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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

前言

京剧向称国粹艺术，内容博大精深，剧目十分丰富，人们常以“汉唐三千宋明八百”形容其浩瀚。其
中流派剧目又以演员表演的鲜明个性使剧目显得更为多彩多姿，充满魅力，既被专业人员钻研承继，
也为广大戏迷喜闻乐见，遂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大亮点。流派举凡表演艺术，原本就无不带有表演者的
个人色彩。京剧表演艺术因其唱念做打诸多方面功夫的综合性和繁难性，表演的个性化尤为突出；加
以行当的粗分、剧目的雷同，于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尽显各自的千姿百态、千变万化；一招一式、一腔
一韵之中可以体现不同的特色，同样一出戏，甚至同样一个戏中人物也完全可以演出不同的风采，这
种充满个性化的表演，遂成为京剧竞技场上最是为人乐道而又情趣无穷的审美内涵。倘若这种富于个
性化的表演为受众所认可，且代有传人，形为规范，即可自成一家，成为迥异于他人的艺术流派。以
“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为例，虽皆工旦行，却又各有千秋。京剧大师王
瑶卿就曾这样分析这四位后起之秀的独到之处：“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荀
慧生的浪儿。”所谓“样儿”，指梅的艺术造诣全面，要什么有什么；所谓“唱儿”，指程以行腔之
新颖动听为能；所谓“棒儿”，指尚的刀马功底深厚；所谓“浪儿”，指荀的柔媚多姿、风情万种。
寸长尺短，一语道破各有专擅的各家流派特点。如此成就固然来自自己的勤学苦练、苦心孤诣，更少
不了观众的知音捧场、鼓励有加。因此，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对于创始人来说，无疑是开拓了审美
追求的新境界；对于受众戏迷来讲，则更是得到了多样化审美需求的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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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

内容概要

《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第11集)》内容简介：京剧向称国粹艺术，内容博大精深，剧目十分丰富，
人们常以“汉唐三千宋明八百”形容其浩瀚。其中流派剧目又以演员表演的鲜明个性使剧目显得更为
多彩多姿，充满魅力，既被专业人员钻研承继，也为广大戏迷喜闻乐见，遂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大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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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

书籍目录

李多奎望儿楼(李多奎演出本)滑油山(李多奎演出本)太君辞朝(根据李多奎1955年实况录音整理)钓金
龟(李多奎演出本)哭灵(根据李多奎音配像整理)遇皇后(根据李多奎、裘盘戎音配像整理)打龙袍(根据
李多奎、金少山音配像整理)李金泉岳母刺字(李金泉演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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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

章节摘录

插图：《望儿楼》是一出唱功老旦的骨子老戏。故事情节很简单：李渊的皇后窦太真因次子李世民受
命出征洛阳，久战未归，心悬思念，在皇宫五凤楼前修建一座望儿楼，每晚登楼远望，盼子早归，夜
不成寐。早年问紧接着还有一折叫《背楼》，内容如下：窦太真思子时日既久，抑郁成疾，死于望儿
楼上；李渊命长子建成、三子元吉背尸下楼均未背动；一直等到李世民赶回，才将其母窦太真的尸体
背下，装殓下葬。在宫廷斗争中，李世民是胜利者，该剧有过于歌颂李世民至孝之情，显得窦太真未
免有偏心之虞。绝大多数老旦演员只演《望儿楼·思子》一场，《背楼》一折早已失传。伟大的母爱
，绵绵思子之情、殷殷盼子之意往往打动远离父母的游子，使之潸然泪下。龚云甫、卧云居士、李多
奎等老旦名家均擅演此剧。该剧是按李多奎的演出录音整理的。《望儿楼》、《钓金龟》和《遇皇后
》是三出唱腔结构相似的老旦二黄剧目。它们都是由一段[二黄陧板]、三段[二黄原板]以及若干句[二
黄散（摇）板]构成的成套唱腔。但是，这三出戏人物身份却大为不同：康氏是一贫妪；李后是落难的
王妃；窦太真是身份高贵的皇后。所以这些腔尽管类似，却有细微的不同，主要还是要靠演员用不同
的情感来表达不同剧中人物的心境。《望儿楼》中的[二黄慢板]唱腔与其他老旦的这个板式的唱腔大
同小异。据说这个唱腔是龚云甫创作的。龚云甫是京剧老旦行当的第一个里程碑。在他之前老旦行戏
很少，多由老生或丑行应工，唱腔也平直简单。龚云甫将青衣的唱腔融人老旦唱腔之中，使老旦唱腔
变得委婉多姿，曲折动听。当时保守的人贬称龚云甫为“花老旦”。然而，古朴的老旦唱法被淘汰了
，龚云甫的唱法形成了老旦“龚派”，流传了下来。窦太真[二黄慢板]表达的是一种思念。“窦太真
在昭阳自思自想”唱腔在各老旦[二黄慢板]的头一句中都大同小异：曲调起伏跌宕，一唱三叹，委婉
动听，但以窦太真尊贵的身份来演，用慈母忧思远征在外的儿子的情意来唱，则会更加感人肺腑。李
多奎继承了龚云甫的艺术，以他那宽厚洪亮饱满明净的嗓音使（（望儿楼》一剧唱得更加酣畅醇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多奎在老旦二黄唱腔中唱[垛板]堪称一绝。其特点是节奏紧凑，气息匀称，字字
清晰，淋漓尽致，有如珠落玉盘。这种腔用在贫妪康氏身上，表现她那种絮絮叨叨，非常真切。但如
果卖弄技巧，在窦太真身上也用这种腔，则就失掉了她那雍容尊贵的气质。因此，在《望儿楼》一剧
中李多奎一句[垛板]也没用，而是用推窗远望，听见太监脚步声误以为李世民回朝等情节来挖掘窦太
真的内心情感；用苍劲挺拔、宽厚沉稳的唱腔表达窦太真之意；用层次清楚、咬字真切、喷口有力的
技巧来感染观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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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

编辑推荐

《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第11集)》：寻根搜遗，聚齐，京剧各流派代表剧目二百五十余出；全本记
录，详陈，服装扮相、剧本曲文、唱腔伴奏、锣鼓经、身段谱；剧团排演之范本，专家、票友研习之
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之珍果。“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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