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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传承延续千年的秦腔有着“中国戏曲鼻
祖”之称。作为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唯一参演的秦腔剧目，昨晚，由西安秦腔剧院
易俗社创排的大型秦腔现代戏《易俗社》在上
海东方艺术中心歌剧厅惊艳登场。百年剧社
讲述百年戏园故事。该剧让沪上观众体验了
一把极具厚重气息和生命感染力的“大秦之
声”。
与莫斯科大剧院、法国芭蕾舞团并称为

“世界三大古老剧社”，来自西安的易俗社堪
称是中国戏曲艺术中的一座“活化石”。!"!#

年，在辛亥革命的感召下，陕西一批仁人志士
创办了这个新型艺术团体———易俗伶学社
（后更名西安易俗社）。

大型秦腔现代戏《易俗社》脱胎于百年易
俗社的风雨故事———全剧以“护社”“拜师”
“创排”“追随”“登台”“坚守”“圆梦”七场戏来

展现易俗社从初创到解放初期近 $%年的峥
嵘岁月。
剧中主演、西安秦腔剧院副总经理、易俗

社社长惠敏莉告诉记者，《易俗社》剧本的构
思其实 &年前就有了。但由于易俗社历史曲
折，史料丰富，要将百年历史浓缩在短短两小
时内是一件极难的事。“我花了很长时间四处
求贤写戏，但大多数的编剧都是高兴而来，为
难而归。”最终，耗时 $年，终于将这出戏搬上
了舞台。
板胡声起，大幕拉开，高亢明亮的秦腔将

观众带入百年剧社在中国近代史转折间的风
云变幻中。这部纪实风格浓烈的史诗大剧，将
易俗社的历史重现于舞台，以秦腔为媒，讲述
了老一辈艺术家以一腔热血坚守、传承古老
秦腔艺术的故事。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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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原创大型
话剧《国际歌》正在紧张排练中。据
导演傅勇凡介绍，将于本月 '(日首
演的这台话剧，表现的是共产党人
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如何让年轻演员消
除历史距离感，切实地理解时代背
景、把握角色的情绪，是排练中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

排练厅里，演员正在排练第三
场。剧中，工人们第一次罢工刚失
败，夏若冰带着学生肖艾频来到工
人家里，鼓励他们再次罢工，使众

人受到了鼓舞。排练现场，傅勇凡
耐心地为演员们讲着戏，不断引导
饰演工人的演员们的情绪，让他们
从疑惑到坚定，最后情绪开始激
动。饰演夏若冰的青年演员贾景晖
受到启发，不断与傅勇凡以及身边
的演员们一起探讨着更好的呈现
方式，最终将三句“罢工”说出了不
一样的情感内涵：“罢工？罢工。罢
工！”
从 )%月初建组以来，演员们已

夜以继日地排练了近一个月。为了
让演员更好地理解剧情，十九大期
间，剧组还邀请上海市委党校副教
授徐学通为演员们上了一节党史
课。傅勇凡说：“就拿剧中‘罢工’情

节来说，演员光提高‘罢工’这两个
字的音量是没用的，他只是在‘演’
这个工人，但内在情感没有达到共
鸣，但当我们的演员上了党史课，深
入了解了时代背景后，我再与他们
一起分析工人们的悲惨境遇，表现
出来的情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经过高强

度的训练，年轻的演员们将在舞台上
诠释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热血和信念，
呈现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姿态。 见习记者 赵玥

与角色的内在产生共鸣

! ! ! ! !"#!年深秋!在莫斯科留学的

夏若冰在报纸上获悉中国共产党在

上海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后!激动不已!当即决定回国投身伟

大事业"回到上海后!他以上海大学

社会学教授的身份开展宣传工作!

一边启蒙在校学生一边积极开展工

人运动" 与此同时!夏若冰将#国际

歌$播撒到工人群众中!振奋了迷茫

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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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天上午，戏迷汇聚龙华殡仪馆，送别越
剧“最美的蝴蝶”傅全香。大厅里，鲜花层层叠
叠地摆放成蝴蝶样，簇拥着傅全香的照片，照
片上，别着蝴蝶胸针的傅全香笑得格外美丽。
正合了她晚年一部电视片的片名———《她在
丛中笑》。大厅外，十二块大展板上介绍着傅
全香的生平和代表作，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
她的经典唱段，戏迷们举着“走好大姐傅全
香”“傅全香大师一路走好”等牌子早早地候
在一边，送别一代宗师。

创新不止
傅全香几乎一生都在“创新”。傅派发声独

特，将真假声完美结合，被称为“莺声”发声法，
在越剧花旦唱腔中独树一帜。最让人佩服的
是，傅全香 (%岁高龄时还创排了她最后一部
作品《人比黄花瘦》，剧中依然用了大量创新的
手段。在该剧中，她借鉴小生、老生、老旦等不
同行当的表演手法来塑造李清照，甚至借鉴了
京剧麒派的唱腔。受邀在《人比黄花瘦》中饰演
李清照丈夫的计镇华回忆说：“为完成这部创
新作品，傅老师咬牙坚持。每拍完一场戏，她就
抚着胸口说闷得喘不过气来，要我们把窗户全
打开。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她已病魔缠身。拍
完该剧两周不到，她就进了医院。”

参与《人比黄花瘦》摄制的电视编导汪灏
清晰地记得：“为了将李清照的生命历程贴切
表现，那时已年逾古稀的傅全香坚持要重走
‘清照路’。从李清照老家山东青州出发，一路
走到浙江金华。”

提携晚辈
*+%!年，傅全香向十多位传人赠送了一

张“小先生证”，这些传人被戏称为“授牌的傅
派传人”。傅全香的弟子、上海越剧院的陈颖
告诉记者：“老师觉得以后可能会力不从心，
所以希望我们把傅派艺术传承好，并发扬光
大。”已从乐清越剧团退休的傅派“小先生”张
腊娇这次带着自己的学生一起来上海祭拜老
师，如今她的学生也已开始带学生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傅全香与搭档范瑞娟

一起拍摄了电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及《李
娃传》。这两部戏曲电视剧都有老少两个版
本。陈颖回忆说，当时天天跟在老师身边看，
仔细琢磨老师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那
也是当时上海戏曲界的一个创举。
张腊娇说，乐清越剧团第一次去香港演

出时，傅全香已 ((岁了，剧团把她请去香港
压阵，而为了给晚辈助阵，傅全香天天晚上在
剧场看他们的演出，演出结束时还陪他们上
台谢幕，剧团在香港演了六场，傅全香陪了六
个晚上。每天演出结束后还进行点评，让大家
非常感动。 本报记者 王剑虹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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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距离演出还有半个小时，,-.化妆间里，
化妆师冯爱丽正在为即将上场的惠敏丽进行
最后的定妆。飞翘的眼角，娇艳欲滴的红唇，经
冯爱丽的巧手装扮，镜中活灵活现地出现了易
俗社历史上第一位女演员林梦芸的容貌。
担任易俗社主演的化妆师已 )*年，冯爱

丽早已熟悉每位主演的脸部特色，“相比普通
化妆，秦腔的妆面更浓”，描摹之间也更能体
现剧中人的个性。

)/岁开始学戏，冯爱丽曾经也是舞台上
的一名小旦。直到现在，偶尔还能从她嘴里听
到几句颇有韵味的哼唱。或许因曾经是演员，

她更能了解演员在舞台上需要怎样的妆面效
果，“眼角眉梢，说不上来哪些地方微调一下，
就能显露出剧中角色的神韵了。”
上场准备铃响起，将惠敏丽送出化妆间，

冯爱丽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整理随身化妆箱，
准备前往后台候场，等待换幕间隙的补妆、换
装。她笑着说：“以前放弃演戏是为了照顾家
里，想找个清闲点的活。没想到，当上化妆师，
反而比以前更忙了。”
一门之隔的舞台上，秦腔唱剧悠扬高亢，

而冯爱丽却一路飞奔小跑前往后台，根本无
心听上或看上一段。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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