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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劇不僅止於變臉吐火，川劇的古老豐富，在中國的
戲曲裡是數得着的。上溯至唐及五代時期，彼時正是古
代四川戲劇最為鼎盛之期，有道是「蜀戲冠天下」，出
現了目前有記載的中國戲曲史上最早的戲班。所謂唐三
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國，加上高腔四大本、彈戲
四大本、江湖十八本，川劇隨便哪裡拈來一齣戲、一唱
段、一表演，都是高亢激越的抒發、幽默風趣的表達和
風華絕代的故事，其地位絕不亞於川菜在美食版圖中的
地位。而如今，很多人將變臉、吐火、滾燈等同於川
劇，讓人不禁有一種曲終人散歸於冷寂的蒼涼。若是只
有變臉、吐火和滾燈的熱鬧，而無歷史的沉澱、豐富的
劇目、獨特的表演、多樣的聲腔作為支撐，川劇又怎能
位列中國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前列呢？值
得慶幸的是，隨着回歸傳統的浪潮漸近，川劇正形成老
中青搭檔、各行當傳幫帶的態勢，仍聚集起一批對川劇
進行深入研究、傾心投入的戲迷，還探索着傳承、普
及、推廣川劇的新路徑，讓傳統文化在融合現代生活的
同時，重新被大家接受和熱愛。

川劇傳承挑戰與曙光並存在《摘紅梅》這
齣戲裡，讓戲迷津津樂道的除了王世澤所扮
小生的風流倜儻外，還有師徒、父女同台演
繹的傳承佳話。事實上，本次演出也是川劇
傳幫帶的一次極佳體現，除了王世澤與王玉
梅師徒同台，60多歲的幫腔老師李建英與16
歲的川劇少年班畢業生楊茜，70多歲的打擊
樂老師余厚雲與4名十幾歲的川劇少年班打
擊樂畢業生，都是師生同台通力合作，展現
出川劇的傳承和發展。
王玉梅認為，這些十幾歲的孩子正需要這
樣的大型演出來鍛煉，「不給她們機會破破
膽，她們永遠是溫室裡的花朵，經不起風吹
雨打和考驗，更不會有傳承的緊迫感。」而
王玉梅對於川劇傳承的緊迫感，則在2011年獲得梅花
獎、並擔任成都市川劇院副院長後尤為強烈，「從招
生到師資、從演員到觀眾、從劇本到劇團，川劇傳承
面臨着鏈條式的危機。」正是有了這些思考，王玉梅
在2011年成都市組織的一次研討會上，對比昆曲的傳
承保護力度，詳細闡述了川劇傳承面臨的隱憂。「會
後一個多月成都市出台了全面振興川劇的『川劇八
條』，包括川劇後備人才的培養，要以『院帶班』的
形式，在成都市文化藝術學校開辦川劇少年班。」這
是近30年來四川省戲曲界首次實行全免費的定向培養
招生。王玉梅成為了川劇少年班的主要執行者，從制
定招生計劃到確定培訓流程，從邀請大師執教到親自
上陣教學、解決教學中發現的各種問題。「今年7月
孩子們畢業，我也『畢業』了。」讓王玉梅欣慰的
是，這些孩子不僅把四年艱苦的學習堅持下來，還有
兩人在中國第十九屆少兒戲曲小梅花比賽中奪得「小
梅花」金獎，一人在2016年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
中職組藝術專業技能（戲曲表演）榮獲個人三等獎，

四川省第三屆青年川劇演員比賽中獲得一等獎和三等
獎，目前這批學生大多都已經加入到劇院的各項演出
中。
「川劇演員的傳承最好是成建制、成批次培養和更

換，比較好的是八至十年完成一個更迭。」王玉梅
說，這批川劇少年班的孩子，儘管還很稚嫩，但讓劇
院至少在未來十到十五年內不用再擔心人才問題。「7
月初的兩場畢業匯報演出，讓很多關心川劇的人都看
到了希望。」王玉梅希望孩子們能克服從學校「眾星
捧月的主角」到院團「跑龍套演配角」的落差，在藝
術的道路上，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在藝術道路
上執着追求，並且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從匠人一
般地去模仿到自己學會創造，他們在舞台上至少還需
要再打磨十年，再加上文化素養和經驗的積澱，才能
逐漸成熟，站到舞台的中間。」制定計劃「搶救」大
師精粹隨着孩子們畢業，王玉梅又將目光轉向了老一
輩的川劇表演藝術家們。「川劇作為非物質文化遺
產，是口傳心授的東西，必須有手把手地教學、模仿

和傳承。而目前對這些川劇大師的藝術的傳承、保護
和搶救，做得還很不夠。」王玉梅說，如今全國戲曲
界都有一個回歸傳統的趨勢，現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
搶救像王世澤老師這些川劇大師的技藝「表演的東西
可以去模仿，但大師們自己創造的、有個性特色的、
多年演出積累的經驗是無法模仿的，走一位川劇界老
先生，就帶走一批再也無法複製的技藝。」「我和師
姐妹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學習計劃，不管是老師整體
的、片斷的，還是視頻的、音頻的東西，都要整理搶
救下來。」王玉梅說，不管能學多少、能傳承多少，
現在必須盡量去做。探索路徑普及推廣川劇同時，成
都市川劇院還在推動川劇欣賞普及方面下功夫。「比
如通過川劇進校園，去教孩子欣賞傳統川劇，根據課
本為孩子們打造校本川劇，指導孩子排演，讓川劇植
根到學校。」此外，成都市川劇院還在探索一些新路
徑，尋找傳承與創新的平衡點。「如借鑒別人成功的
經驗，以工作室的形式策劃一些對外交流學習活動，
讓好的劇本、好的演員能完成自己想做的事。」

川劇少年班解人才危機 記者手記：

川劇再展風華

「600分鐘600年——中國戲曲經典名家盛薈」早前在上海開演，由7個省

市9個劇種的14位當今戲曲界代表人物共同呈現20折來自天南地北的經典折

子戲，覆蓋了生旦淨丑、唱念做打，以三場演出濃縮了中國戲曲600年之美。

其中，來自四川的川劇表演藝術家、76歲的王世澤是此次演出中年齡最長的一

位。由他與梅花獎弟子王玉梅、女兒王華茂同台演繹的《紅梅閣·摘紅梅》，不

僅盡展川劇小生的藝術魅力，引來全場觀眾喝彩，亦讓人欣喜地看到了川劇的

傳幫帶。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王世澤12歲入重慶市川劇院學員班學藝，主攻文
武小生。得川劇大師周裕祥、周慕蓮、姜尚

峰、陳桂賢、瓊蓮芳等諸多名家親傳，1962年拜川劇
文生泰斗袁玉坤為師，深得其真傳，在幾十年的舞台
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別具一格的表演風
格。他所扮演的角色，形神兼備，追求以形傳神的神
韻美，以情入戲的精緻美，以境生象的意境美。手眼
身法步都有着非常豐富的表現能力，善於運用川劇文
生的褶子功、扇子功等各種藝術手段，刻畫人物內心
世界、表達人物神態情緒。身段表演細膩傳神，盡展
川劇小生藝術「瓜、嗲、媚、秀」特點。

獨創靈動飄逸身段
從藝64年來，王世澤在戲曲舞台上成功塑造了許
多動人的藝術形象。上世紀八十年代王世澤曾來上海
演出過《紅梅閣．放裴》，此次則帶來了《紅梅閣．
摘紅梅》。談及為何選擇這齣戲，與王世澤同台獻藝
的弟子——梅花獎得主、成都市川劇院副院長王玉梅
說，此次參加演出的都是戲曲界「大腕」，每個人的
劇目和演出都代表了該劇種特色。而川劇尤以小生、
小旦和小丑的「三小」表演最有特色，大幕戲《紅梅

閣》是川劇小生的代表劇目，其中兩
齣折子戲《放裴》和《摘紅梅》更是
老師的代表作。「本來老師想演出兩
折戲，但《放裴》在體力上要求太
高，怕老師身體吃不消，所以只選擇
了《摘紅梅》。」王玉梅說，儘管《摘紅梅》是文
戲，但其中的一些身段表演是老師獨創的，是其他劇
種沒有的，而且樂隊的幫、打、唱最具川劇高腔戲的
代表性和特點。王世澤說，從18歲到30歲，他經常
演這齣戲，「用飄逸靈動的身段，展現川劇文小生的
瀟灑風趣。現在學生們都有點怕這齣戲，覺得難演。
這次演出我也想做個示範，在舞台上傳幫帶。」

精彩演繹引觀眾皆傾倒
事實上，王世澤完成此次演出頗為不易。他退休後

已經多年沒有上舞台，今年7月還生病住院。「老師
出院一周就開始在家穿着厚底靴練形體動作。當時身
體還在恢復期，肌肉力量不好，一條腿站着都還有點
不穩。」王玉梅說。讓大家驚訝的是，剛出院一個多
月的王世澤在舞台上身着鴛鴦褶子，玉樹臨風、揮灑
自如，運用複雜多變的身段，極好地體現了川劇文小

生的斯文儒雅。「老師有很多
表演都是現在青年小生演員所沒有
的，除了極見功力的褶子功外，像撣巾
帽飄帶、收拿扇子的姿勢手法，都漂亮
得讓觀眾們驚呆了。」在王玉梅看來，這些
動作都是老師幾十年積澱化在骨子裡的，根本不
用去刻意表現，隨意一個動作就能信手拈來。
而為了這次時隔三十年的上海亮相，王世澤還自掏

腰包，特意去新做了一身行頭。「老師出身梨園世
家，父輩多以製作劇裝為業，因此他對服飾頭帽頗有
心得，又銳意革新。如內穿褶子為傳統雙縐，外穿褶
子改用紗質，更顯飄逸；如在香汗衣邊緣繡花，增加
美感，還設計了水鑽帽花，增加了頭帽的美觀性。」
王玉梅說，光是一朵帽花，她們陪着老師在上海選了
好幾家劇裝店，「每一個細節都精益求精。」王玉梅
說，老師經常會看中國畫，「對畫上的服裝、神態、
造型、動作、眼神等都有研究，在表演時他就會有一

種『雕塑感』。
不管是什麼動

作，都像雕塑一樣
美，即使沒看過他表演
的戲迷，也能抓拍到他
精彩的表情和動作。」
戲迷讚川劇保持藝術

品格。王玉梅笑稱，演出結
束後觀眾們都齊呼「沒看夠」，

很多同台獻藝的戲曲名家以及專家學者都對老師的表
演和這齣戲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現在已經有梨園
戲、昆曲等劇種的同仁希望邀請我們去演出及傳授些
表演技藝。」而這齣戲也在戲迷圈裡成為了熱議話
題。一位親歷《摘紅梅》演出前後的戲迷在朋友圈裡
寫道：「只要有利於川劇藝術的弘揚，王世澤老師就
什麼都願意付出，不計任何私利、不惜一切代價，帶
給了我們數十分鐘甚至銘心刻骨的藝術享受。」另一

位戲迷則說，王世澤先生的表演固然精
彩，其背後的付出更讓人崇敬，台上如此
嬌、瓜、媚、嗲的川劇小生，一抬手就是
風情，一踢褶但顯嬌俏，有誰知道這是76
歲還帶病演出的老人。
「看到這位76歲的老人家風姿如玉、飄

逸如風的台風被驚艷到了，藝術真的可以
令人忘卻現實的逼仄。」還有戲迷讚道：
「傳統川劇很靈動、鮮活、散淡，隨心所
欲不逾矩，其他劇種則稍遜風騷。願川劇
在與時俱進的同時，拒絕那些自命不凡的
所謂新觀念假創新的誘惑，繼續保持自己
的藝術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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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紅梅摘紅梅》》極極
具川劇高腔戲的具川劇高腔戲的
代表性和特點代表性和特點

■■少年川劇班的學生畢業匯報演出少年川劇班的學生畢業匯報演出 ■■少年川劇班的學生刻苦練功少年川劇班的學生刻苦練功

■■7676歲的川劇表演藝術家歲的川劇表演藝術家
王世澤在舞台上瀟灑自如王世澤在舞台上瀟灑自如

■■王世澤的演出極好地王世澤的演出極好地
體現了川劇小生體現了川劇小生「「瓜瓜、、
嗲嗲、、媚媚、、秀秀」」的特點的特點

7676歲登台展獨創小生身段歲登台展獨創小生身段
王世澤門下三傑王世澤門下三傑
川劇傳幫帶川劇傳幫帶

■■少年川劇班的學少年川劇班的學
生畢業匯報演出生畢業匯報演出

■■王世澤身段王世澤身段
表演細膩傳神表演細膩傳神

■■戲迷們讚王玉梅扮演的丫鬟戲迷們讚王玉梅扮演的丫鬟「「一身是戲一身是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