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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敏
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

石蔚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
金艺术学项目“五音戏表演流
派研究”完成，嘱我提出修改
意见。一来我不是知名学者，
二来我也不是地方戏研究专
家，更对五音戏没有深入研
究，只不过是一个从事艺术管
理工作多年，经常看戏、评戏、
品戏的“职业观众”。但感激
于石蔚教授的信任，盛情难
却，在这里谈一点感想。

先说本课题主要研究的
三位艺术家。“鲜樱桃”邓洪山
的大名如雷贯耳，但无缘得
见。最早还是20世纪90年代
中期，从老一辈山东民间音
乐、民间戏曲研究专家魏占河
老师那里知道其大名。魏老
师学“鲜樱桃”的演唱，讲他的
故事，惟妙惟肖，至今记忆犹
新。一个偏于一隅的地方小
剧种，因为他，而能够引起梅
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
等艺术大师的关注和认可，能
够让老百姓如被拴在橛子上
拔不动腿，能够让马彦祥这样
的戏剧大家有底气介绍他们
到中国当时最开放的东方大
都市上海录制唱片，并得到

“五音泰斗”之美誉，足见其作
为五音戏的奠基人所取得的
艺术成就之高，艺术特色之
独到。

邓洪山的一些艺术理念
和方法，例如：戏要演得“活一
点、好一点、像一点”；唱戏要

“唱出戏理”；咬字“要像猫叼
老鼠”（既要咬住，又不能咬
死）、“吐字就像雨点一样，点
点滴滴要‘湿窝’（把每个字都
清楚地送进观众的耳朵里）”；
独创五音戏表演的“飘眉、送
目、飞老鸹”等眼神表演，完成

“眼神”在塑造人物过程中潜
在的语意表达和情感流露；以
及唱、念叠交的表演方法等，
其实都是在以朴素的理论和
思考指导实践，而不是盲目地
演，糊涂地唱。特别是他能自
觉做到“以观众为中心”，在与
观众的互动交流中不断丰富
和改进自己的表演，而不是以
自我为中心，自说自话，自我
欣赏，这是戏剧史上很多艺术
名家成功的关键。如谭鑫培、
梅兰芳等，都是顺应时代，在
和观众的互动交流中不断精
进，进而成为一代大师。邓洪
山以一生的努力，使五音戏由

活跃于田间地头的小唱，发展
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是当之
无愧的五音戏“开山始祖”。

霍俊萍是我崇敬的艺术
家，至今仍作为“山东省艺术
名家工作室”导师，为五音戏
培养后继人才。霍俊萍是使
五音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代
表性人物。她不仅在演唱上
进一步丰富了五音戏的唱腔
和音乐，在表现现代人物、现
代生活上更是做了大胆的探
索并有所创新。在塑造人物
方面，她可谓“浑身是戏”，更
难得戏在心里，能够由内而
外，由外而内，自由挥发，尽
情演绎，使观众在得到审美
愉悦的同时，引起内心情感
的共鸣，其艺术已臻化境。
正是她，让五音戏这一被称
为“天下第一团”的在全国只
有一个专业剧团的地方小剧
种走上全国大舞台，并引起
全国戏剧界的关注。其本人
也因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而当
之无愧地荣获中国戏剧“二
度梅”奖项。

吕凤琴，因工作关系，接
触较多。她精灵通透，天生的
一个“戏精”。正如石蔚教授
所言，“灵动”是吕凤琴表演的
一大亮点。她不仅在“唱”

“念”上适当加快了节奏，在声
腔处理上更加活泼跳跃、俏皮
灵动，同时还发挥自身优势和
特长，强化了身段表演，在

“做”和“舞”上丰富了五音戏
的表演手段。艺术理念上，吕
凤琴在注重继承传统的同时，
更倾向于精致和唯美。她的
几部代表性剧目，适应时代的
发展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
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舞台风貌，
深得今天观众尤其是青少年
观众喜爱。她也因此获得中
国戏剧“梅花奖”，成为新一代
五音戏领军人物。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艺术。戏剧历史上创新发展
的典型案例，比比皆是，不胜
枚举。从大的方面看，元杂剧
一出现，便达到戏剧创作的高
峰，但元杂剧再经典，最终还
是被“传奇”取代。同样，昆曲
再精致完美，也要把中心舞台
让位于京剧。京剧再称“国
粹”，也挡不住地方戏的蓬勃
发展。这是艺术发展的规律，
也是中国戏曲发展的规律。
流派的形成，更是一个或一批
艺术家不断求索创新的结晶。

一个流派的形成，需要具备的
要素有唱腔特色、表演风格、
代表作品、追随者和观众群体
（即“粉丝群”）等。被奉为“谭
叫天”的谭鑫培，被誉为“通天
教主”的王瑶卿，都曾一时名
扬天下。但他们的出现，还只
是见证了京剧的崛起。只有
老生的余、杨、马、谭、言、奚、
麒等，旦角的梅、尚、程、荀、张
等，以及花脸、老旦诸流派的
兴盛，才标志着京剧走向真正
的繁荣。

戏曲理论家汪人元在《张
庚先生对戏曲音乐的学术思
考——— 从阅读〈张庚日记〉说
起》一文中谈道：“所有的剧种
音乐都是地域文化的一种投
射，剧种个性体现着它同这个
剧种发源地和流行地的民众
之性格、气质、趣味、智慧的关
联，构成了某种独特的情感表
达方式，这种个性正是它的价
值所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个性特点都等于优点，它应该
有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同
时，它也应该是动态的，我们
从许多剧种音乐的初始风格
到成熟风格的巨大变化中都
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将它
视为僵化凝固的态度必将阻
碍音乐的发展。张庚先生明
确指出京剧姓京的问题‘绝不
能不动’，正是告诉我们，剧种
风格在社会发展中必然也必
须产生变化。这是一种难得
的、开明的宏阔思维。”

邓洪山、霍俊萍、吕凤琴
三位艺术家，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在扎实继承传统的基础
上，大胆探索，不断求新，即所
谓“守正创新”，这也是他们能
够形成自身独特艺术风格，并
得到广大观众认可和喜爱的
根本原因所在。

《五音戏表演流派研究》
一书，实际上是以五音戏流派
研究为纲，对五音戏的历史沿
革、传承发展、剧种特色、代表
人物、代表剧目、艺术风格等，
做了全面的回溯和细致的梳
理。其特点为“史”“论”结合，
探微知著。以“史”为基础，

“论”便更有了扎实的根基，由
此，五音戏发展的脉络也更清
晰。作者学术态度严谨，史
料、采访、观摩、比较、分析、研
究，应用尽用。并以发展的眼
光立论，探讨五音戏发展规
律，展望五音戏发展的未来。
五音戏还是一个年轻的、成长

中的剧种，还有不完善，需加
强或需改进的地方，如旦强生
弱，行当单一，唱腔、表演的丰
富性尚需进一步加强等。本
书也客观地提出了五音戏存
在的问题。

作者自幼学习音乐，在专
业艺术团体工作多年，后又进
入高校，从事艺术教学和研
究，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理论
知识积累。她长年生活工作
在五音戏繁荣发展的淄博市，
对五音戏由耳濡目染，到欣赏
喜爱，再到深入研究探讨，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有个人孜
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多年来，
石蔚教授聚焦音乐和戏剧，特
别是五音戏学术研究方向，耕
耘不辍，成果颇为丰硕，也为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打下了坚
实基础。特别是作者对邓洪
山、霍俊萍、吕凤琴三位不同
时期代表人物唱腔音乐和表
演特点的研究，条分缕析，鞭
辟入里，细致入微。之前，笔
者也读过不少舞台艺术方面
的分析、评论著作和文章，能
做到作者这样精细的还不多
见，从中不仅看到了她深厚的
艺术功力和修养，同时也看到
了她严谨的治学态度，其成果
既可做专业人士研究、发展五
音戏之宝贵资料，也可作为戏
剧爱好者了解欣赏五音戏的
指南。

笔者认为，这样深入细致
的研究，不仅对五音戏一个剧
种具有重要意义，其解剖麻雀
式的深入分析探讨，对其他地
方戏剧种的理论研究也有着
启发和示范作用。

淄博是齐国故地，历史文
化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
经在经济、文化上处于领先地
位。两千多年来，在这片土地
上，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
有待我们进一步开掘、保护和
利用，推动其发扬光大。

我们希望优秀的地方文
化、地方艺术不要限于一隅，
要大胆创新发展，勇敢走出
去，使之在更广大的地域、更
高的舞台传播开来，充分展示
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这不仅是舞台艺术工作者的
责任，也需要有更多的像石蔚
教授这样的专家学者助阵。

（作者为山东省文化和旅
游厅原二级巡视员、山东省京
剧院原院长）

探微知著 史论辉映
——— 五音戏理论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第一排 末一排

□ 童卉欣
孩子读高中，一天随口说

起，他一整个学期都坐在教室
最后一排的角落处。

这么差的位置？
回忆我的学生时代，教室

末一排要么坐着班里的大高
个，免得挡住别人视线；要么是
无心学习的学渣，听不听讲课
无所谓；要么是调皮捣蛋生，不
让他们影响其他同学；再不然，
也是全班同学轮流坐最后
一排。

论身高，我孩子是小个子；
论成绩，班上中等；论性格，他
温顺听话。我觉得不论基于哪
种考虑，他都不至于不应该被
安排到最末排。

我正寻思着要不要跟老师
沟通一下，给他换个座位，孩子
又说：“我可喜欢现在这个座位
了，安静，自在，空间比别人大，
离饮水机最近，离空调最近，天
气冷了热了我最舒服；眼睛累
了，一扭头可以望见窗外的绿
树；下课了，可以第一个冲出教
室，节约时间……”

“还可以躲避监管，不引人
注意，很少会被老师点起来回
答问题吧？”我补充一句。

“对啊对啊！”孩子点头，
“你不知道啊，我初中坐在第一
排，几乎天天被数学老师点起
来回答问题。我特别怕被提
问，十次有五次答不出，一紧
张，会的也不会了。想到我喜
欢的女生也在班上盯着我看，
我那个尴尬啊……后来，我都
郁闷得不想在那个班待了……
再也不想读初中了。”

我又一次意外。
初中他坐在第一排，包括

数学老师的经常提问，是我和
孩子班主任积极沟通、苦心争
取来的“福利”，是我心目中最
好的安排。若非他今天亲口
说，我完全不知道坐第一排曾
带给他这么多“折磨”和阴影。

我更不知道，我眼中代表
“不公”和“最差”的末排座位，
是他愿意一直坐下去的“风水
宝地”。

当家长，果然是门艰难的
功课，常易以自我之经验判断
孩子、指导孩子、热忱帮助孩
子，忘记了时移境迁，这一代早
已和我们当年处于全然不同的
环境中。

即使是环境改变忽略不
计，家长也时常忘记，孩子不是
我们，他来自于我们，却是一个
全新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思
想和感受。

第一排，末一排，孰好孰
差？谁坐谁知道。

也许当家长的第一课，就
是开始领悟：青春和成长，不由
我们安排。

吕吕凤凤琴琴 邓洪山 霍俊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