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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0年，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京剧艺术，文化部举行了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盛大演出活动
。
各地京剧院团纷纷进京献艺，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首都戏曲舞台上可谓名角荟萃、流派纷呈、争
奇斗艳、蔚为大观。
值此之际，中国戏剧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戏曲流派艺术研究丛书“，旨在对京剧流派表演艺术进行
评价和总结。
正如丛书的出版前言所说：”我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历史培育了艺术流派，反之，艺术流派的竞芳争妍
和春华秋实，又丰富和充实了戏曲艺术的宝库。
因此，从各种各类艺术流派的研究入手，将会是继承戏曲的传统艺术经验，总结表演艺术体系，探索
戏曲美学的有效途径之一。
”
　　正基于以上宗旨，中国戏剧出版社推出了谭鑫培、杨小楼、马连良、余叔岩、周信芳、王瑶卿、
梅兰芳、程砚秋、侯喜瑞、裘盛荣、萧长华等人的艺术评论集，今天看来，这套评论集的价值在于
：1，选择的评论对象都是彪炳史册、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具有流派代表性。
2，评论者均为表演艺术家或评论大家。
对于评论对象，他们或亲眼目睹其表演，或亲身参与过合作，或亲耳聆听过其艺术教诲，所以，书中
所涉事实均为第一手资料。
述，能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评，能抓住对象之神韵；论，则行家里手、语中肯綮。
因而其史料与学术价值得到了业内人士与戏曲爱好者的认可。

　　二十年过去了，该套丛书早已在市场上脱销，却仍有很多人询问、查找。
为满足读者的需要，我们决定将这套丛书再行出版，并纳入我社“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一一“中国戏曲艺术大系”中。
但此次出版，绝非简单的照抄、重印，而是在”中国戏曲艺术大系”整体编辑思路的观照下，对原有
丛书做重新的修订与设计：工，在体例上，以”说”为新版丛书的风格、定位，以生平事迹、艺术评
价、逸闻轶事等板块对文章重新分类、组合：2，在内容上，顺应当下读者的接受需求，删去原丛书
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的文章，补充了一些具有新材料、新观点的评论文章；3，在形式上，对开本、
封面、版式做重新设计，使其更富现代感，力争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阅读体验。

　　这套丛书，只是我们“中国戏曲艺术大系，剧人部。
评论篇”的首批出版计划，今后还会陆续推出其他表演艺术家的评论专集。
在此，诚恳地希望这套以全新面貌以飨读者的系列丛书，继续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教与喜爱。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说王瑶卿>>

书籍目录

出版前言
壹　突破藩篱锐意革新
　卓越的戏剧改革家和戏剧教育家王瑶卿先生
　回忆王瑶卿先生
　继承着瑶卿先生的精神前进
　良师益友艺苑楷模
　王瑶卿
　革新精进的先驱继往开来的宗师——纪念王瑶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缅怀王瑶卿先生
　诲人不倦的师尊——回忆王瑶卿先生
　王瑶卿先生二三事
　忆王瑶卿老师
　京剧生、旦两革命家——谭鑫培与王瑶卿笔
　王瑶卿与四大名旦
　王瑶卿与老生艺术
　继往开来一代宗师——纪念王瑶卿先生
　要想生巧需用脑
　王瑶卿与京剧《柳荫记》
　王瑶卿先生谈十三妹的『驴』
　王瑶卿先生谈『松紧带』唱法
　古瑁轩见闻录
贰　诲人不倦桃李满门
　承前启后一代大师
　忆瑶卿老师
　王门学艺记
　春华秋实——纪念王瑶卿先生百年诞辰
　念昔绛帐里，淳谆频发蒙
　姓名香馨满梨园——回忆王瑶卿先生
　『柳荫』一曲忆王师
　活用程式的典范——忆向王瑶卿老师学戏
　频添沃壤培桃李永铭严师诲谆谆——纪念瑶卿老师
　回忆我的师父——王瑶卿先生
　王门弟子述评
　王瑶卿的嫡派传人
　出版后汜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说王瑶卿>>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母女会》原是青衣的正工戏，在瑶卿先生以前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旦角向来都是按照
着传统的青衣路子来演的，王宝钏自始至终就是“捧着肚子死唱”（瑶卿先生语），扮相是大头上面
挽观音兜，插抱头莲。
瑶卿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先设想剧本中规定的情境，王宝钏这时正在病中，不应该还是和平时一样，
他就将她的扮相改为从髻上垂下一缕散发，这样不但与她的唱词“这几日未梳妆思念夫君”的词意相
吻合，而且给王宝钏增添了一种凄楚可怜的神态，尤其在她表示“冻饿死在寒窑也不回相府的门”时
，将这一缕散发边弹边洒，使她的与父亲不妥协的坚决意志得到了更有力的表现。
在唱腔方法上，他不像一般青衣那样只顾到“字正腔圆”就算尽责，他更能将王宝钏当时的爱和恨交
织着的错综复杂的情绪通过他的唱腔委婉地传达出来。
有看过他表演这出戏的人曾经给了他这样的评语：“做工甚细，念白也传神，一句‘如此待女儿打扫
打扫’能叫人落泪。
” ‘青衣的表演能做到这样动人，在当时几乎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了。
正因为瑶卿先生的演剧是从体会剧情出发的，所以他的舞台艺术上的改革是多方面的，他不但改革了
旦角的表演方法，而且还改革了角色的扮相、腔调，以至于剧本的内容。
《打渔杀家》的萧桂英，原来的扮相是戴有穗的渔婆罩，披云肩，瑶卿先生认为一个渔家女子这样装
束未免过于花哨，他就改为戴小草帽，穿蓝布女茶衣。
《樊江关》的樊梨花、《破洪州》的穆桂英，原来都戴七星额子，扎硬靠，由瑶卿先生起，都改了扎
软靠，樊梨花改戴观音兜，穆桂英改戴蝴蝶盔。
《女起解》头场祭狱神，原来只唱四句[原板]，瑶卿先生把它改为唱八句[反二黄]，其他唱词和场子
亦有很大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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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戏曲艺术大系:说王瑶卿(京剧卷)》是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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