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活初代「楊子榮」
家喻戶曉勵後人

京劇表演藝術家童祥苓逝世 享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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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祥苓1935年生於天津，成長於北京，早在
他懂事時，大他13歲的四姐童芷苓就已是

紅透上海灘的頭牌坤旦。在家人影響下，這位童
家最小的兒子耳濡目染也愛上了京劇。他8歲啟
蒙學戲，專工老生武生，師從富連成科班的諸多
名師，得其真傳，後又拜馬連良、周信芳為師，
藝術不斷精進，最終形成余、馬、麒各派兼備的
風格，獨樹一幟。
1948年，童祥苓第一次登台就引起當時上海
媒體廣泛關注，並刊登了《童家班殺出一員小
將》的新聞，對他大加讚譽。由童俠苓、童壽
苓、童芷苓、童葆苓、童祥苓兄妹五人為代表的
「童家班」在上海灘紅極一時。1949年後，童
芷苓率「童家班」一起進入上海京劇院。童祥苓
就此一直在上海京劇院工作。

「楊子榮」成一代「男神」
「我是個沒出息的人，這一輩子也就一個《智
取威虎山》，一個楊子榮。」這是童祥苓生前自
謙的話語，但也道出由他參演的這齣現代京劇和
這個角色影響之深遠。《智取威虎山》是上海京
劇院創排的現代京劇代表作品，改編自曲波的長
篇小說《林海雪原》，講述了解放軍某部團偵察
排長楊子榮改扮成土匪打入威虎山，最終與追剿
隊聯手殲滅匪眾的故事。這齣戲最早的舞台版本
於 1958 年開始排演，之後反覆修改，「楊子
榮」的演員也一換再換。1964年，《智取威虎
山》劇組到上海選演員，童祥苓經過考試和面
試，最終被選中。
1969年，由謝鐵驪導演，將京劇《智取威虎
山》拍攝成電影，童祥苓再度「當選」演楊子榮。
為了塑造好這個角色，童祥苓要穿着20斤重的大
衣，在鏡頭前翻飛。為了鏡頭裏面那雙炯炯有神的
大眼睛，攝影機前特別安裝了一隻2,000瓦的聚光
燈專門照他的眼睛。拍完後，由於瞳孔放大看不
清，他每天必須要靠人攙扶回宿舍。但即便如此，
也沒有影響他鏗鏘有力的演唱。
1970年10月1日，影片上映獲得空前成功，
童祥苓塑造的「孤膽英雄」更因此家喻戶曉。
「楊子榮」也成為當時無數人心中的「男神」。
而劇中的經典唱詞，如「穿林海跨雪原氣衝霄
漢……」「我恨不得急令飛雪化春水，迎來春色
滿人間。」「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

休；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等，
至今仍被廣泛傳唱，成為觀眾心中永恒的記憶。
1990年代，童祥苓退休後逐漸淡出舞台，但

是仍然心繫後輩，給諸多青年演員留下深刻
印象。

領銜京劇院改革
據上海市文聯介紹，除了努力塑造好各種角色

外，童祥苓還是改革先行者。1983年，童祥苓
和李炳淑分別組建的兩個包乾責任制演出隊，率
先衝出上海京劇院體制改革的起跑線。演出隊成
員經濟分配，實行「基本工資加分紅」的辦法。
當年，上海京劇院共演出870場，在當時的市文
化局系統各演出團中演出場次最多；經濟收入
45萬元，居市文化局戲曲演出團體首位。
生前憶起這段往事，童祥苓曾視為是一段十分

珍貴的藝術經歷。在這段時間，他從一心撲在舞
台的演員變身為統領演出、經營的劇團「老
闆」。從聯繫演出到項目經營、財務收支等全要
一手抓。「我很感謝大夥對我的信任，大家把心
拴在一塊，勁往一處使。」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是，他還將「出人出戲培養中青年」列為劇團宗
旨，推出「帶」「讓」「說」「頂」等舉措，號
召主要演員、資深演員多帶領青年演員上場，更
說服主要演員和劇場多給青年演員機會，還鼓勵
青年演員即便上座差也要堅持演，使得更多肯用
功的中青年演員嶄露了頭角。

傅希如：堅持不下去就想想童老師
上海京劇院發布的訃告中，童祥苓身兼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京劇）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享
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上海京劇院國家一級演
員、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
等諸多頭銜。
對於童祥苓的突然離去，很多後輩都非常悲

痛。曾經受教於他的上海京劇院新一代「楊子
榮」、國家一級演員傅希如直言「痛徹肺腑」，
並把童祥苓先生稱為「恩師」。
傅希如目前是上海京劇院演出《智取威虎山》
最多的演員之一。他說，自己在戲校學戲時，最
愛看的兩部京劇電影，一部是《野豬林》，一部
便是《智取威虎山》，至今看了有幾百遍，百看
不厭。「先生是我心目中的男神和偶像。」之

後，在上海京劇院的領導引薦下，他終有機會登
門拜訪求教，後來便有了林林總總的緣分，終成
最親近的師徒。在楊子榮這個角色上，傅希如得
到了童祥苓很多指教。「童老師會指導我在這個
戲的不同段落要有變化，不管是表演上，還是唱
法上，比如穿着解放軍裝要一身正氣，但又有靈
活智謀，到了深入敵營又要有匪氣。其實，童老
師的京劇老生是有非常扎實的傳承和非常獨特的
創新的，他學過很多流派，但《智取威虎山》不
能以某一派來束縛，可以說是楊子榮派，人物
派。」
除了《智取威虎山》，師徒二人還在其他作品
中有過深入研習。比如童祥苓曾經親自手把手教
過傅希如全本的《失空斬》。（《失街亭》《空
城計》《斬馬謖》）「說全本《失空斬》時，他
還經常留我在家一起吃飯，還與他老人家一起遛
狗、聊天，如今想來，真是上輩子修來的福
分。」他說，今年年初在先生壽宴上，他們還約
定復排他的另一齣代表作《甲午海戰》，還做了
明年九十大壽的幾件大事之約，「沒想到，都已
是無法實現的遺憾了。」
傅希如還表示，將一直銘記童先生的教誨，堅

持在京劇藝術領域的不懈探索：「他對京劇藝術
真的是非常熱愛，而且這種熱愛是溢於言表的，
每次講起京劇都是滔滔不絕，這其中有他對於戲
曲振興的期望，對於我們年輕演員的期待。我覺
得童老師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京劇，雖然他的
從藝道路非常波折坎坷。我經常以他為指向燈，
自己堅持不下去的時候，就想想童老師。」

上海京劇院12月3日發布訃告，著名

京劇表演藝術家童祥苓，因病搶救無

效，於12月2日下午在上海瑞金醫院逝

世，享年89歲。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上海

京劇院處了解到，家屬遵照童祥苓遺

願，喪事一切從簡。作為久負盛名的

「童家班」的重要成員，童祥苓文武兼

備，德藝雙馨。代表劇目有《龍鳳呈

祥》《定軍山》《群英會．借東風．華

容道》《桑園會》《四郎探母》《紅鬃

烈馬》《甲午海戰》等，在傳統與現代

京劇的演繹上均有非凡成就。尤其是在

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飾演的楊子榮形象深入人心，成為了京劇舞台上永恒的經典形

象，深深印刻在每一位戲迷的心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圖片由上海京劇院提供

身穿大靠（武將戰服），頂盔摜甲，
24歲的張珂哼上小曲走起台步，為前來
體驗滇劇妝造的年輕人做示範。
張珂是牛街莊民間滇戲（滇劇）第五
代傳承人。她接受採訪時說，隨着滇劇
研學活動等興起，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湧
入她所在的滇戲博物館，體驗300年前
鄉間「年戲」的快樂。
位於昆明東郊的牛街莊村是遠近聞名的
「滇劇窩子」，看滇劇、學滇劇是村民的

主要消遣方式。張珂回憶說：「小時候，家裏大年
初一到初八都不見人，都在各村唱『年戲』。」
牛街莊滇戲博物館由張珂的爺爺張勇於2009年
創辦，是雲南首家滇戲博物館。館內除百年戲
服、道具、曲譜外，還有雲南現存為數不多的老
郎菩薩雕像。「古時演員們在演出前都要祭拜老
郎菩薩，以求演出平安順利。」 現已77歲的張勇
聊起滇戲，眉飛色舞。「滇戲和京劇不一樣，是
七分唸白三分唱」，張勇說，滇戲因飽含雲南方
言，富有煙火氣，比如「克哪跌」（去哪裏）、
「老倌兒」（老頭兒）等。

據史料記載，西南聯大時期，蔣夢麟、張伯苓、
梅貽琦等學者成為昆明戲院常客。清華大學原國文
系主任劉文典甚至評價說：「真正能保持中國之正
統者，唯有滇戲。」不過，彼時文人墨客所聽滇戲
是清朝時由外鄉人帶來的秦腔、徽調等融入雲南滇
曲滇調而成，以昆明官話為本；現在則融入更多當
地民族元素。「比如演出服會有葫蘆、山茶花等刺
繡，根據情節需要會穿上白族、傣族、彝族服
飾。」據張勇介紹，唱滇戲可以是絲弦、襄陽、胡
琴三大聲腔獨立演出，抑或是「三下鍋」（三大聲
腔同時運用於一部劇目），如今還會加上蘆笙等民
族樂器，好似「雲南民謠」。

滇劇「混搭」謀出路
時光流轉間，滇劇已有1,600餘個劇目，彝族
《賽裝姑娘》、傣族《南慕罕公主》、白族《洱海
漁歌》等滇劇層出不窮。自2011年免費開放至今的
牛街莊滇戲博物館，已累計迎來3萬餘人參觀。
開設滇劇新媒體賬號、建立粉絲社群、安裝字

幕機、專業老師授課……2020年，張珂與姑媽張
春麗開始為日漸式微的滇劇謀出路。而今，曾是

滇劇老戲迷「秘密據點」的滇戲博物館，已成為
年輕人周末、寒暑假的打卡地。
英氣劍眉、手持紅纓槍，在今年的昆明五百里

音樂節上，滇戲博物館的8位「楊門女將」在馬
幫樂隊的搖滾樂中閃亮登場。台下上萬名年輕人
高舉雙手歡呼回應。「這場戲是爺爺經歷過的、
年輕觀眾最多的滇戲表演。」張珂說。
雲南玉溪市滇劇院院長馮詠梅介紹了另一種

「混搭」：在台灣，宜蘭歌仔戲團「蘭陽戲劇
團」與該滇劇院演員們切磋兩岸戲曲表演。而在
全國各大戲曲藝術節，改編自莎翁名劇、移植於
川劇同名劇目的「新滇劇」《馬克白夫人》座無
虛席。

因地緣優勢，玉溪市滇劇院多次赴廣西南寧參
加中國—東盟（南寧）戲劇周，其滇劇小戲《面
子》曾榮獲戲劇周最高獎「朱槿花獎．優秀劇
目」。「我們還牽頭成立了『西南地方戲曲聯
盟』，以促進雲貴川地方戲曲的保護與創新。」
馮詠梅說。
「希望今後有更多的滇劇團（院）走進泰
國。」57歲的泰籍華僑張亮稱，他的父親是個滇
劇迷，喝茶看戲是每天的標配。「滇劇不要被年
輕人淡忘。」
在演出現場，張珂曾經遇到有年輕觀眾對父母誤
將滇劇介紹成京劇予以糾正。「每當聽到這種聲
音，感覺我們做的都值了。」張珂說。 ●中新社

提起《智取威虎山》，香港觀眾應該並不陌生。2014年，由

徐克執導，張涵予、梁家輝等主演的同名電影熱映，徐克憑此

片還獲得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導演獎。事實上，徐克拍

攝這部影片，也是受到了京劇版《智取威虎山》的啟發。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美國讀書時的徐克，就看過童祥苓主演的電

影，並被其中的故事吸引。回港後，他還專門找來《林海雪原》的

原著小說、看了很多資料。之後經多年籌備，他終於將這部京劇經

典拍成現代電影，並大獲成功。在影片中，還能清晰看到很多對於

京劇版電影的致敬元素，不僅片中幾次出現了京劇畫面，在演員表

演、台詞設定、場景美術乃至角色化妝上（譬如楊子榮濃厚的「眼

影」），該片也烙上了深刻的京劇戲曲美學印記。

300年鄉間「年戲」溫潤年輕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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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

啟迪徐克創作金像獎作品

●童祥苓在
《智取威虎
山》舞台版
劇中飾演楊
子榮。

●童祥苓主演的《智取威虎山》電影
曾啟迪徐克創作。

●1959年 12月，周信芳與童祥苓交換師徒
合約。

●師父周信芳（左）為童祥苓說《打漁殺家》。

特稿

●童祥苓（1935年-2024年）

●童祥苓在電影《智取威虎山》
中飾楊子榮，眼睛炯炯有神。

●《借東風》童祥苓飾諸
葛亮（1982）。

●張珂示範滇劇動作。 中新社
●2023年國慶節期間，牛街莊滇戲博物館開展戲曲
體驗活動。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