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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春和他的表演艺术 

                               ——关于京剧艺术发展问题的一次谈话 

王金璐 陈怀皑 黄宗江 马长礼 张云溪 郑亦秋 李幼春 杜近芳 李光 刘长瑜 

传统程式,活的灵魂 

    杜近芳  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我的心情很激动。我认为,少春同志可以算得上

是一代大师。无论从艺术上或是从做人方面来说,我都深受教益。 

    少春同志选择演出剧目,有他自己的见解。做为一个艺术家,他的社会责任感很

强,态度很严肃。他不胡唱,绝不演那些无聊庸俗的戏。他所着力表现的都是我国历史

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或具有先进思想的人。 

    我最初跟他演《野猪林》的时候,还是在解放前夕,当时他已是驰名南北、红极一

时的名演员了,可是他肯破格提拔我这个在艺术上还很幼稚的孩子来给他配演林娘

子。他认真地给我讲解这个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还深入细致地帮助我分析人物的思

想感情以及如何恰当地通过艺术手段展现出来。同时他又鼓励我大胆创造,要我根据

自己的嗓音、条件来设计唱腔,表演,而不必拘泥于他所讲的。 

    《野猪林》可以说是少春同志艺术创造的一部代表作品,它集中了少春同志唱做

念打各方面的精粹,锤炼成为一部艺术精品。感谢崔鬼和陈怀皑同志抢拍下了这部电

影,使得我们今天还可以通过银幕形象,一瞻少春同志的风采。 

    少春同志的表演,是体验和表现紧密结合的,他的表演内在充实,有激情。他能得

心应手地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为塑造人物服务,传统程式的空壳,一到了他身上,便注

入了活的灵魂。他表演人物是那样地准确无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实在令人叫

绝。如何运用程式为内容服务,少春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和少春同志同台演戏,在精神上不会产生什么负担,他能和你配合默契,还能用他

那真实的表演带动你,使你自然地深入到角色的内心中去。每次演到林冲和林娘子长

亭分别一场,他把林冲的英雄末路、儿女情长表演得那么逼真感人,使我难以自制,泪

水自然地从眼中夺眶而出,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演戏。 

    “四人帮”的残酷折磨,毁灭了这颗璀璨夺目的艺术明星,不然,我还可能跟他合

作演出《岳传》、《卓文君》等新剧目,我还能向他学习的更多。现在这一切都不能

实现了,真是很遗憾。 

    对于少春同志生前事迹的缅怀,不是我这感想式的几句话所能说得清楚的,希望今

后还能有这样的机会,更深入全面地总结少春同志的艺术。 

反复琢磨,反复实践 

    李光  我是非常景仰李少春老师的,他是当代杰出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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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闹天宫》是他的杰作之一。他塑造的孙悟空,首先抓的“是猴学人,而不是人

学猴”。他曾对我说过：“猴子的动作是非常敏感的,狡黯的,上下起伏很大。而且

喜、怒、哀、乐甚为鲜明。这个戏体现了善与恶的拼搏战。如果你光去模仿猴子的一

举一动,学的再象,也是动物园里的小猴,决不是舞台上的‘美猴王’。”基于这种美

学观点,所以他塑造出的“美猴王”非常可爱,极富有艺术魅力,获得国内外观众的一

致赞赏。他的成功之路,就在于他好学,肯钻研,他不光向他的前辈、同行学,而且他出

国访问演出,看到外国文艺中好的东西也吸收。比如,在《大闹天宫》里第二场“弼马

监”那场戏,孙悟空头戴乌纱,身穿红官衣,手拿扇子,有一段边唱边舞的扇子舞。那就

是他一九五六年访问日本时,从日本歌舞伎借鉴来的,所用的扇子也是从日本带来的,

因为日本扇子扇骨稀疏,便于手指耍弄。这一段扇子舞编的是那么巧妙、诙谐,使观众

赞不绝口,为这出戏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和李少春老师接触最多的时候,是在一九七O年,我正排《平原作战》,那时他

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虽然让他担任这个戏的导演,但仍属于被控制使用,当时

他的处境并不好。当我听到是由李少春老师来担任导演时,我兴奋极了,这是一个多么

好的学习机会呀!因此,我们经常在一以研究《平原作战》为名探讨艺术。他看到我急

于想向他学习,也非常高兴,经常给我讲授舞台经验,并给我唱了很多老戏的唱段,其中

印象最深的是《战太平》“号炮一响震天地”那段〔西皮〕,而且还是偷偷地教我唱,

我就一字一板地向他学习了这一段。他除了教我唱以外,又给我练了一遍拳,当时我

说:“您能否把这套拳教给我?”他笑了笑说:“这套拳是我临时即兴编的。一个演员

要善于随机应变,头脑要清醒、机灵,这样在台上才能够叠摺、找相、找姿势、找心

劲,由别扭到不别扭,由不顺到顺,反复琢磨,反复实践。不怕瞎编,就怕不编。一次生,

两回熟,三次反复找到头。这样你脑子越动越灵,就越能找到俏头。”他问我:“每天

练功吗?”我说:“练。”并把我练功的项目向他介绍了一下。他说:“不行,你的练功

项目,只能说是小活动。传统的东西不能丢哇!现代戏的基本功,包括唱、念、做、打,

都是来源于老的传统戏,当然也来源于生活。我小时候练功,比你们苦多了,也狠多了,

四小时武,四小时文,到了晚上,浑身疼的都上不去炕。大夏天我穿棉裤、棉袄拉《八

大锤》;冬天单裤单褂子练到汗流侠背为止。台上几秒钟,台下儿年功啊!”他的话,我

至今记忆犹新。 

    我记得在单独给我设计“平原”一出场的动作时,反复搞了十儿个动作,一遍不

行,再来一遍,直到他满意为止。他对待艺术的认真、严肃、精益求精的态度,永远铭

记在我心中,如果今天他还健在,那该多好哇!我只有把他对我的勉励和谆谆教导作为

我今后努力方向,用他的创作思想指导我自己的艺术实践,来寄托我对李少春老师的深

切怀念! 

永不保守的革新家 

    刘长瑜  对于我们这一代演员来讲,李少春同志是我们艺术上的导师。他能文能

武,能唱能做,演什么象什么。当时,大家都称他为“李神仙”,真是一点儿也不错。 

    李老师最可贵的,是他从不保守,他是一位永不保守的革新家。他不但演老戏坚持

推陈出新,而且热心于演现代戏,演一个是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我们一起排

《红灯记》,他扮演李玉和。记得一九六三年刚开始排《红》剧时,我还是个二十来岁

的小青年,艺术上也很幼稚。但是,李老师做为一个名演员、大艺术家,却一点儿也不

嫌弃我,而是满腔热情地、认真地和我合作。李老师这种放下架子、提携青年的高尚

品质,首先就为我们后辈作出了榜样。 

    大家知道,《红灯记》中李玉和光辉的舞台形象,是李老师首先给树立起来的。他

之所以演得好,一方面当然是传统的底子厚,而更重要的是,他抱定革新的思想。因此,

他能熟练而又大胆地驾驭传统的技巧,.使之乖乖地为塑造现代人物服务。象第五场,

敌人以宴请为名要逮捕他,当他准备要迎接这场斗争时,配合着强烈节奏的锣鼓点子,

以充满京剧韵律的、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的、漂亮的猛转身,极富美感地表现出李玉和

那种临危不惧的英勇气概。在“斗鸿山”一场里,当鸿山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动刑之



时,他唱完了“正好把我浑身的筋骨松一松”后,使了一个蔑视的眼神,轻轻地,但却是

饱含着份量地掸一掸帽子上的灰尘,然后一个背手转身。这些动作是借鉴了传统的表

现手法,但准确地化用在现代人物身上,就十分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李玉和在白色恐怖面

前“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崇高精神。 

    李老师不但成功地完成了李玉和的角色创造,而且还为其他人物的塑造贡献了他

的才能。他十分善于领悟并体现导演阿甲药意图。比如李奶奶的出场,他根据导演的

构思,建议让李奶奶在暗中出场,在锣鼓点中划燃火柴点灯,然后再给照明,亮相。有如

黑暗中现出一线光明,既别致又寓意深刻。他对我扮演李铁梅也给了很大帮助。比如

在铁梅听了奶奶痛说革命家史之后,思想上有了根本的觉悟,阿甲导演要求此刻要以浪

漫主义的手法创造新的程式动作,来表现铁梅思想感情上的飞跃。正当我在苦心琢磨

时,李老师真象“神仙”一样,为我设计了一系列动作,在唱完“我这里举红灯光芒四

放”之后,配合着〔望家乡〕的锣鼓点子,手托红灯,走碎步圆场,沿炕边走到桌子前,

转身亮住,接唱“我爹爹象松柏意志坚强……”那段〔二黄快板〕。从观众的反应来

看,的确非常形象地表现了铁梅当时汹涌澎湃的思想感情。因此,每每演完此处,听到

观众热烈的掌声时,我就想起了李老师。 

    李老师在台上是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这不仅台下的观众能感受到,就是我们在台上

也能非常强烈感受到。比如,李玉和回家向李奶奶和李铁梅倒述粥棚脱险时,他以充满

魅力的唱和飞动的眼神,讲述粥棚那段戏剧性的遭遇,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表演激情带出

来了。在“刑场”一场,当演到李玉和嘱咐和激励铁梅的那段戏时,在关键的地方,他

紧紧接住我的手,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李玉和在牺牲之前对阶级骨肉殷切的革命期望;而

在次要地方,他却一笔带过。由于他处理的是地方,而且分寸掌握得准确,使我很能心

领神会,从而使整场演出产生了有实有虚、有张有弛的、跌宕有致的戏剧效果。所以

我感到和李老师合作,不仅十分愉快,而且学到许多东西。 

    此外,《红灯记》不少唱腔,都是他设计,并且由他唱红了的。这里来不及一一列

举。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一再提及的,就是他总不满足我们京剧界那种老办法:随便拿

来就唱、就演。他总是在寻求新的创造。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他晚年。我记得他还想

把莎士比亚的名剧《奥赛罗》搬上京剧舞台,他自己准备扮演那个两面三刀的埃古。 

    我感到还应该提及的是,他不但在艺术上给后辈以启示,而且常常从思想上帮助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