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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葆玖谈梅派发展和传承：

要要与与时时俱俱进进，，更更要要守守住住魂魂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9

月26日，“美人之美 美美与
共———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引用国学名言典故书法作
品展”在山东文化馆开幕。

展览由山东省委宣传部
指导，济南市委宣传部、交通
银行山东省分行主办，济南兰
亭书法院、山东当代书画摄影
艺术交流中心承办，精选了习
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
话中引用的国学名言典故72

则，分为治国篇、廉政篇、为民
篇、选贤篇、学习篇、奋斗篇、
修身篇、睦邻篇八个篇章，由
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济南兰
亭书法院院长张仲亭等23位享
有盛誉的书法家书写。参展作
品均是四尺整张以上的，其中
还有八尺整张的作品，气势宏
伟。作品风格迥异，真草隶篆，
诸体皆备，雅俗共赏，受到观
众的好评。

国学名言典故

书法展举办

梅派的特点在革新，

唱腔深沉含蓄动人心

一代京剧艺术大师梅兰
芳，在半个多世纪的舞台艺术
实践中，尊重传统，勇于创新，
其表演水平达到了旦角行当
的巅峰。梅兰芳爱国、爱民、爱
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文艺事
业，创造了穆桂英、杨玉环、虞
姬、梁红玉等众多令人难忘、
优美的艺术形象，形成了具有
独特风格、大家风范的艺术流
派——— 梅派。

梅派艺术是京剧旦行中
首先形成的、影响极其深远的
京剧流派。梅兰芳先生逝世
后，他的儿子梅葆玖先生毅然
撑起梅派艺术这面旗帜，潜心
钻研梅派艺术在新时期的继
承和发展。

有人说：“京剧的生角离
不开谭鑫培的系统，而旦角则
离不开梅兰芳的衣钵。”

梅兰芳之子梅葆玖先生
说，梅派艺术风格及特点，主
要表现是革新精神。父亲在
唱、念、做、舞、音乐、服装、扮
相和剧目各个方面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创造和发展，将京
剧旦行的唱腔、表演艺术提高
到一个新的水平，成为旦行中
影响极其深远的流派。“父亲
的嗓音高宽清亮、圆润甜脆俱
备，音色极其纯净饱满，始终
保持平静从容的气度，不用花
俏的颤音、滑音或怪腔，乍听
之下平淡无奇，却深沉含蓄、
动人心弦。”

梅葆玖说，梅派的念白富
于情感，而且将京白、韵白等
提炼为艺术化的生活语言，不
会有刻意做作的感觉。至今，
梅葆玖还记得父亲指导自己
如何演好虞姬的那场“剑舞”，

“父亲顺手拿着两个鸡毛掸
子，一边做着示范一边说，‘葆
玖，你在台上舞剑时，想像象
棋里将帅活动的那块地盘的图
案就可以了。’”梅葆玖说，每一
出戏中，父亲梅兰芳都会结合表
达人物感情和剧情内容的需求，
设计出大量新腔，无论是柔曼婉
转之音或昂扬激越之曲，都力求
化于无痕，这也是梅派的精髓
之一。

发展要与时俱进，

但魂不能动

对于京剧被当下许多年
轻人冷落的困境，梅葆玖并没
有流露出失落的神情。在他看
来，这种困境是可以通过努力
改善的。梅葆玖表示，京剧绝
对亡不了，而且将来它可以提
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我个人
的看法是京剧未来要越来越
精，而不要刻意去追求多。过
去老一辈哪个角儿带的班都
有他的艺术标志、艺术风范，
你看他的戏就是过瘾，所以将
来剧团要存在就要出角儿、出
好角儿，对于梅派艺术来说更
是如此。”

“我觉得京剧也要与时俱
进，比如灯光、布景、大环境，
可以汲取好的东西来武装自
己，让京剧更丰富、更可看、更
美，把京剧推向一个高水平。”
梅葆玖说，在与时俱进的同
时，京剧的魂不能动，演员的
表演不能动，根变了就不是京
剧了。

近年来，梅葆玖一直在主张
交响乐进京剧，在音符、音区、音
响上变得更丰富，就是为了照顾
年轻人的口味，让年轻人觉得不
单调。他表示，之前他演出的《大
唐贵妃》用的全是大交响乐，而
且用了最好的布景、升降台、各
种灯光，看完以后大家说这是保
留传统艺术风格的最新型京剧，
很受欢迎。

梅葆玖先生的弟子胡文
阁也表示，梅派艺术的精髓是
革新，当年梅兰芳在身段和做

功上将昆、京、舞、武合而为
一，是大胆创造。他借助昆曲
歌舞并重的表演形式，将大量
舞蹈化动作，在符合人物及剧
情的前提下融入京剧表演，最
终形成了梅派艺术。梅派艺术
要想发扬传承，必须两条腿走
路：一边保留传统、保持原汁
原味，一边要创新突破。搞创
新，为的是顺应形势、吸引观
众。

传承要从娃娃抓起，

男旦接班人不能断

对于梅派艺术的传承，梅葆
玖显得颇为乐观。他表示，现在
很多年轻人唱得不错，对学戏也
有兴趣，但是培养他们得有好老
师才行。“我的学生胡文阁不错，
这些演员将来演也好、教也好都
是骨干力量。作为梅兰芳剧团掌
门人，我要把传承的工作带头做
好。”

胡文阁认为，梅派艺术的
传承要从娃娃抓起，像梅葆玖

先生的小徒弟巴特尔，从小就
很喜欢梅派，对京剧的喜欢是
由内心发出来的。梅葆玖说，

“我建议学校开设京剧课。其
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学校开设
娃娃唱京剧的幼儿班，要把这
种形式做成气候，京剧艺术才
会流传下去，也会受到年轻人
的喜欢。”

在接受采访时，不少艺术
家都强调梅派艺术要注重男
旦接班人的培养。曾几何时，
男旦艺术风光无限，但由于种
种原因，现在全国范围内能登
台演出的优秀青年男旦演员
寥寥无几。梅葆玖先生表示，
梅派一定要有男旦接班人。

“京剧从当初的徽班进京就是男
旦，从我的高祖梅巧玲传到我父
亲梅兰芳，一直到我，也都是男
旦。这是咱们京剧的艺术特点、
传承规律，男旦不能断，这是咱
们的历史，也是咱们的文化，一
断就把传统切断了。在这个立足
点上，我建议男旦还是要有接班
人。”

由齐鲁晚报主办、齐鲁影业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国韵天
骄”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暨北京京剧院“双甲之约”——— 纪念梅
兰芳诞辰120周年全球巡演济南站活动将于9月27日在山东会
堂上演。在济南站演出即将到来之际，梅葆玖和弟子胡文阁畅
谈梅派艺术的精髓，对今后梅派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不少中肯的
建议。

本报记者 邱祎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9

月26日，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
省文化厅、山东演艺集团联合
举办了“中国梦 爱国情”京
剧表演艺术家张春秋舞台艺
术80周年纪念活动。上午的学
术研讨会之后，当晚在梨园大
戏院上演了张春秋舞台艺术80

周年京剧演唱会。88岁的张春
秋先生登台，与女儿共同为观
众演唱现代京剧《红云岗》经
典唱段“为亲人细熬鸡汤”。

张春秋先生6岁进上海“喜
临堂”科班学戏，8岁正式登台，
1954年拜梅兰芳先生为师，深
得梅派真髓。特别是她主演的
现代京剧《红云岗》(原名《红
嫂》)在全国引起轰动，她塑造
的红嫂形象家喻户晓。张春秋
先生被誉为“齐鲁梅派第一
枝”，至今仍活跃在中国京剧
舞台上。

张春秋从艺80周年
“红嫂”昨登台“细熬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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