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采访刚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的尚长荣不是件容易的事。倒不是这位中
国剧协主席架子大，而是太忙了。头一天依
约到尚长荣家去采访，不想尚长荣去了京
剧院而且刚刚进录影棚，央视“人物”专栏
正在做拍摄的准备工作，原来这两天央视
在跟拍尚长荣，上午的采访和拍摄时间超
出预计，所以下午的时间也因此有了变化。
第二天上午再度上门，记者特意比约定的
时间提早了些，不想走进尚长荣的家门，早
已是高朋满座———深圳粤剧团的团长带领
剧团的演员们前来拜访，想请“尚老师”月
底看戏；江西梧州市的副市长赶在上海与
梧州之间高铁开通的第二天带队来拜访
“尚老师”，顺便送上将在梧州建成的中国
戏曲博物馆的资料……等客人们离去已经
是中午十一点半左右了，而下午一点，尚长
荣就要出发赴大学做讲座。记者只得速战
速决进行了一次快速采访，但采访结束也
已超过 !"点了，已经 #$岁的尚长荣坚持
要把记者送到电梯口，坚持要等电梯来了
才肯回房间……

问!经常听您说起当年!夹着剧本"听

着贝多芬的#命运$潜入潼关%的故事&想问

一下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和上海京剧院合

作'曹操与杨修(这个戏呢)

答! 如果问，我到上海是为了追求什
么，我是被上海的文化氛围、上海文艺界的
风气以及上海京剧院这个院团把我吸引过
来，要不我夹着剧本既没有在我服务的陕
西省京剧院排，也没有去北京排，那时我一
心想到上海。上海确确实实是少有保守，素
有求索、求新之优良传统，我是奔着这个来
的。可是那时我仍然不知道《曹操与杨修》
这个戏能不能和上海京剧院合作成功，但
即便不成功也要闯一闯。不能够无所作为
啊。俗话说：功课不好难以见爹娘，没有好
戏难以面对广大的观众。结果跟上海是一
拍即合。
我到上海来之后，也有人问我在上海

怎么样，我说八个字，我的艺术追求“如
鱼得水”，还有一句“如虎添翼”，我需要
这样的氛围，我需要这样的团队，我需要
这么好的观众。所以有这三点，我是感到
很幸福的，我曾经说，上海需要我，我更需
要上海。

问!你的'曹操与杨修(后来被誉为京

剧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贞观盛事(和'廉

吏于成龙( 则是囊括了中国戏剧界所有重

要奖项的!大满贯%作品&您好像对新编戏

特别情有独钟)

答!如果说新编历史剧目，从小时候看
得也不少。那个时候咱们北京的剧团，还有
外地的一些名团，也都有不少新创剧目。我
第一次演新创剧目应该是 !%&'年，是大连
京剧团，那时叫旅大京剧团，他们排了一出
新编历史剧叫《河州城》，是南宋抗金兵的
一个戏，这个戏当时很新颖，里面唱念做打
都很丰富。后来我们尚剧团这些个少壮派、
我的老师兄们就把这个戏学过来了，也演
了。这个戏又有故事情节，场次结构又很紧
凑，里头表演各方面都很讲究，那个时候我
就很着迷演这样的戏。

我排的第二出比较大的新编历史剧时
我已经到了西安，那时我二十岁，戏讲的是
明朝大将熊廷弼。后来又排了一个小打小
闹的戏，中间又排过些现代戏，比如说
!%'$年排的《延安军民》等，直到改革开放
后，我第一个排的是《张飞敬贤》，后来又排
了《射虎口》，!%()年我和陕团到上海来演
过这个戏。

问! 现在很多的新编戏都是演不了几

场就扔在一边了& 而您的新编戏好像成功

率特别高& 您觉得一部成功的新编戏应该

具有哪些因素)

答!新创剧目第一要看内容，跟现在观
众的欣赏需求能不能合拍，其中包括，它的
历史意义、戏的内涵、故事情节、它的结构。
再一个，新创剧目不能没导演。曾经有一个
说法，说京戏就是不能要导演，京戏是以角
儿为中心的，这个话应该说不能完全否定，
但似有偏颇。一个戏是应该以这个戏为核
心的，这个戏当中，当然要包括主演，但主
演不是唯一核心，还有导演，还得好听、好
看、得动人。我是接受导演的，不是排斥的。
但是现在有的戏，外包装的、形式上的新的
元素比较多，但外包装和新元素，并不能保
证这个戏成功。就跟人的身体似的，我们不
能仅靠输血，不能光靠打营养剂，还得靠这
个戏的自身站得住，扎实的戏是戏的核心。
另外，一个戏没有好的唱段不行。我们

有唱，我们有念，还有表演，这都是我们中
国戏曲展现的规律和绝招。再看我演过的
“三部曲”，没有过多的舞蹈，几乎没有合
唱。现在一些剧戏一不够就用合唱来补，开
幕之前合唱，开幕之后还是合唱，那这种合
唱用得最高明的是川剧，现在太多了。还有
不要雷同，你看“三部曲”，没有大块的舞
蹈，没有合唱，没有“连弹”（就是连唱），没
有拔子，也不是说“连弹”不好，也不是说拔
子不好，得分什么戏。

问!这两年您一直提!激活传统%&你为

什么会这样强调&怎么样才能激活传统呢)

答!实际上“激活传统”这四个字，是戏
曲理论家龚和德老师提出来的，一次人家
采访他让他谈尚长荣，他说长荣啊，他是在

寻找新文化的支撑，他在寻觅激活传统的
方法。那时候我就是想把传统戏演得“接地
气”，传统戏不光是手眼身法步，现在看前
辈的电影，什么活周瑜、活曹操、活诸葛亮，
他们为什么这么好啊，这些前辈他们也没
有接触和研究过斯坦尼啊、布莱希特啊，他
们就是把历史人物演得活，他们运用四功
五法，他们运用程式，把技巧用得活，看着
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问! 我在采访中青年演员时很少有人

会和我说这些技巧上的问题& 甚至觉得戏

曲程式束缚自己的表演&您怎么看)

答!程式以及我们的唱念做打的技巧，
是否是在舞台上束缚演员的塑造人物的追
求呢，我说其实不然，激活传统就是要让技
巧为人物服务，而且还要强化，这样就不至
于走弯路。什么弯路，就是现在有些“自然
主义”，有点向话剧、向影视那儿去靠拢，这
样的靠拢不是我们戏曲演员的强项啊，就
像芭蕾，你没有脚尖的功夫是不行的，“我
内心，我内心”，内心看不见，全得通过你的
肢体语言来表达，如果没有过硬的基本功、
唱念做打舞，戏就是温开水。常有人问我，
演曹操哪些地方运用了话剧，哪些地方借
鉴了电影，我说没有啊，我真说不上来。

问! 我记得以前有媒体报道过您在某

个场合批评现在戏曲舞台上一些不严谨的

现象)

答!以前，如果盔头掉了，里面的包头
网子没动，刚学戏的小孩子不挨打的，如果
里面的网子全掭了，小孩子要打屁股的。

我到上海定居之后的第一出戏是复排
《智取威虎山》，有的朋友关心我，说尚老

师，您别这么卯上，这是排戏。但我心里有
个准绳，我得捉捕到人物灵感，人物定位，
我不敢把它们丢掉，每次排练我总得这样，
因为丢掉之后，到了舞台上分秒之间你绝
对找不回来。所以排练场上要特别认真。我
现在经常说，要呼吁苦排《曹操和杨修》的
精神，绝对不能台下不做准备台上见。一个
京剧团体，你不用看它的台上，你看它的排
练场，在排练场精神面貌达标的，京剧前景
无忧矣。

问!您对青年演员有什么建议和希望吗)

答!我不欣赏睁开眼睛就是戏，以前叫
三门：家门、剧团门、剧场门。当演员得会生
活，但是该来正经的，必须专心投入。以前
我也好玩，也没有人管我，但我还有那么点
儿自觉性。玩是玩，正业是正业。自己要分
得清。你说我睁开眼就是戏，其他都不认我
只认识戏，那么傻了，戆了，木了，呆了，演
员太需要了解外面的东西、感受生活了。

还有，现在戏曲院团里留下的青年演
员，我想他之所以留下是因为爱好、喜欢这
个专业，我们做领导的不能老是批评他们，
大家得慢慢往前追求的。现在我们都苦哈
哈的，特别是年轻的，你不能让他不娶媳
妇、不成家啊，难道我们一个国家剧团的演
员，收入还不及一个拉门的门童吗？所以要
提高。

问!可以谈一谈您近两年的计划吗)

答!我非常愿意，甚至主动给愿意学的
年轻人做一点帮助。现在正在排青春版的
《曹操与杨修》，这是从夏天开始的，我们工
作起来氛围好极了。除了给这些年轻人一
些帮助指导之外，再一个是我把自己的文
字总结、声像的总结做一下，以前觉得不好
意思，现在七十多了，也应该做了。争取按
部就班的。现有的音像资料再版，可能还要
录一点。明年青春版“曹杨”演出，我还可能
再演一场。还有要做一些讲座啊之类推动
戏曲工作，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一年一
二十次总归有的，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我
倒愿意，大不了两节课嘛。

我自己是不会再排新戏了，到时候给
人出点主意是有可能的，自己绝不逞能。就
保持还能上场，能演一点儿，调门还可以就
行了。 本报记者 王剑虹

尚长荣!奔着求索求新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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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尚长荣&京剧表演艺术家&首位中

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者&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曾多次获得国家级艺术大奖以及!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被国际剧协授予!世界

戏剧大使%称号-

尚长荣出身于梨园世家&受业于侯

喜瑞等京剧名家大师&深受京剧传统艺

术精神的熏陶- 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

艺术生涯中&扎实地继承了京剧花脸艺

术!唱"念"做"打%的各项技艺&艺术造

诣十分深厚- 尚长荣对振兴京剧"推动

京剧艺术的发展具有极为强烈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 他竭力推动和投身于京

剧新剧目的创作活动&并塑造了一批性

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尤其是在'曹操与

杨修(中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的曹操形

象&被称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贞观

盛事(/'廉吏于成龙(中继续运用和挖

掘京剧的表演手段&塑造了魏征"于成

龙两个成功的舞台形象- 他这三部作

品&也被喻为!尚长荣三部曲%- 他以自

己创造性的艺术劳动&成为新时期以来

京剧新剧目创作演出方面的杰出人物-

成就简介

! 尚长荣0戏是戏的核心 本报记者 胡晓芒 摄

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