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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葆秀 行当不在强弱，在于有人去发展
携弟子出演《八珍汤》《金龟记》《风雨同仁堂》，京剧界人士畅谈赵葆秀艺术人生

9 月 10 日 至
12日，“德艺双馨·
璀璨人生”京剧名
家赵葆秀“继承、
创新、教学”展演
活动在梅兰芳大
剧院上演。连续
三天的展演，赵葆
秀携弟子北京京
剧 院 的 翟 墨 、侯
宇，天津市青年京
剧团的孙丽英，黑
龙江省京剧院的
黄丽珠，福建京剧
院的张召君以及
学生来自国家京
剧院的谭晓令联
手演出了三部老
旦艺术的代表剧
目《八珍汤》《金龟
记》《风 雨 同 仁
堂》。昨天下午，
赵葆秀艺术人生
座谈会在北京国
际饭店会议中心
召开，赵葆秀的同
行、弟子，业内专
家、媒体人士等齐
聚一堂，讨论赵葆
秀“继承、创新、教
学”三步走的艺术
人生，以及她对京
剧艺术的传承与
发展做出的重要
贡献。

从“绿叶”到老旦也能挑大梁
自北京京剧院新时期

以来，几乎每一出戏都能
看到赵葆秀的身影，受限
于行当，很多时候她要充
当“绿叶”，有的角色甚至
连名字都没有，比如《下鲁
城》中的“老妪”，《孔繁森》
中的“藏族老阿妈”。

“京剧里老旦是个弱
行，但我觉得弱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服弱”，赵葆秀表
示，从京剧的发展来看，最
初是以老生行为主，连旦
角都是配行，直到 20 世纪
二三十年代旦角才忽然崛
起，这其中就以“四大名
旦”为代表。“行当不在于
强弱，而在于是否有人去
发展，这个前提是（传承
人）有一个雄厚的继承基
础，有扎实的基本功。”

赵葆秀善于创造性地
运 用 行 当 特 点 和 表 演 手
段 刻 画 鲜 明 生 动 的 舞 台
形象，在扎实的继承基础
上集各家之长，以唱念做
舞、神形兼备的综合表演

手 段 去 塑 造 人 物 。 此 次
演出的三台戏《八珍汤》

《金龟记》《风雨同仁堂》
都 是 赵 葆 秀 创 造 的 老 旦
代 表 剧 目 。 在 当 代 京 剧
舞台，特别是老旦艺术的
传 承 发 展 上 具 有 重 要 的
意义和价值。

《八珍汤》以老戏《三
进士》改编而来，这出戏
1985 年首演时，连演 80 多
场场场爆满，受到观众和
专家的好评。赵葆秀为该
戏付出了大量心血，特别
是第二场孙淑琳挣扎在风
雪交加夜的戏，赵葆秀的
恩师李金泉为此设计了一
段好听且符合人物感情的
唱腔，赵葆秀则为之设计
了身段造型，运用水袖艺
术地展现主人公挣扎在风
雪交加的夜晚的情景，形
成载歌载舞的风格。

《八珍汤》风雪夜这场
戏 ，曾 被 赵 葆 秀 选 用 于
1987 年竞争“戏剧梅花奖”
的专场上。而后，这折戏

与《太君辞朝》《徐母骂曹》
《李逵探母》一道，为赵葆
秀夺得了老旦行的第一个

“梅花奖”。
《金 龟 记》是 赵 葆 秀

1990 年整理的又一出老旦
挑梁的重头戏。这出戏在
以往大多以折子戏演出，
分为《钓龟》、《行路训子》、

《哭灵》。赵葆秀在恩师李
金泉和京剧名家苏维明先
生的共同整理和指导下，
为 这 几 折 戏 添 首 加 尾 补
中 ，使 其 成 为 完 整 的 故
事。演出中，赵葆秀尽展
其唱、念、做、表之深厚基
本功获得巨大成功。

《风雨同仁堂》是一出
新编近代历史剧，赵葆秀
将 老 旦 唱 腔 揉 进 青 衣 唱
法，将人物“乐徐氏”做了
音乐形象的定位，同时这
是对老旦声腔艺术的一种
拓展。此后，《风雨同仁
堂》三年演出一百多场，受
到各方认可，并获得了京
剧领域的所有奖项。

“老师指引我对老旦艺术的追求”
在业内，赵葆秀的尊

师重道也被传为佳话，她不
仅向老师学艺，更对老师敬
孝。赵葆秀说：“在京剧行
里，师承关系非常重要，老
师的选择也非常重要。我
特别喜欢李金泉先生声情
并茂的表演，所以选择拜
师于他。”

“文革”结束后，赵葆
秀在广播里听到李金泉老
师唱戏，深受感动，于是决
定拜师。在北京一条小胡
同里，赵葆秀饿着肚子敲

开李金泉的家门“毛遂自
荐”，而后她被李金泉收入
门下。赵葆秀与恩师感情
很深，甚至在李金泉身体
不好时，她每天陪老师去
天坛遛弯，一边照顾老师，
一边抓紧机会吸收学习。
在赵葆秀的学艺生涯中，
恩师李金泉的两句话始终
萦绕心头：“葆秀，你要有
自己的戏”，“葆秀，别人
乱，你不能乱”。赵葆秀表
示：“老师教我一是要勤奋
踏实，二是指引了我对老

旦艺术的追求”。
回 顾 自 己 的 艺 术 生

涯，赵葆秀坦言她“不属于
速成”，而是“大器晚成”，

“我对京剧这门艺术也是
在不断的认识，速成不太
符合这门艺术的规律，它
需要漫长的学习、实践、研
究、总结”。

一生苦守老旦行，并
最终使这个有些偏门的行
当发扬光大，“弱行不要示
弱，发展不分先后”，赵葆
秀如是说。

我八岁拜师赵葆秀老
师，赵老师对老旦行的贡献
是极大的，也奠定了老旦行
在京剧行当里的地位。赵
老师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京
剧名家绝非偶然，我在老师
身上发现了一些作为艺术
家的特质，比如她对艺术的
追求有时代感，她能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而且视角独
特而准确。另外她选择和
完 成 剧 目 有 自 己 的 独 到
性。我们现在再去传承这
些剧目，老师已经给我们把
路铺出来了。此次三出剧
目我都有幸参加了，这三部

戏的演出顺序也是老师创
作剧目历程的顺序，集中体
现了继承和创新，同时还发
挥了每个学生的特长。

口述：翟墨（北京京剧
院演员）

在电梯里有一次碰到
赵葆秀老师，我对她说，赵
老师我能不能有机会跟您
学戏。我没想到赵老师特
别高兴地说，好啊，我看过
你的戏。这么德高望重的
老师居然注意到我，让我特
别有信心。

口述：侯宇（北京京剧
院青年团的老旦演员）

弟子眼中的赵葆秀

赵葆秀 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当
代著名京剧老旦表演艺术家。1968年毕业于北
京市戏曲学校，受教于老旦前辈名师孙甫亭先
生。1981 年拜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金泉、何
盛清先生为师。

她集各家之长，以唱念做舞、神形兼备的综
合表演手段去塑造人物，创排、改编、整理了多
出老旦挑梁新剧目，表现出朝气蓬勃的艺术生
命力和时代感，丰富发展了老旦艺术，形成了

“鲜明独特、声情并茂”的赵氏老旦艺术风格，为
拓宽老旦行的表演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享有“老
旦状元”美誉。

■ 业内评价

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赵葆秀是当
代京剧界当之无愧的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中国戏曲家协会研究室主任崔伟：她
是建国以后具有巨大贡献的当代老旦艺
术家，她既继承了男性演老旦声腔的醇
厚，又能恰到好处地完成女性演老旦在性
别和情感的水乳交融。

谭元寿先生儿子谭利增带来父亲的
口信：大浪淘沙，你终于攀登到顶峰……
你不愧为成功的艺术家，我为你高兴、为
你自豪。京剧的承上启下就靠你了。

9月12日，京剧《风雨同仁堂》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图/CFP

■ 声音

赵葆秀(中)与其弟子在9月12日演出后合影留念。 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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