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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歌劇界在西方歌劇界，，完美的高音被認為是完美的高音被認為是「「超越人類極限超越人類極限」」的的；；在中國梨在中國梨

園行園行，，則有則有「「千生百旦千生百旦，，一淨難求一淨難求」」的說法的說法。「。「歌劇高音歌劇高音」」和和「「京劇花京劇花

臉臉」」都對唱功要求極高都對唱功要求極高，，這行當裏的這行當裏的「「成材率成材率」」也是低之又低也是低之又低。。京劇花京劇花

臉分為銅錘花臉臉分為銅錘花臉、、架子花臉和武花臉架子花臉和武花臉，，其中尤以其中尤以「「銅錘花臉銅錘花臉」」最吃功最吃功

夫夫。。一場經典大戲一場經典大戲，，往往都少不了銅錘花臉的出彩表現往往都少不了銅錘花臉的出彩表現。。近日近日，，香港文香港文

匯報專訪了著名裘派花臉匯報專訪了著名裘派花臉、、國家京劇院一級演員王越國家京劇院一級演員王越，，請他為人們講述請他為人們講述

裘派藝術之精髓裘派藝術之精髓，，以及個人入行之往事以及個人入行之往事，，用他自己的話說用他自己的話說，，身在梨園身在梨園

行行，，就是半個修行人就是半個修行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14年11月11日晚，天津中華劇院裏氣氛火熱，叫好聲此起彼伏。舞
台上，狄仁傑正犯顏直諫，一時間甚至與武則
天僵持不下。飾演狄仁傑的王越聲腔遒勁有
力，回味醇厚綿長，扮相、動作同樣一流，觀
眾都被這個栩栩如生的狄相形象深深吸引。演
出結束後，一股酣暢淋漓的氣流不停地在王越
的身體裏迴盪，他感覺自己身上的每一個毛孔
都興奮地一張一翕。後台出入口則早被觀眾圍
得水洩不通。戲迷守着自己鍾愛的角兒，久久
不願離去。天津是中國著名的「曲藝之鄉」，
觀眾愛戲、懂戲、品戲，幾乎個個都是專業戲
迷，能在這裏立得住、被叫好，委實不易。

從小耳濡目染 4歲初次登台
王越是國家京劇院的當家花臉，「裘派銅
錘」的第三代傳人，他的老師李長春先生曾被
譽為「最像裘盛戎先生的弟子」，而王越正是
李長春的得意門生，也是「裘三代」中的佼佼
者。特別在聲腔醇厚、剛柔並濟方面，王越深
得裘派精髓。
雖然剛過不惑之年，但王越的「戲齡」已有

40年之久。「我爺爺奶奶、姥爺姥姥，兩邊的
親戚，雖然沒有一個是專門幹這行的，但都酷
愛戲曲，而且都能唱上幾段。我姥爺從小就給
我講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的故事。我父母都是
工人，但是那些經典的樣板戲，他們都能倒背
如流。我爺爺還能彩唱，而且最喜歡扮花
臉。」王越回憶說，自己最早一次登台時只有
4歲，但裘派最流行的段子，已經能夠張口就
來。
「後來，我報考河北省藝術學校的時候，老

師們都知道唐山出了一個小花臉。」王越至今
都記得非常清楚，面試時，其他小朋友表演的
都是《紅太陽照山河》一類的兒歌，或者蹦一
蹦、跳一跳，唯獨自己張嘴就來了一句「包龍
圖打坐在開封府！」尾音未落，面試老師當場
拍板：「好！考上了！」
由於打小就深受花臉唱腔的濡染，所以進入
專業戲曲學校後，王越就卯定「裘派銅錘」的
方向下起了功夫。說起裘派的好，王越總有用
不完的形容詞，「我想聲情並茂、細膩感人，
應該是裘派的精髓之一。」在王越看來，裘派
不僅看起來遒勁帶感，而且聽起來醇厚掛味，
同時演起來入戲甚深，能在唱腔、唸白、形
體、表演之間達成一種融容的狀態，進入戲曲
表演的化境。

保持一顆謙恭審慎的修行之心
在梨園行，有兩句老話兒一直廣泛流傳。一
句是「千生百旦，一淨難求」，另一句是「十
淨九裘，無淨不裘」。前一句的意思是說在京
劇行當裏面，要培養一位出色的淨角是最難
的，因其對唱功、形體、表演的要求更加綜
合，誇張的扮相、精彩的表演、深厚的聲腔功
底，每一樣都足以成為戲曲演員的攔路虎。而
後一句講的是裘派花臉在淨行裏的重要地位和
深遠影響。作為「裘三代」，王越也被「銅錘
花臉」的圈子寄予厚望。
在從藝過程中，王越不僅成功排演了《鍘美

案》、《李逵探母》、《鎖五龍》、《赤桑
鎮》等花臉傳統戲，他還積極參演現代京劇，
如《智取威虎山》、《紅燈記》等。此間，他
先後獲得山西省「杏花獎」表演獎、全國少數
民族戲劇會演「優秀表演獎」、全國京劇優秀
青年演員折子戲展演一等獎、
全國青年京劇演員電視大賽花
臉組金獎第一名等榮譽。2015
年，表現突出的王越被調入國
家京劇院。後來，他又榮獲中
宣部宣傳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全國藝德標兵、中國京劇之
星、全國戲曲表演領軍人才等
稱號。2022年，王越入選全
國戲曲表演領軍人才培養計
劃。
儘管成績斐然，但王越始終

保持着一顆謙恭審慎的心。平時除了爬山，絕
大部分時間，他都宅在家裏，泡茶、備戲、揣
摩角色，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為了保持良好的
嗓音狀態，他極其自律，清淡飲食，遠離煙
酒，從不熬夜。用他自己的話說，身在梨
園行，就是半個修行人。

補全《同光十三絕》無淨角遺憾
清光緒年間，著名畫師沈蓉圃創作了一

幅工筆寫生群像《同光十三絕》。畫上
13位人物皆為同治至光緒年間馳名梨園
行的名角兒，也是後世公認的中國京劇
藝術奠基者。比如，「京劇鼻祖」程長
庚、「伶界大王」譚鑫培、梅蘭芳祖父
梅巧玲等。這幅長卷也成為中國京劇界
的一件至寶。一個多世紀後，2014年，
中國中央電視台在春節聯歡晚會上為全球
觀眾推出了一個同名的京劇聯唱節目，由
眾多當代京劇大家重現了「名流薈萃」的盛
世景象。王越作為唯一的淨角代表，參演了
這個節目，並且扮演《鍘美案》中的包龍
圖。
一句「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既高亢又

醇厚的嗓音一亮相，就點燃了熒屏內外的戲
迷票友，王越也彷彿穿越回了自己兒時初識
裘派時的景象。「淳樸，純粹，醇厚，裘派
應該是這樣的味道。」王越笑着對文匯報記
者說。
有趣的是，當年在沈蓉圃繪製《同光十三

絕》時，老生小生齊薈萃，老旦花旦俱整全，
唯一缺少的就是淨角名伶。可巧，王越在百年
後的舞台演出中，補上當年的缺憾。如是想
來，這也是「銅錘花臉」與王越的又一段巧
緣。

裘派精髓 不溫不火是佳境
在京劇不同的行當中，生旦以端莊內斂取

勝，淨丑則以誇張外顯出彩。對於外界這種通
俗的看法，王越有着自己獨特的見解，「小時
候，啟蒙老師就教導我，唱戲一定要正，而不
能怪。尤其唱戲唱的是情緒，重點是人物，你
的唱可不是為了讓觀眾叫好。」
自那之後，王越漸漸對裘派的精髓有了更深

刻的體悟。對於那種認為花臉就應該大喊大
叫，裘派單純就是洪鐘大呂的觀點，王越也越
發保持清醒和審慎。「不溫不火，不疾不徐。
用唱腔和唸白去塑造人物，用聲音和情緒營造
氛圍」，逐漸成為王越自己的藝術觀。
「我的老師常說『滿則溢』，意思是你有一

百分的勁兒，如果在台上使出了一百二十分，
那就不對了。因為京劇不是力氣活兒，並不是
越賣力越好。」王越認為，特別火爆不妥，特
別收斂也不佳，所以這個尺度最為關鍵，我們
把它叫做「分寸」。
「平時只要有時間，我就會拿着裘先生的老

照片看，我就想像先生當年是一個怎樣的狀
態，他呈現的是一種怎樣的精氣神，甚至他的
嘴是怎麼張的，面部表情是怎麼拿捏的，我都
會靜靜地琢磨，長時間地冥想。」王越說，雖
然不曾見過裘先生，但在這種無盡的想像中，
自己可以與先生神交一二。

學習難，學
戲苦，幾乎每

一位戲曲演員的記憶裏都少不了死
磕童子功的畫面。對這些，王越卻
不願提及，「都說台上一分鐘，台
下十年功。但是哪行哪業不辛苦。
幹我們這行兒的，走上舞台，完成
好一齣戲，能夠得到觀眾的認可，
就一切都值了。」

在梨園行訓練童子功的階段，不
管你唱文戲，還是攻武戲，基本的
身法、功夫都是必須過關的。正所
謂「讓唱能唱，讓打能打，讓翻能
翻」，為的就是一旦「倒倉」失
敗，唱文戲的也能多一條走武戲的
路子。「那時候，我們是三張桌子
摞到一起，大約一層半樓那麼高，
演員練習往下翻。有一次，我落地
的時候，腳打了滑，一下子就崴着

了。沒一會兒，腳腕兒就跟大饅頭
似的，後來直接養了 3 個多月才
好。」說起這些，王越的語氣風輕
雲淡，因為對他來說，這些早就是
家常便飯。

在戲曲學校，王越形容自己的日
常訓練就像「趕場子」。因為嗓音
條件好，老師經常給他「開小灶」
單獨授課。為了掐斷小孩子愛玩的
念想，老師每次都會在王越吃晚飯
前就給他扮上，把臉上的油彩都勾
勒好。「那時候我沒時間打飯，就
請同學幫忙，等我勾完臉回來，同
學打的西葫蘆炒肉都已經凝住了，
臉上的油彩味兒和飯盆裏的大油味
兒緊緊地交織在一起。」王越笑着
回憶說，後來很多年，自己都消弭
不掉肉炒西葫蘆帶來的「恐懼
感」。

近年來，梨園行裏一直
流行有關「傳承與創新」
的討論。對此，王越的看
法格外通透。「其實，這
是一個偽命題。對於京劇

而言，既有固守不可變的一面，也有
必須去創新的一面，二者不可或
缺。」
「對於老戲，必須原汁原味地繼承

下來。比如《四郎探母》、《二進
宮》等等，它們是經過反覆打磨已經
定型的經典，所以不能改變。與此同
時，京劇本身就是一個創新的產物，
所以與時俱進創作新的作品，或者適
應新的演出和傳播手段，也都無可厚
非。」王越認為，一味創新則無根，
一味固守則停滯，所以二者不可偏
廢，「港片裏不也既有王家衛式的文
藝範兒，也有周星馳式的無厘頭嘛，
他們也都有自身獨特的價值。」

疫情期間，不少演出轉至線上，
「掃碼看戲」、「手機直播」等形式
也應運而生。對此，王越的態度較為
謹慎，「一方面，一座劇場多說1,000
人，就了不得了。但網絡直播，動輒
就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在線量，確
實厲害。但另一方面，戲曲側重沉浸
式的體驗，它需要演員連貫的演繹，
需要現場的互動，需要劇場的張力，
這些在大小屏幕上幾乎完全感受不
到。」

青少年需要遇見京劇之美
一直以來，王越跟隨國家京劇院滿

滿當當的演出計劃走南闖北，足跡遍
布各地。但在各種不同的演出場所
中，「學校」始終是王越最為看重的
地方。「藝術發展離不開人才，對京
劇而言，尤其如此。」王越說，梨園
行既要有嗓子的天賦，又要有台下的

苦功，所以，如何吸引青少年人才，
讓京劇藝術越來越好地傳承發展下
去，是我們每一個從業者都應思考的
命題。
「此前曾有很多單位組織過『戲曲

進校園』活動，反響非常熱烈，效果
也好，我覺得後來許多大學生都喜歡
聽戲，跟他們小時候接觸過這類活動
不無關係。」王越認為，如果一個人
壓根兒就沒接觸過一樣事物，又何談
喜歡？因此，接觸，遇見，是一個必
要的前提。
在王越看來，小朋友接觸戲曲，有

可能喜歡上某一句唱腔，也可能驚艷
於某一件戲服，還可能被某一個動作
甚至是舞台所感染，這些都是「美的
啟迪」，讓孩子們早早地、多多地接
觸京劇，能讓他們直觀地感受到什麼
是「美」，什麼是「藝術」，什麼是
我們的「國粹」。

傳承與創新其實是個「偽命題」
聆
聽

來得了「三張高」受不了西葫蘆 �

作為薈萃東西方文化的國際
大都會，香港一直是各種文藝
演出的匯集地。早年間，梅蘭
芳、馬連良等眾多京劇大師也
都曾旅居香港，並留下一段段
藝壇佳話。上世紀五十年代，
被譽為「花臉全才」的淨角
大師裘盛戎，曾在香港演出
了一場《連環套．盜御
馬》，「那是裘先生一生
最好的一個版本。」
「香港觀眾太懂戲
了，而且特別熱情。」
王越說，當時，裘先生
在台上鉚足了勁，香港
觀眾也不停地叫好，真的

是互相激勵。甚至誇張點說，
當時那種氛圍直接讓裘先生演
瘋了，那是一種天時、地利、
人和俱全的狀態，在其他地方
再難複製。
王越所在的國家京劇院一團

曾經排演過一齣《帝女花》，

赴港演出也收穫了滿堂彩。王
越清楚地記得，當時汪明荃、
羅家英等眾多香港演藝界名流
都去現場觀看了這齣京劇版的
《帝女花》，他們還興奮地趕
到後台，和演員們親切合影。
「《帝女花》就是從粵劇改編
而來的，而且香港觀眾也特別
認可和喜愛。」
出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王

越，正趕上了香港文藝的黃金
期。那時候，以武俠小說、流
行金曲、影視作品為代表的香
港文藝，深深影響了內地的文
化風潮。「小時候，我家裏有
一個壁櫥，推拉開後，整整兩
面書牆，而金庸小說一直擺放
在最顯眼最方便拿取的位
置。」王越笑着說，直到現
在，《射鵰英雄傳》、《滄海
一聲笑》等文化符號，都還印
刻在自己的腦海裏，並深深地
影響着自己的藝術審美。

香港觀眾太懂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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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鍘美案鍘美案》》中的包龍中的包龍
圖是王越的經典扮相圖是王越的經典扮相。。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李長春給弟子王越說戲。

◆在戲曲學校學戲的故事令王越記憶猶新。

◆在戲曲學校學戲期間的王越訓練刻苦。

◆◆生活中的王越喜歡登山生活中的王越喜歡登山
遠足遠足。。

◆

中
國
國
家
京
劇
院
曾
來
港
演
出
京

劇
版
《
帝
女
花
》
，
王
越
在
其
中
飾

演
清
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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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派銅錘裘派銅錘」」第三代傳人第三代傳人王越王越

半世修行一世心
梨園求索但為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