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树苍翠，芳草如茵，上海京剧院岳阳
路大院内，伫立着首任院长、麒派艺术创始
人周信芳的铜像。

陈少云每次进门，第一件事总是向周
像鞠躬致礼，庄重而虔诚。时空相隔，似是
诉说心中崇敬，又像在探询流派未来。

从未见过大师本人，陈少云却以 !"年
从艺生涯，实践与诠释周信芳的作品与精
神。作为当之无愧的“麒门掌门人”，他将海
派元素、时代风貌融入国粹传统，勇担继承
与创新的重任。

浑然天成

在荣获本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名家
中，陈少云是“新上海人”。
“上海是麒派艺术的发源地，带给我深

厚的学习土壤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座海
纳百川的城市，追求创新与合作，推动我在
艺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出身梨园世家，陈少云的艺术之路起
于幼年。

父亲自小在上海学戏，后辗转至湖南
湘西。起初，由于学戏太苦、成名太难，他坚
决不让陈少云接触京剧。然而，对艺术的迷
恋许是与生俱来，陈少云常趁父亲演出时
偷溜进剧场观戏，没等大人卸妆，就匆忙跑
回家装睡。

就这样“瞒天过海”，既看戏又学戏：系
着手绢儿当水袖，挂着红缨枪的长须当髯
口，依样画葫芦地模仿各种角色，逐渐成为
孩子们的“戏头”，有模有样地演起《秦香
莲》《龙凤呈祥》等经典剧目。而他的执着与
天赋，也让父亲终于松口，同意他进入艺校
和剧团。

#岁开蒙，$%岁登台，陈少云初次面
对观众，演的就是周信芳代表作《徐策跑
城》。“我喜欢老生与武生，脚步活、节奏
强，特别过瘾！后来，接触到‘麒派’，浓墨
重彩、激情洋溢的表现风格，感觉就像为
我量身定制。”

遗憾的是，身处大山，陈少云没有机缘
见到麒派鼻祖周信芳，但他潜心揣摩与钻
研，向多位前辈艺人悉心求教，凭借在民间
舞台摸爬滚打的几十年，也练就了扎实的
功底和宽阔的戏路。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湘西铁路修建部
队庆功演出，这位隐匿大山的“奇才”惊艳
全场，继而走进湖南省京剧团，并逐渐在全
国京剧界崭露头角。九十年代，纪念徽班进
京 &%%周年演出，大导演阿甲感叹陈少云
“草根一个，浑然天成”，收其为关门弟子，
亲授麒派经典。

外朴内秀

博采众长，却又独树一帜，陈少云精湛
的艺技，引起麒派诞生地———上海的关注。

上海，有海的容量，海的激情，海的生
机。在这里，年近半百的陈少云如鱼得水，
迎来创作的黄金时期，而他的“发声”，也让
海派京剧焕发新生。

$##'年，为纪念梅兰芳、周信芳两位大
师百年诞辰，陈少云担纲“外援”借调来沪，
参演新编京剧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原
创新戏，无从借鉴，他大胆塑造陈琳这一全
新形象，刻画小人物的鲜活个性，探索“俗
中求雅”的推广模式。
“狸猫”得到广泛赞誉，也让陈少云从

此扎根上海。$##!年，他正式进入上海京剧
院。&%%&年，陈少云夙愿得偿，拜在周信芳
哲嗣周少麟门下，成为麒派正室弟子，感悟
海派戏剧之精髓。

来沪近 &%年，陈少云演绎了一系列经
典，有《楚汉相争》《清风亭》等麒派名剧，也
有《贞观盛事》《宰相刘罗锅》《成败萧何》
《驼哥与金兰》等新编京戏。

其中，《成败萧何》则是对经典名剧
《追韩信》的突破与创新———与周信芳所
饰萧何爱才、荐才的急迫不同，陈少云所
演的则是韩信居功自傲后，萧何痛才、惜
才的挣扎。
“周大师的萧何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再

造一个萧何，既激动又忐忑。”为此，陈少云
与上海京剧院的成员协力合作，十几次修
改打磨剧本，从身段、台步到髯口、水袖，全
部重新设计。

果然，《成败萧何》好评如潮，连演不
衰。陈少云的饰演，唱腔新颖，行腔高亮，细
腻地刻画出萧何在理智与情感交错下的矛
盾，他也凭借该角儿，不仅包揽全国戏剧表
演大奖。

一边总结周大师的演绎，一边挖掘发
挥自身的特色，陈少云不仅形成“外朴内
秀”的表演风格，而且为麒派艺术发展闯出
一条新路。
“麒派”的精髓是什么？
“真情实感，浑身是戏”，为陈少云的答

案。“京剧表演中，流派要为人物服务。麒派
具有音型洒放、节奏奔放的特点，在探究性
格、表现情感时很有感染力。”

戏比天大

一连串搓步疾走和宽袖甩动，“萧何”
不顾生死地马前挡驾；之后腾空跳跃，双

膝跪起再落地，以性命担保恳求“刀下留
人”……满台的奔放，满台的激昂，很难想
象台上的表演者已年过花甲。
“半空落地的下跪动作，摔坏过他的膝

盖！”妻子杨小安心疼地感叹。
“陈老师，你这跟头还要翻到什么时候

啊？”学生和观众关切地询问。
倾心竭力，一丝不苟，从艺近六十载，

“戏比天大”是陈少云恪守的表演原则。屡
获殊荣与赞誉，亦不改初心，付出与牺牲难
以计数。

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他不巧脚趾骨折，
医生勒令手术，但他担心缺席会影响剧团
发展，便缠紧弹性绷带，麻木伤处忍痛坚
持，“那天演的是《徐策跑城》，全是脚上的
功夫！下台时已全身湿透，直打哆嗦，连谢
幕都走不了！”
浙江京剧院《东坡宴》，他在创排时接

到亲人去世的噩耗，但心知《东坡宴》寄托
着浙江同行的期望，不想因家事耽搁整个
剧组的进度，于是强压悲痛继续排演，未
向剧组请过一天假，只是嘱咐妻子去湖南
料理。

无论主角还是配戏，无论排练还是演
出，陈少云都精益求精。好几次排练，导演
为照顾他的嗓子，请他小声唱，陈少云却笑
说“我不会小声，师父没教过”，让剧组同仁
钦佩不已。

每场演出前晚，陈少云总是彻夜难眠，
闭上眼睛就是戏，黑暗中他反复琢磨，近乎
苛刻地修正完善，力求每一个细节都能达
到极致。几乎每年生日，都遇上演出排练，
他却笑称这是“最好的礼物”。

他曾向妻儿承诺，!(岁后不接新戏。但
今年，《金缕曲》邀约难却，他只能对家人食
言。这份敬业与热情，恰如他在获颁“杰出
贡献奖”时所说，“我爱京剧事业，自认为只
是做该做的事，难免酸甜苦辣，但政府和观
众却给我这么多鼓励与荣誉，我唯有更加
努力，创造更好的人物与作品。”

继往开来

时代变化，京剧是否已经过时？怎样传
承麒派经典？如何弘扬传统艺术？
这些担忧始终萦绕在陈少云脑海。“麒

派艺术式微、京剧后继乏人，传统文化正面
临危机。”他叹道，以前几乎每个院团都有
麒派老生，而现在却是凤毛麟角；周信芳大
师生前曾演过 !%%余剧目，尚能传世的却
只剩一个“零头”。

&%%)年，陈少云被授予“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京剧）代表性传承人”，深感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开始系统地教授学生。
&%%#年起，“周信芳艺术传承研习班”开课，
陈少云在整理旧剧、创编新戏的间隙，担任
主教老师。
“我们这代在舞台上的时间有限，应该

抓紧培养黑发人。”培育青年演员，陈少云
不遗余力、倾囊相授，而他台前幕后的言传
身教，也确实结出可喜的成果。目前，《成败
萧何》《狸猫换太子》《四进士》等一系列麒
派剧目均诞生青春版，风华正茂的小字辈
扛起传承大旗，让他倍感欣慰。
“青年演、青年看，京剧才有活力，才有

明天。”提携后辈的同时，陈少云力求在年
轻人间推广京剧，培养观众。他将四个多小
时的剧目改编与削减，使念白与唱腔更通
俗易懂，在坚持京剧艺术风格的基础上，符
合现代感与年轻人的审美需要。

几年来，陈少云与剧组深入校园，足迹
遍及全国多所高校，希望吸引更多人走进
剧场，切身体会传统艺术的磁场。“从没想
到，京剧竟然这么好看！”“陈老师在台上
哭，我们在台下哭，太震撼了！”大学生们如
是感叹，)%后、#%后掀起京剧热潮。

明年是周信芳诞辰 $&%周年，无疑陈
少云将愈发忙碌。他盘算着几件要紧事，一
是挖掘与抢救老艺术家的经典剧目，二是
新编正能量、有情怀的历史剧，三是根据麒
派特点创作全新的现代剧。陈少云期盼，借
助这“三驾马车”，能促进海派京剧这门传
统艺术，驶向繁荣与发展的未来。

本报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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