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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奖得主刘建杰：

多多演演好好剧剧目目，，让让更更多多人人爱爱上上看看戏戏
这段时间，山东省京剧院副院长、演出二团团长刘建杰正在南京排演新编京剧《青衣》，在排练间隙他回省城开

会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从一个几岁开始学京剧的农村娃，成长为中国戏剧最高奖项“梅花奖”获得者，刘建
杰的艺术生涯满是不易与艰辛，也是一个励志故事。回顾自己的成长，刘建杰的语气里全是对京剧的热爱，但热爱中
又透着担忧。

本报记者 师文静

14岁成为

有名的“小老生”

自1985年从招远小戏剧
培训班考入山东省戏曲学校，
到1992年毕业进入省京剧院，
在省戏校七年的时间里，刘建
杰在知名京剧演员高佩秋等
老师的指导下，打下了坚实的
京剧基础。因自身条件好，入
校一年后，14岁的刘建杰就因

《捉放曹》成为学校里有名的
“小老生”。当时的校长、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殷宝忠很喜
欢嗓音宽亮的刘建杰，认为他
是一个京剧好苗子，给他开各
种小灶，别人一周学一部戏，
刘建杰则同时学两部戏。肯努
力，再加上长辈的悉心栽培，
刘建杰很早就在老生行当里
出类拔萃。

“当时殷校长对我满是期
待，经常鼓励我，对我说将来我
是要得梅花奖的。现在想来这
也是一段佳话。”回想这些往
事，刘建杰说，他的艺术之路非
常幸运，天赋固然重要，但是如
果遇不到好老师也不会成功。

1992年刘建杰分配进省京
剧院时已是一个表演稳重、文武
兼备的优秀青年演员。此后的近
10年时间里，是传统艺术和艺术
院团最不景气的一段时间，当时
下海经商是潮流，从事艺术工作
有时候是不被人理解的。“我们
出去时都不好意思说是京剧院
团的，会被人笑话，一个月挣一
百多块钱的工资，很清贫。”刘建
杰说，正是那段难忘的时间他
坚守住了京剧艺术。

低谷中坚守
喜迎“梅花”开

在上世纪90年代那种浮躁
的环境下，刘建杰也差点儿跑
去拍电视剧，因为执着于梦想
的他一度看不到京剧的出路。

“当时我们有一个英明的老院
长曾广发，非常感谢他，在艺
术低谷的环境中，省京特意在
原二团的基础上成立了青年
团，我们一批刚毕业的小青年
非常受重视，没有被抛弃。即
便是清贫至极，我还是坚守下
来了。”

此后刘建杰在《战海赤情》
《雄风祭酒》《奇袭白虎团》等戏
中担纲主演，1997年获全省青
年戏曲演员电视大赛金奖；
2002年他考入中国戏曲学院研
究生班。在省京剧院的大力培
养下，刘建杰逐渐受到全国京
剧界的关注。

2011年，刘建杰迎来了自

己首部担纲主角的新编大戏
《铁血鸿儒》。2013年，在风光
无限的新编大戏《瑞蚨祥》中，
因精彩诠释了一代儒商孟洛川，
刘建杰获得了当年的中国戏剧
最高奖梅花奖，成为我省为数不
多的获奖京剧男演员。在同年的
第十届艺术节上，《瑞蚨祥》又获
得文华大奖，刘建杰表演进一步
获得肯定，该剧也成为其艺术
生涯中的代表作。

梅花奖是戏剧界的最高奖
项，“这个奖是从事艺术工作的
人都向往攀登的最高峰，也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对京剧剧种
来说，获梅花奖相对比较难，我
认为它是对我从艺30年来的认
证和肯定。”刘建杰多年的努力
终于获得了认可。

坚持一线演出
传承京剧精髓

虽然现在是省京的副院长
和二团团长，但刘建杰始终认
为自己的第一身份是演员，无
论是京剧下乡，还是走进校
园，他一直在一线演出。刘建
杰说：“身处其中，我们都明白
京剧还是一门小众艺术，不可
能再出现万人空巷看梅兰芳
那种情景，京剧怎么传承、怎
么推广，京剧怎么走市场需要
认真思考。”

刘建杰称，全国有不少演
员尝试依靠个人名气，让京剧
更好地走向市场，把观众更多
地拉进剧场，但都不是很成功。

“著名京剧青衣张火丁、女老生
王佩瑜都想通过自己的工作室
将京剧推向市场，但都遇到很
多困难。这是小众艺术中更加
小众的个人行为，在当下的环
境中想突破很难。即便是‘第一
老生’于魁智演出，能否每场都
赚钱也是个问题。”

刘建杰认为，京剧的受众
主要是中老年人，怎么打破这
种格局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京剧是千锤百炼的艺术精髓，
也是一门沉静的艺术，只有饱
含人生体会、有着丰富生活阅
历的人才能更好地领略它的
美。现在下基层、走进校园等活
动，都是在推广京剧，就是希望
更多年轻人来看戏。”

“鼓励更多年轻人走进剧
院也是我们的工作。我告诉过
很多人，只有亲自到剧场看戏
才能真正感受到京剧的魅力。
就像看足球一样，只有在现场，
在球迷热情呼喊的那种氛围
中，才能感受到足球的魅力。”
刘建杰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一
听京剧就觉得是老古董，距离
自己的生活很远，年轻朋友们
要勇于、敢于走进剧场，只有静
心感受，才能体会到京剧独有

的韵味。“当然我们业内人士也
要多创作一些好剧目和角色，
通过名角儿演绎，好角儿配好
戏，让更多人来关注京剧。”

新编京剧不应
过度追求大制作

谈及如今京剧行业内的一
些趋势和做法，刘建杰则有一
些忧虑和困惑。他说，现在很多
地方都在创排新戏，但是追求
大场面、大制作，过度依赖声光
电的创排方式他不是很认同。

“新编大戏都要大制作，京剧真
的需要过度包装吗？”

刘建杰正在排演的《青
衣》就是大制作，全场采用交
响乐，使用各种声光电，舞台
表现绚烂多彩，但作为演员他
并不认同此举，“交响乐的节
奏变化太快，也是死节奏，演
员得去适应配乐，这会束缚演
员的表演；加上还要去适应舞
台灯光，演员在台上无法施展
即兴表演。传统戏就一张桌
子、两把椅子，演员很自由。但
是新编戏不行，演员的自由发
挥很受限，一即兴表演，就可
能出现灯光不到位、配乐跟不
上的情形。”这也是刘建杰作
为一个演员对京剧当下流行
趋势最大的不解。

“整个交响乐队来配乐，
要想让他们根据演员的嗓子
条件来调整现场的唱法，是不
可能的。而且这些大型创排新
戏的作曲、编剧都是直接将唱
腔和剧本弄出来，根本不考虑
演员的嗓音通不通、是否发挥
了演员的特色。这些问题对于
传统戏来说是不存在的。”这
正是刘建杰忧虑的东西，新编
京剧与传统京剧已经不同，这
种变化是好事还是坏事谁也
说不清楚，“传统京剧的表现
方式是虚拟写意，新编京剧如
果一味靠铺张的舞台效果吸
引观众，这条路究竟对不对，
值得大家探讨。”

刘建杰还指出，当下新编
京剧很多都是大投入、大制
作，灯光音响、道具服装动辄
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投入，全
国京剧行业都追求大制作，大
戏要赚回成本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在困惑，但谁能从根
本上改变这种现状呢？”目前
看这样的大制作并没有让京
剧真正深入大众生活、流行起
来，刘建杰觉得不应该倡导这
种方式。“当然也有很多剧团
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正
在运作的新编京剧《孔子》，在
搬上舞台前就是要经过反复
论证、反复试验，再确定怎么
排。对于新编戏，怎么运作我
们很谨慎。”

刘建杰，国家一级演员、省京剧院副院长兼二团团长，
工老生，宗杨派。毕业于山东省戏曲学校，1992年进入山东
省京剧院。代表剧目有《四郎探母》《雄风祭酒》《马夫掌鞭》

《铁血鸿儒》《瑞蚨祥》及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等。曾获全
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一等奖、第七届中国戏剧节
优秀表演奖、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银奖等。2013年荣
获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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