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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瑶卿》

前言

1990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文化部举行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盛大演出活动。各
地京剧院团纷纷进京献艺，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首都戏曲舞台上可谓名角荟萃、流派纷呈、争奇
斗艳、蔚为大观。值此之际，中国戏剧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戏曲流派艺术研究丛书”，旨在对京剧
流派表演艺术进行评价和总结。正如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培育了艺术流
派，反之，艺术流派的竟芳争妍和春华秋实，又丰富和充实了戏曲艺术的宝库。因此，从各种各类艺
术流派的研究入手，将会是继承戏曲的传统艺术经验，总结表演艺术体系，探索戏曲美学的有效途径
之一。”正基于以上宗旨，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了谭鑫培、杨小楼、马连良、余叔岩、周信芳、王瑶
卿、梅兰芳、程砚秋、侯喜瑞、裘盛荣、萧长华等人的艺术评论集。今天看来，这套评论集的价值在
于：1.选择的评论对象都是彪炳史册、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具有流派代表性。2.评论者均为表演艺术
家或评论大家，对于评论对象，他们或亲眼目睹其表演，或亲身参与过台作，或亲耳聆听过其艺术教
诲。所以，书中所涉事实均为第一手资料。述，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评，能抓住对象之神韵；论
，则行家里手、语中肯綮。因而其史料与学术价值得到了业内人士与戏曲爱好者的认可。二十年过去
了，该套丛书早已在市场上脱销，却仍有很多人询问、查找，为满足读者的需耍，我们决定将这套丛
书再行出版，并纳入我社“十一五”国家重点国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中。国戏
曲艺术大系”整体编辑思路的观照下，对原有丛书做重新的修订与设计：1.在体例上，以“说”为新
版丛书的风格、定位，以生平事迹、艺术评价、逸闻轶事等板块对文章重新分类、组合；2.在内容上
，顺应当下读者的接受需求，删去原丛书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文章，补充了一些具有新材料、新观
点的评论文章；3.在形式上，对开本、封面、版式做重新设计，使其更富现代感，力争给读者带来赏
心悦目的阅读体验。这套丛书，只是我们“中国戏曲艺术大系·剧人部·评论篇”的首批出版计划，
今后还会陆续推出其他表演艺术家的评论专集。在此，诚恳地希望这套以全新面貌以飨读者的系列丛
书，继续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教与喜爱。中国戏曲艺术大系编委会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2010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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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瑶卿》

内容概要

《说王瑶卿(京剧卷)》由中国戏剧出版社编，钮骠主编，是“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中的一本。《说王
瑶卿(京剧卷)》主要介绍的是京剧大师——王瑶卿。王瑶卿在京剧舞台艺术方面作出了难以估计的巨
大的贡献，而且使旦角在将近三十年来的整个京剧界中焕发着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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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瑶卿》

书籍目录

壹突破藩篱锐意革新
卓越的戏剧改革家和戏剧教育家王瑶卿先生
回忆王瑶卿先生
继承着瑶卿先生的精神前进
良师益友艺苑楷模
王瑶卿
革新精进的先驱继往开来的宗师——纪念王瑶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缅怀王瑶卿先生
诲人不倦的师尊——回忆王瑶卿先生
王瑶卿先生三二事
忆王瑶卿老师
京剧生、旦两革命家——谭鑫培与王瑶卿
王瑶卿与四大名旦
王瑶卿与老生艺术
继往开来一代宗师——纪念王瑶卿先生
要想生巧需用脑
王瑶卿与京剧《柳荫记》
王瑶卿先生谈十三妹的“驴”
王瑶卿先生谈“松紧带”唱法
古瑁轩见闻录
贰诲人不倦桃李满门
承前启后一代大师
忆瑶卿老师
王门学艺记
春华秋实——纪念王瑶卿先生百年诞辰
念昔绛帐里，谆谆频发蒙
姓名香馨满梨园——回忆王瑶卿先生
“柳荫”一曲忆王师
活用程式的典范——忆向王瑶卿老师学戏
频添沃壤培桃李永铭严师诲谆谆——纪念瑶卿老师
回忆我的师父——王瑶卿先生
王门弟子述评
王瑶卿的嫡派传人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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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瑶卿》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卓越的戏剧改革家和戏剧教育家王瑶卿先生马彦祥曾经在京剧艺术事业上贡献了他的
毕生精力的王瑶卿先生，终于因患脑溢血症不治，于1954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了，这是中国戏曲事业
发展中的重大损失！瑶卿先生生于1881年，13岁（1894年）开始演戏，45岁（1926年）时因嗓音“塌中
”不能再唱，以后就脱离舞台生活（瑶卿先生45岁后还曾经登过一次舞台，时间是1930年1月，在天津
新新戏院演出了三场《雁门关》），把他的全部精力致力于教授和指导年轻的演员，一直到他去年8
月间卧病的前一天，从没有中断过他的工作。六十年中间，他在京剧舞台艺术方面作出了难以估计的
巨大的贡献，他不仅为京剧旦角的表演方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且使旦角在将近三十年来的整个京剧
界中焕发着灿烂的光辉。京剧是从封建社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一种艺术，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相
当深厚的封建传统。这种传统表现在表演艺术方面的主要是崇尚典范，讲究宗派，一切墨守成规，反
对改革和创造。瑶卿先生就在这种艺术传统的影响之下，当他不到30岁的时候，大胆地开始了对于京
剧舞台艺术进行各种革新的尝试。他不满意于当时舞台上的旦角永远是用了一成不变的类型的表演方
法来表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他认为一切表演都应该根据人物的身份和人物在剧中的行为来进行，做到
近情合理，“让观众看着像是真人真事”（瑶卿先生语）。他起初是唱青衣的，青衣所扮演的人物不
外是贞女烈妇或名门闺秀，形象都要十分端庄严肃，所以青衣只要有嗓子能唱就行，根本无需什么表
情做工。瑶卿先生首先打破了这一陈规，他是京剧中第一个演员尝试着从体会剧情出发、以细腻的表
情和做工来表演青衣的角色，他发展并且提高了京剧旦角的表演艺术。《母女会》原是青衣的正工戏
，在瑶卿先生以前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旦角向来都是按照着传统的青衣路子来演的，王宝钏自始至终就
是“捧着肚子死唱”（瑶卿先生语），扮相是大头上面挽观音兜，插抱头莲。瑶卿先生就不是这样，
他先设想剧本中规定的情境，王宝钏这时正在病中，不应该还是和平时一样，他就将她的扮相改为从
髻上垂下一缕散发，这样不但与她的唱词“这几日未梳妆思念夫君”的词意相吻合，而且给王宝钏增
添了一种凄楚可怜的神态，尤其在她表示“冻饿死在寒窑也不回相府的门”时，将这一缕散发边弹边
洒，使她的与父亲不妥协的坚决意志得到了更有力的表现。在唱腔方法上，他不像一般青衣那样只顾
到“字正腔圆”就算尽责，他更能将王宝钏当时的爱和恨交织着的错综复杂的情绪通过他的唱腔委婉
地传达出来。有看过他表演这出戏的人曾经给了他这样的评语：“做工甚细，念白也传神，一句'如此
待女儿打扫打扫'能叫人落泪。”青衣的表演能做到这样动人，在当时几乎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了。正
因为瑶卿先生的演剧是从体会剧情出发的，所以他的舞台艺术上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改革了旦
角的表演方法，而且还改革了角色的扮相、腔调，以至于剧本的内容。《打渔杀家》的萧桂英，原来
的扮相是戴有穗的渔婆罩，披云肩，瑶卿先生认为一个渔家女子这样装束未免过于花哨，他就改为戴
小草帽，穿蓝布女茶衣。《樊江关》的樊梨花、《破洪州》的穆桂英，原来都戴七星额子，扎硬靠，
由瑶卿先生起，都改了扎软靠，樊梨花改戴观音兜，穆桂英改戴蝴蝶盔。《女起解》头场祭狱神，原
来只唱四句[原板]，瑶卿先生把它改为唱八句[反二黄]，其他唱词和场子亦有很大的改动。《长坂坡
》“托孤”一场，糜夫人与赵云二人原来有一段很长的对白，以当时极度紧张的战争环境来说，这样
冗长的对白是不合情理的，瑶卿先生改为一见赵云先问全家下落，紧接着就由赵云问阿斗，这样就较
原来的场子紧凑得多了。《枪挑穆天王》，按老路子是穆鸿举被杨六郎当场刺死的，瑶卿先生以为穆
桂英已与杨宗保结了亲，如果她的父亲被杨六郎刺死，穆桂英不念杀父之仇，竟嫁了仇人之子，一同
投宋，情理上说不过去，而且观众也不会同情穆桂英的，于是他就把剧情改为穆桂英将穆鸿举救回来
了。类似这样的改革在瑶卿先生所演出的节目里是到处都可以发现的。他这样做，据说在当时曾经很
受一些前辈们的指摘，说他不应该任意破坏规矩，甚至还有人讥笑他所唱的腔调没有板眼，是洋腔。
然而不久以后，事实证明了他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所改革的一切在京剧界完全通了“大路”，有
很多演员遵循着他的道路走而成为京剧艺术的优秀演员。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三十余年的舞台生活不
算很长，然而瑶卿先生的丰富而渊博的舞台经验和舞台知识，却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和他过从较
密的人经常可以在他的家里看见他一手捧着水烟袋，一手捏着纸媒，对着满屋子的客人滔滔不绝地讲
着近百年来的京剧艺术的种种变迁和掌故。他不仅熟悉旦角的戏，而且熟悉旦角以外各种角色的戏；
他不仅能排戏，而且能编戏；他不仅懂得表演，而且懂得音乐（包括腔调以及文武场面）。他仿佛是
一个艺术的宝库，里面蕴蓄着无限的艺术珍藏，等待着人去汲取。有些朋友在背后常常称他为“百科
全书”；遇到在戏曲方面有任何疑难或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就说：“到大马神庙（瑶卿先生的住处）
找百科全书去。”只要找到了他，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去年6月间，我为中国京剧团排演《柳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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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瑶卿》

记》，企图通过这戏在表演和音乐方面做一些改革的尝试。剧本是根据川剧本加以整理的，在唱词方
面，许多地方我有意地保留了川剧高腔长短句的特点，突破了京剧唱词的基本规律“二二三”、“三
三四”的句法。我想：唱词的形式既有改变，唱腔也就非变不可。当我把这意图和演员们讨论的时候
，有一部分演员是信心不高的，认为用皮黄唱长短句，[散板]还容易解决，整段的唱词就有困难。然
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只要去请教王瑶卿先生，这些困难一定都能够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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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瑶卿》

后记

二十年前，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的“戏曲流派艺术研究丛书”，曾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影响，至今仍
是戏曲从业者及戏曲爱好者案头必备读物。二十年后，这套丛书又以全新面貌重新问世，相信她能给
老读者带来新体验，同时也将吸引、培育-批新读者。在新书即将面世之际，中国戏剧出版社向曾经参
与编纂这套丛书的的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与感谢。可以说，这套新丛书同样凝聚着您的心血。
但因丛书所涉作者众多，一时难以逐一取得联系，对此，我们深表歉意。请相关编者、作者及时与出
版社联系，我们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稿酬。相信我们在弘扬民族戏曲文化的共识下，能够达成彼
此间充分的信任与理解！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201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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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瑶卿》

编辑推荐

《说王瑶卿(京剧卷)》：王瑶卿是一名卓越的戏剧改革家和戏剧教育家。这本《说王瑶卿》由中国戏
剧出版社编，钮骠主编，是“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中的一本，对王瑶卿的京剧人生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内容包括：回忆王瑶卿先生、王瑶卿先生三二事、王瑶卿与四大名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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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王瑶卿》

精彩短评

1、旧文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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