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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盛事，京韻

華光。在第 24 屆

北京冬奧會火熱進

行之際，由著名京

劇表演藝術家于魁智、李勝素聯袂演繹的

冬奧主題曲《冰雪華光》也一次次在國人

耳邊響起。巧合的是，今年也是兩位藝術

家合作第 24年。從十年坐科到成為名

角，從走進校園到遠涉海外，數十年來，

于魁智、李勝素深得京劇藝術精髓，並將

其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中國傳統藝術領

域裏一張閃亮的「文化名片」。

近日，香港《文匯報》在北京對于魁

智、李勝素進行了獨家專訪。他們表示，

當前，京劇藝術需要解決創作人才和青年

演員短缺的問題。與此同時，與新媒體等

科技手段聯袂將有力推動京劇藝術的傳播

與發展。兩位藝術家還特別提到，希望加

強與香港同胞的交流互動，並期待在疫情

緩解後，能夠邀請熱愛京劇藝術的香港年

輕人來到國家京劇院學習體驗，更好地用

京劇搭建起溝通香港與內地的民心之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秦占國、張寶峰

圖：受訪者提供

梨園黃金拍檔 唱響冰雪華光
京劇名家于魁智 李勝素

「你從天上來，宛如梨花開……冰雪逐夢超自
我，友誼勝金牌……」帶着京腔京韻，懷

揣奧運精神，于魁智、李勝素演繹的《冰雪華光》
讓人眼前一亮。這支京劇交響MV一經推出，便廣
獲讚譽。而這首作品也是兩位藝術家在合作搭檔第
24個年頭，為第24屆冬奧會獻上的一份獨特的國
粹厚禮。
作為當代中國京劇界最著名的黃金搭檔，于魁

智、李勝素宛如一張靚麗的名片，在全世界的舞台
上展示着中國國粹藝術的精粹。事實上，光鮮背後
都是不為人知的艱辛，在從藝近50年的歲月裏，
多少磨難與誘惑，無數傷痛與考驗，都未曾動搖過
兩位藝術家的心智，也終於成就了一代名角的風
采。
于魁智自幼學戲，13歲就已經是家鄉瀋陽頗有

名氣的小主演。秉性聰明又有韌勁，對藝術較真又
有股狠勁，所以于魁智始終專注於鑽研表演藝術，
從來心無旁騖。後來考入中國戲曲學院，4年8個
學期，于魁智一直是全優生、三好生，用他自己的
話說，「不想成角兒的演員，怎麼會是好演員
呢？」畢業那年，別的同學都在三個志願欄上斟酌
填下三個分出梯度的單位，以保證能被接收，于魁
智則不然，一口氣連寫下「中國京劇院」「中國京
劇院」「中國京劇院」。他喜歡把自己逼到絕路
上，正所謂「行無路處，正是出路」。
如果說于魁智是不待揚鞭自奮蹄，那麼，李勝素

則是實實在在被生活「逼入」梨園行。「小時候家
裏孩子多，吃飯都成問題。」李勝素回憶說，父親
當年賣了糧食，再由縣裏糧站把糧票撥到劇團，才
讓李勝素得以入團學戲，「那時候我剛10歲，就
『背着糧食去學戲』，到了團裏，根本沒人照管，
搭枱子、打行李、扛行李，全靠自己。下鄉演出，
坐的都是拖拉機。」李勝素笑着回憶，經過小時候
的歷練，現在根本沒有什麼稱得上「困苦」二字。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于魁智、李勝素各自在鑽研

戲曲的道路上意氣風發、躊躇滿志，兩個青年演員
也心氣滿滿地暢想着自己未來成為名老生與大青衣
的場景。但時代的發展經常會出乎預料。改革開放
春風襲來，下海、留學，霎時間成了最強勁的社會
風潮，一度也吹得于李二人眼迷心亂。
「那時候，國家京劇院一個宿舍8個人，一下子

就出走了6個，剩下兩個學生，一個天天抱着盒帶
學英語，另一個就是我。」于魁智回憶說，堅持到
畢業的36個學生，一下子就出國22個，等於一大
車拉來的，一下子就走了大半車，奔赴日本的，遠
涉德國的，「那時候經常有人突然拍我的肩膀說：
師弟，我先走了啊，給你打打前站去。」面對如此
衝擊，于魁智也動搖過，走還是留？掙錢去還是唱
下去？最終，那份「成角兒」的初心戰勝了其他雜
念，也讓于魁智在國家京劇院一唱就是40年。
經歷寒冬方得春光，耐住孤寂才能盛放。如今，

于魁智、李勝素早已成為名角，腳步走過五湖四
海，唱腔響徹四方殿堂，當年那份簡單的初心也昇
華成更大的夢想，那就是讓京劇藝術得到傳承，獲
得創新，並進一步發揚光大。
在訪談中，于魁智、李勝素特別對香港戲迷朋友

表達了問候。「疫情之前，我們每年都會去香港演
出，香港的觀眾很懂戲，素養高，他們都非常喜愛
我們的傳統藝術。」于魁智和李勝素說，希望疫情
緩解之後，能夠邀請那些喜愛傳統藝術的香港孩
子，到國家京劇院來，我們能夠手把手給他們上
妝，教他們唱戲，讓他們更加真切地體會到京劇藝
術的魅力，也借助我們的傳統藝術讓香港與內地之
間更加民心相通、和樂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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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霸王別姬》，人們都
知道這是京劇名段，同時也會
想起陳凱歌導演的那部電影。
影片中戲班子老師嚴厲訓誡弟
子的場面，相信很多人都記憶
猶新。不過，在于魁智的記憶
裏，影片中教師爺的鞭笞仍不
及自己兒時的練功場面來的酷
烈。
「那時候，我們一溜十幾歲的
小孩兒，壓腿，撕腿，下腰，扳
腰，凡是雜技、體操、芭蕾舞的
基本功，我們一樣都不少。入行

學戲頭三年，基本都是皮肉之
苦。老師們恨鐵不成鋼，就會用
力抽打我們，或者是用藤子桿，
或者是用竹劈子，我們都嘗過它
們的滋味。」
京劇演員的形體表演「喜圓忌
尖」，所以拉山膀都要圓平，這
就需要練雲手，也就是雙臂拉開
架勢，精氣神貫於雙眸，保持姿
勢不動，至少1個小時。于魁智
回憶說，「剛開始一看到老師奔
別的學員去了，自己就忍不住鬆
下膀子緩緩勁，結果不承想老師

的眼睛是那麼尖，回身就是一竹
劈子，『啪』的一聲，身上就是
一道血印子，人也立馬就精神
了。」
于魁智自幼聰穎機靈，學功

快，於是也不時偷偷懶，為此，
老師特地專製了一柄竹劈子，並
且在上面寫上「于魁智的好朋
友」七個大字，「那就是說，這
竹劈子就專門給你預備的。」那
一年，于魁智11歲，在與「好朋
友」相伴6年後，小老生順利出
科。

「于魁智的好朋友」

京劇傳承發展需解決「兩個短缺」
近年來，伴隨綜合國力的不斷
提升，特別是國家大力推動「文
化自信」的背景下，包括京劇在
內的傳統文藝也邁入了發展快車
道。無論演出場次還是觀眾人
數，無論作品數量還是表演質
量，都不斷提高。甚至在著名作
家莫言眼中，京劇當前正處於歷
史上最輝煌最成熟的時期。
除了長年在一線演出，于魁智
還曾長期擔任國家京劇院副院長
和藝術總監，李勝素如今依然在
國家京劇院一團團長的崗位上。
所以，除了傾心鑽研京劇表演藝

術，兩位藝術家對京劇的生存與
發展還有更多遠慮與瞻顧。
「現在，京劇藝術面臨最大的發

展難題就是人才短缺。」于魁智指
出，一是缺劇本創作人才；二是青
年演員及幕後工作人員短缺。劇本
是一劇之本，優秀的劇本往往需要
多易其稿，甚至在演員排練時還要
幾次推倒重來，所以都是慢工出細
活。近年來由於各種原因，一些創
作人才轉行去創作電視劇或流行音
樂，導致優秀的京劇劇本創作者處
於奇缺狀態。
李勝素也表示，現在京劇行當

裏，五六十歲的擔綱者尚然整全，
但三四十歲的青年演員就呈現斷層
之危。「而且京劇表演不是獨角戲，
它必須生旦淨末丑，甚至服化道，
人才具備，行當齊全，才能夠呈現
這門藝術。但現在，各方面的青年
人才卻有些後繼乏人。」
為此，于魁智、李勝素表示，
希望通過各種方式加大對青年戲
曲人才的培養和扶持力度，讓從
事這一行當的年輕人可以踏下心
來鑽研藝術，只有這樣，才能確
保國粹的精華能夠傳承下去，並
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喜愛。

談京劇創新﹕
淡化流派痕跡 體現時代特徵

藝術的生命不僅在於傳承，亦
在於創新。對於有着大量程式化
元素的傳統藝術，如何呼應波瀾
壯闊的時代變化，一直是于魁
智、李勝素思考的命題，「現在
我們既要鞏固老觀眾，把原汁原
味的京劇藝術傳承下來，展示給
他們，同時也要培育新觀眾，積
極汲取新時代的審美和藝術元
素，在適度的範圍內對京劇藝術
進行創新發展。」
眾所周知，無論服飾還是配

樂，無論唱腔還是唸白，京劇早

已臻於完善，因此，「創新」二
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上
加難。
「京劇服飾講究『寧穿破不穿
錯』，所以對於歷史戲而言，確
實鮮有創新空間。但在音樂方
面，我們還是可以有所作為。」
于魁智說，「如果唱《空城
計》，我當然用京胡、月琴和三
弦兒。但要是唱《西安事變》這
樣的新戲，我就可以選擇交響配
樂，讓觀眾的聽覺體驗更加豐
富，也能夠彰顯京劇藝術的包容

性。」
在唱腔方面，京劇曾湧現出四
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鬚生等
眾多名流大派，他們各具特色、
異彩紛呈。但在創作新劇目時，
于魁智認為應該淡化流派痕跡，
相反要彰顯時代特徵。
「京劇演員應該結合自身對藝

術的理解和時代的審美元素，通
過對聲音、氣息、唱法的調整，
達成表演與作品的完美合一，並
以此實現對藝術的創新和突
破。」

「京劇+科技」是大勢所趨
今年1月25日至2月15日，由
國家京劇院與中國移動咪咕聯合
出品的經典大戲《龍鳳呈祥》
5G+4K演播再現春節檔，以「科
技+藝術」的方式，講好新時代
國粹文化創新傳承故事，並引領
起演播行業發展的新標杆。
此次《龍鳳呈祥》演播有三大
特點：一是持續創新戲曲演藝
5G+4K演播模式，融入雲包廂、
雲吶喊、雲打賞等多種實時交互
模式，為國家京劇院帶來首個
「數智人」學生尤子希，譜寫
「5G京劇元宇宙」新篇章；二是

打造京劇場景化社交消費新模
式，推出首屆「雲上戲迷節」；
三是開拓京劇文化海內外「融媒
傳播」新格局，助力中國文化走
出去。
《龍鳳呈祥》由于魁智、李勝
素領銜主演。兩位藝術家在開播
儀式上表示，雲展播推動了京劇
藝術在新媒體時代的壯大發展，
不僅為青年演員提供了新的機
會，更為古典的京劇藝術培育了
年輕觀眾。在海外傳播方面，雲
演播通過皮黃之聲讓廣大華人華
僑感受到了家鄉的味道。期待京

劇藝術插上數字技術的翅膀，繼
續向前飛躍。
事實上，在試水新媒體之前，
于魁智對「這些新鮮玩意兒」多
有戒心，「我其實是一個很傳統和
保守的人，我曾經認為線上展播
會對線下演唱構成衝擊。」于魁
智直言，但在疫情期間，經過幾
番試水之後，自己發現，雲展播
反而吸引了線上觀眾更加興致勃
勃地走進劇場，所以說線上對線
下反倒構成了一種助力。「相信在
新媒體的助力下，京劇藝術一定
能得到更好的傳播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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