日 责编：赵 美 视觉：叶 聆

王
平

!

情
系
梨
园
传
薪
火

! ! ! !虽然王平从来没有正式
开门收徒，但是，这些年里，
从各地找上门来向他学戏的
人却络绎不绝。这些人里，有
京剧业内的演员学生，也有
票友。对于这些喜爱京剧艺
术、主动上门求教的人，王平
总是毫无保留地授艺，并且
不取分文。“当年，我的老师
们给我说戏时付出了很多心
血，却从没收过一分钱。以谭
老师为例，他交完戏后对我
说：‘只要你多学、多演，能使
前辈的艺术很好地传下去，
发展下去，就是对我最好的
回报。’我也要学习老先生们
这种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
从上世纪 !"年代至今，

王平坚持为自己院团以及北
京、上海、湖北、江苏、哈尔滨
等地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们说
戏，倾囊相授了《秦琼观阵》、
《长坂坡·汉津口》、《闹天
宫》、《野猪林》等经典骨子老
戏。#""$年 %&月，他因多年
来为京剧流派的传承带徒教
学并取得累累成果，被评为
第一批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在培养年轻人的同时，
王平也特别重视老艺术家。
他接任天津京剧院院长之
后，特意返聘已退休的老艺
术家杨乃彭、邓沐玮等，组成
囊括剧院所有非遗传承人的
艺术委员会，为青年演员传
艺，为新剧目把关。“老艺术
家是宝啊，我们绝对不能把
他们‘一刀切’，而是要把他
们请回来。”他说，只要老艺
术家愿意唱，无论何时，京剧
团的舞台永远都向他们敞
开。王平曾经对院里的一名
老鼓师说：“只要您还敲得动
鼓，您都是院里的演员，我不
会因为您的年龄而辞退您。”
在王平上任之后，其他

剧团经常出现的“人员流失”
现象基本没有再出现过。王
平说，他从来没有强制要任
何人留下。相反，他总是鼓励
演员到外面去交流，去学习，
去多见见世面。恰恰是因为
王平对演员的鼓励，所有演
员没有一个主动提出要离
开。很多演员告诉王平，他们
得到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但
他们的根，永远在天津。

! ! ! ! &'"(年，王平以新编现
代京剧《华子良》中华子良一
角二度荣获梅花奖，并且斩
获了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
“优秀表演奖”，第十四届上
海白玉兰奖主角（榜首）奖等
所有国家级重大舞台奖项，
登上个人艺术巅峰。
京剧《华子良》取材于小

说《红岩》，表现了老一辈共
产党员为了革命不惜牺牲，
忍辱负重地完成革命任务的
感人故事。在这部时长 %&)

分钟的戏中，主角华子良出
场近 %%'分钟，唱、做、舞繁
重，人物表演难度极大。王平
说：“为了创作这部戏，我把
自己所有的积淀都用上了。”

为了演好“疯子”华子
良，王平走访精神病院，听专
科医生给他讲述精神病的轻
重级之分，为自己对角色的
呈现找到线索；他反复观看
以《红岩》为题材创作的各类
作品，加深自己对剧作背景、
故事时代的全面理解；他一
连四十多天吃住在京剧院，
为“疯子”创作出打起来、舞
起来、动起来都极富美感的
视觉效果；即使因过度劳累
患上重感冒，他也没请一天

病假，发着高烧坚持排练。
首演时，重头戏“下山”

一段令观众赞不绝口：华子
良被敌人假意放下山。起初，
他如出笼之鸟，高唱出一连
串激昂的高拨子、导板、回龙
唱腔，并辅以轻松欢快的箩
筐舞。但很快，他发现了暗中
监视的特务，于是迅速决定
以“疯”戏敌。只见他挥洒出
一套转筐、抛筐、背身接筐、
单手耍筐、顶筐等从传统武
戏化出来的新动作。当观众
为这段行云流水般的高难度
表演惊叹不已时，他又突然
将箩筐变作武器，从左手绕
到右手再绕过脖颈，把敌人
晃得晕头转向。最后，他猛然
将箩筐砸向特务，做了一个难
度极大的空翻后躺倒在地。演
出结束后，这段精彩绝伦的耍
筐和剧中耍草帽、耍鞋的段落
一起，被戏评家们赞为“经典
三耍”，如今已成为中国戏曲
学院的示范教材。

至今《华子良》已在国内
巡演了逾 *''场，“我现在非
常有这份自信，只要你进了
《华子良》的剧场坐十分钟，保
证能津津有味地看下去，只要
你看完了，一定会喜欢它。”

! ! ! !舞台上，他是文武双全的京剧表演艺术
家，舞台下，他是平易谦和的院团管理者。梅花
奖、白玉兰奖等荣誉是对他个人艺术成就的肯
定，青年演员的成长，新剧目的创排，则是他最
挂心的头等大事。他就是天津京剧院院长王
平。本月 *+)日，天津京剧院将在天蟾逸夫舞
台举行“龙虎国韵·&'%,赴沪展演金秋档”演
出。王平说，二十多年前自己作为普通演员曾
到上海演出，这一次率团前来，希望再一次向
上海的观众奉上精彩的演出：“想告诉上海的
观众们，这么多年了，我还活跃在舞台上。”

! ! ! !坐落于天津市著名商业区天津劝业场内
的中国大戏院，是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戏曲、曲艺界的大师、
名家曾在这方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谱
写梨园传奇，给观众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其
中，就包括王平和他的父亲王宝春。中国大戏
院外有一道围墙，绕着围墙向戏院背后走，是
一条几十级的台阶，走上台阶，就是一片宽大
的空地和十几间联排平房，这里是大戏院的
楼顶。半个多世纪前，这里也是天津市京剧团
的演员宿舍区、王平的家和练功场。
“我从记事儿起耳边听到的就是锣鼓点

儿和各种唱腔，看到的就是连唱带打的各种
人物形象。”因为父亲是团里著名的武生演
员，从小在戏院侧幕旁长大的王平子承父业
仿佛顺理成章。*岁时，父亲成为王平的启蒙
老师，但最初的感觉并不美好。王平印象最深
的是自己的腿总被父亲吊在头上，每天一条
腿吊两三个小时后，还要再踢上几百腿，然后
换另一条。他的叔叔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也不
胜感慨：“孩子还那么小，我哥就让他对着墙
练劈叉，每只脚下边垫三块砖，后面再顶个大
椅子。”授艺时，平日和蔼的父亲完全变了个
样儿，儿子的动作稍有不到位，就会遭到竹爿
子打屁股的严厉惩罚。“那是一种魔鬼式的训
练，我当年真不知流了多少眼泪。但长大以后
我却特别感谢父亲，为我打下这么坚实的基
础。”王平说。

-岁那年，王平像父亲一样登上中国大
戏院的舞台，成功演出了技巧繁难的武生独
角戏《林冲夜奔》。舞台下，严厉的父亲又变回
他记忆中和蔼可亲的模样，一边使劲儿给他
鼓掌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如今，八十多岁的王宝春

依然是儿子最忠实的观众，有
王平演出的现场，总能看
到老先
生的身
影。“为了
演 好 武
戏，父亲的
腰椎、腿落
下了伤病，
可每次看完
我的演出，
老人家的
身体和精
神就会强
健上一阵
子。”

! ! ! !上世纪 $'年代，王平从部队转业到当
时的天津京剧二团，成为一名专业京剧演
员。王平说，进入剧团后，自己几乎是从零
开始———虽然自幼打下了过硬的基本功，
但他学过的传统戏太少了。就是从那时候
起，王平开始跟随京剧大师谭富英先生的
入室弟子、富连成科班“世”字辈费世延先
生学习传统剧目，一学就是 &'年。“我从进
京剧团到 %!!!年费老师去世以前，所有的
文戏都是跟费老师学的。”在学习期间，他
循序领悟了人物塑造的方法技巧，进入了
用声更用心、用技更用脑的演唱境界。
表演艺术家厉慧良先生是王平艺术道

路上第二位重要导师。他帮王平解决了武
戏上至关重要的“控制”问题。因家传积淀，
当时在武功技巧上已然“十八般武艺精通”
的王平表演时爱用蛮力。有一次王平演《挑
滑车》的高宠，厉先生对王平的一个持枪动
作提出了批评，“你拿的那是大枪吗？分明
是苍蝇拍！就那样直杵杵地捅出去，又轰来
轰去的，一点儿也不美呀！”厉先生还跟王
平说：“我的大枪能用 %'年 &'年，你的没
演几场就会坏，因为你总一味真杀、真打，
不管不顾的乱磕乱碰啊。”从此，王平明白
了武功不只是完成动作，还要注意一招一
式的美感，注意虚实结合，追求神韵。

在老师们的提拔和自己的努力下，王
平逐渐成长为文武不挡、老生武生兼工的
优秀演员。%!!$年，他因在《岳飞与杨再
兴》一剧中对岳飞的精彩演绎摘得中国戏
剧梅花奖。&'''年，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
寿因为看中王平文武双全的良好基础，主
动提出要收他为弟子。拜师仪式举行后，王

平频繁往返于京津
之间向谭先生学
习。谭家的阳台上，

这对师徒起早贪黑地说
戏、学戏，仅以半个月时间就高

效完成了对谭派代表作、传统剧目
《定军山·阳平关》的又一代接力。“谭先生
就是第三位对我帮助很大的老师，他不仅
带我领略到谭派艺术的博大，还无私地为
我其他的戏提出指导，我知道他心里期望
的是京剧的薪火相传。”%%月 *日，王平将
在天蟾逸夫舞台上主演这出戏。

子承父业
父亲是最严厉的启蒙老师

半个月学成谭派经典
在心底种下薪火相传的种子

创排现代京剧《华子良》
“经典三耍”成示范教材

培养青年人
为京剧传承做工作

! 王平!右"在排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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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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