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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貴情義深

大公報記者 張 帆

茅善玉：不能小看四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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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不是神，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不應只有剛正不阿的一面。」安平接受本
報記者電話專訪時道。在 「京劇折子戲專場
」中，他將扮演《鍘美案》裏的包公，以韻
味悠長的裘派唱腔，塑造人性 「包青天」。

抒情花臉「接地氣」
安平為京劇裘派花臉名家，被譽為 「抒

情花臉」，師承夏韻龍、尚長榮、李長春、
李榮威等，曾獲中國戲劇 「梅花獎」，上海
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 「主角獎」等。

「香港觀眾很懂戲，他們的評價也很專
業。」今年是香港特區政府成立二十周年，
安平告訴記者，演員們於期待、興奮之餘
，亦懷揣一份謹慎。是次《鍘美案》與安
平搭戲的是李國靜、藍天、胡璇等中、青
年京劇演員， 「他們可賦予劇目朝氣和新
氣象。」

此前，安平已有三次為慶祝香港回歸，
在港演出京劇的經歷。在他眼中，這是一部
常演常新的劇目： 「《鍘美案》家喻戶曉，
講述包拯依法鍘死忘恩負義陳世美，還陳妻
秦香蓮公道的故事，其精髓貼近今人生活，
具現代啟發意義。不論是古代，抑或是現代
，包公斷案都受人歡迎，只因人們心中都想
有這樣一個為百姓說話、為人民發聲的清官
。」

該戲最早從鼓詞藝術說本《秦香蓮》中
脫胎而來，為京劇裘派最具代表性劇目之一
，展現裘派細膩柔婉、剛柔並濟等特徵。這
也是安平的 「保留劇目」，其高亢洪亮、遊
刃有餘、韻味醇厚的唱腔，最適合《鍘美案
》的唱腔要求。

在以往的戲曲作品中，包拯多為一個剛
正、不食人間煙火的光輝形象，而在安平這
版《鍘美案》裏，他着重挖掘角色人性一面
： 「包拯首先是一個人，他有父母、有妻兒
，也會有人的情緒和壓力，對上，他要承受
皇姑、太后等皇親國戚的施壓，對下，他要
面對秦香蓮相信 『官官相護』的質疑。」

安平在表演時會根據場景和人物情緒做
出微調。例如有一場段是包拯贈俸銀給秦香
蓮母子的散板， 「贈銀時，包拯特別囑託秦
香蓮兒子要好好學習，莫當父親陳世美一樣
的大官，害家不得大團圓。」其他戲曲演員
唱這段戲文時，唱腔、唸白並無甚特別，安
平則在這段唱詞中，延長尾音，加入哭腔：
「觀眾看到無不落淚，甚至首次在香港演出

《鍘美案》時，亦有香港觀眾在此節拭淚。
」相比之前在香港演出《鍘美案》，安平對
這場戲做了更細緻的昇華。訪問當日，他更
即興示範，再現 「抒情花臉」別樣韻味。

「花臉」一般指性格剛烈、粗獷的男性
角色，很難令人想到 「抒情」二字，但安平

則賦予 「花臉」這一行當抒情的一面， 「就
算是張飛、李逵等剛中之剛的角色，他們也
有人的情感，有情緒的起伏，因此，我就在
唱腔中引入抒情，展現角色人性。」

作為國粹的京劇，歷來有一套十分嚴謹
的行規和 「程式」，如何令京劇更好地傳承
？安平認為關鍵在於 「接地氣」，呼應現代
人審美，他以內地劇《人民的名義》為例作
進一步闡釋： 「《人民的名義》之所以引人
入勝，在於劇中人物忠奸難辨，現代京劇也

要向這個方向靠攏，打破臉譜定忠、奸的慣
例，即白色臉譜不一定就代表奸臣。」

此外，安平還將在本月二十日 「戲曲名
家名段演唱會」上演唱《趙氏孤兒》選段。

奚派傳人展魅力
張建國將在 「京劇折子戲專場」上，演

出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京劇傳統劇目《紅鬃烈
馬之武家坡》，唐代名將薛平貴征戰在外十
八載，返回故土，在武家坡前遇見妻子王寶

釧。夫妻分離十八年，容顏難辨，不敢貿然
相認。薛平貴借問路試探王寶釧，王寶釧怒
形於色，憤憤而去。薛平貴忙細說緣由，賠
罪訴前情，夫妻終得相認。

飾演薛平貴的正是京劇奚派傳人張建國
， 「這齣戲最動人處為薛平貴與王寶釧的一
段西皮流水，由二個大導板、一個小導板交
織而成，很是耐人尋味。」而與他搭戲的是
程派青衣孫勁梅。

張建國，工老生，拜奚派表演藝術家張
榮培、歐陽中石為師，相比較其他京劇流派
，張建國道： 「奚派舞台表演具儒雅之氣，
考驗戲曲演員的內涵和功力，既詼諧又不失
雅致，既到位又不能越位。」有人說，年輕
人不喜歡聽京劇，張建國認為是因為沒給年
輕人喜歡的機會，故他堅持把京劇引進校園
，讓學生近距離欣賞京劇魅力，感受到 「國
粹」的可貴。

此外，他也排演過不少京劇新編戲，譬
如以秦朝 「焚書坑儒」為引的新編歷史京劇
《伏生》，面對新編戲，張建國也有自己的
一番見解： 「這一類戲創作難度高，然而無
論如何創新，都不應捨棄京劇的 『程式性』
，四功五法都不可偏廢。如今很多新編戲過
於注重高科技的運用，燈光布景和舞台都十
分漂亮，如此一來，傳承精神就會發生偏離
，創新應植根在繼承經典之上。」

相比京崑越，滬劇屬於一個小劇種，談
起這次能夠登上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文藝
演出的舞台，上海滬劇院院長茅善玉很高興
，她在辦公室接受訪問，笑着向記者強調，
演出只有四分鐘左右，但這是 「不能小看的
四分鐘」。一來是為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的盛事而唱，二來作為一個地方戲曲演員，
這也是推廣本土文化的一個難得契機。在她
看來，每一次的演出活動，都是一次機遇、
一個載體，能讓更多人認識和喜愛滬劇。

語言非賞劇障礙
滬劇，顧名思義是用滬語演繹的戲曲，

也是最具上海特色的劇種。茅善玉介紹，前
些年，上海滬劇院曾多次赴港演出，對香港
戲迷的熱情仍記憶猶新。在她印象中，香港
有很濃的戲曲欣賞氛圍，加上有很多港人祖
籍江浙滬，所以每次演出都會有不少 「老鄉
」捧場。

在香港演出時，除了著名的折子戲唱段
，上海滬劇院的很多經典保留劇目也都曾整
場演繹，如《雷雨》、《楊乃武與小白菜》
、《庵堂相會》、《羅漢錢》等等。對他們
演員來說，也期待通過自己的工作，讓在港
的老上海人聽一聽鄉音，一解思鄉之情，或
許還能萌生返鄉一睹家鄉變化之念。

茅善玉說，此次赴港挑選的節目自己很

滿意。是選自滬劇《敦煌女兒》中的著名唱
段〈守望理想〉。這部原創大型現代劇主要
描寫了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從上海小女孩
成長為敦煌學大家的傳奇人生。

此前很長一段時間，每逢在喜慶的場合
演出，滬劇的曲目通常就是《羅漢錢》中的
〈燕燕做媒〉，取其歡快。但茅善玉認為，
不能總是 「老調老唱」。她向記者介紹，〈
守望理想〉不僅旋律很優美，其中的曲調、
韻味又帶有明顯的滬劇特徵。雖然《敦煌女
兒》是近幾年的新作，但這一唱段已被滬上
很多戲迷熟悉和傳唱，希望這「新調新唱腔」
經過更多的傳播和打磨成為新一代的經典。

茅善玉還有一個觀點，因為語言和文化
的不同，一個戲曲劇種並不可能被所有觀眾

熟悉，但卻會因為一個唱段、一齣戲而獲得
更高的知名度。有些觀眾可以不知道滬劇，
一生也不會完整看上一齣滬劇，但卻會愛上
一段演唱，一位演員的表演。因此，作為演
員的她就是想從小小的一段唱開始努力。

推陳出新「守望理想」
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滬劇，從上

海浦東的民歌鄉調逐漸發展到江浙滬地區一
個流行的劇種，經歷了近二百年的滄桑。在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鼎盛時期，江浙滬一帶
的滬劇團遍地開花，甚至幾歲的孩童都能隨
口哼上幾句經典唱詞。然而，到了九十年代
中後期，經濟發展帶來娛樂文化活動的豐富
，人口大量流動導致滬語的式微，種種原因
讓滬劇逐漸萎縮。

在滬劇不景氣的時節，上海滬劇院幾乎
是碩果僅存的專門院團，茅善玉也是少數在
艱難中堅守的藝術家之一。她認為，滬劇有
其獨特的價值，就像老上海的 「活態」博物
館。上海這座城市始終在日新月異，這裏的
建築、文化形態、市民生活形態乃至語言都
不斷在變化，以至於要一窺滬語最初的風貌
、滬人過去的生活狀態、老上海的文化等，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這一切都可以在
滬劇舞台上找到。 「滬劇承載着上海的城市
記憶」。

自擔任上海滬劇院院長開始，茅善玉還
一直在思考滬劇的傳承和創新。她為記者歸
納出十八個字 「與時代同步，與城市同行；
兼容並蓄，海納百川」。她說，在題材上，
滬劇基本以現實主義為主，這為新劇創作帶
來了難度。但因其很強的包容性，不少世界
名著名劇一經改變成滬劇，也能成為新的名
作，如《魂斷藍橋》、《蝴蝶夫人》、《大
雷雨》、《寄生草》等等。同時，一些已有
的經典，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結合時代特點
進行修改和補充，否則就容易與時代脫節。

還有一件工作是茅善玉十幾年常抓不懈
的，就是人才的培養。她回憶，任職之初可
謂焦頭爛額，最大的困難之一就是沒有人，
特別是符合條件又願意學習滬劇的新人很少
，兩年才招到二十八個人。茅善玉說，對於
他們的教育可謂不遺餘力，包括她在內，滬
劇院的名家都願意手把手傳藝，也不吝嗇給
他們登台的機會，使得他們在藝術上更快走
向成熟。如今，這批九零後已能撐起滬劇院
的台面─這幾年推出的大戲幾乎都是他們
唱主角。如剛剛在台灣演出大獲成功的大型
歷史劇《鄧世昌》，如果沒有這些新人是很
難撐起來的。

明年，新一批二十八個新人又將結束實
習正式進入劇院。在茅善玉看來，他們都是
滬劇未來的希望所在。

▲茅善玉在《雷雨》中飾繁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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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各機構團體紛紛舉辦慶典活動。由中華
文化城、上海京劇院聯合主辦，中央電視台戲曲和音樂頻道、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協辦慶祝活動 「CCTV空中劇院港澳行」 ，匯聚眾多戲
曲名家、眾多劇種，於本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分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
劇院上演 「戲曲名家名段演唱會」 、 「京劇折子戲專場」 。開演前夕
，本報先後專訪上海京劇院國家一級演員安平、國家京劇院國家一級
演員張建國，以及國家一級演員、上海滬劇院院長茅善玉，聽他們談
本次表演劇目、談唱功唱法、談對戲曲傳承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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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春秋二胥》劇照
安平供圖

▲張建國在京劇《武家坡》中出演薛平
貴 張建國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