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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欣

“沈院长的《三祭江》太讲究
了，她把这个经典剧目打磨成了高
级艺术品”“这个戏的完整版现在
很不容易看到，成都几十年没演过
了，看到就是赚到”“重庆戏迷好福
气啊，在家门口就能看沈院长的
戏”……

11月 8日晚，成都锦江剧场，
作为“名家唱名戏”第四届地方戏
曲精品剧目展演压轴艺术家，中国
剧协副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重
庆市川剧院院长、“三度梅”艺术家
沈铁梅携《三祭江》重磅亮相，震撼
全场。演出谢幕，热情的戏迷纷纷
走上舞台，争相与沈铁梅合影，表
达对这位当代川剧领军人物的由
衷喜爱。

不仅仅是《三祭江》，在11月川
渝两地共同举办的第六届川剧节
期间，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多部精
品都在成都陆续上演，如《碧波红
莲》《中国公主杜兰朵》等。每一场

“渝字号”川剧精品均与成都戏迷
深度互动，让成都戏迷见识到川剧
艺术在重庆的新时代传承发展。

不少观众直言，沈铁梅和她的
团队，为川渝两地一脉相承的川剧
赋予了别具一格的魅力。那么，在
川剧“戏窝子”成都，重庆川剧人如
何唱出了重庆文化辨识度？记者
近日就此进行了采访。

■赵欣

作为川渝两地共同的文化瑰
宝，具有川渝文化辨识度的川剧
凝聚着两地人民的乡音乡情。花
开两朵，各表一枝，在川剧“大家
庭”里，“渝字号”川剧已形成自
己独立的艺术风格。该如何准
确把握重庆川剧的艺术特性？
记者为此专访了重庆市文艺评
论家协会副主席，市文化和旅
游研究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周津菁。

“长期以来，川渝两地共
同致力于川剧的传承保
护。近年来，川剧跨区域互
动交流更加常态化，川剧

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周津菁研究
重庆川剧多年，在她看来，重庆川剧的整
体艺术特性主要形成在1949年以后，在
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活动和现代舞台
制度建立的基础上，重庆川剧的艺术格
调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声腔音乐、表导
演艺术等方面。

从音乐声腔上说，整个大范围的川剧
都以高腔戏为主，但重庆高腔更注重音乐
结构完整，强调系统性和乐理逻辑性，做

“大块文章”，尤重情绪和情感的铺陈，擅长
刻画人物。从音乐特征来说，重庆川剧高
腔高亢、激昂；成都川剧高腔低回婉转、表
达细腻。“这或许和两地的人文地理风情有
很大关系。”周津菁说。

“重庆川剧表导演风格则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形成的。”周津菁介

绍，川剧导演胡明克先生用“严”“紧”
“快”三个字来总结：“严”即严谨的舞
台表演作风，角色无论大小，站上舞台，
都是戏大于天；“紧”指的是紧凑的故事
结构，结构源自戏剧文学的考究，这是
一种具有现代性的戏剧形式追求；“快”
指的是明快的节奏，这源于戏剧结构的
合理，也体现为导演处理节奏明快而不
拖沓，演员表演、音乐、锣鼓皆有张弛，
恰到好处，最大程度地满足现代观众的
审美需要。

周津菁表示，总的来说，重庆川剧对
艺术的经典性追求，主要体现在一丝不
苟地坚守传统和吸收借鉴其他更具优势
的戏剧文化等艺术资源上，“重庆川剧在
时间中不断积累传统，又守望传统，形成
了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

“渝字号”川剧已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
从声腔音乐、表导演艺术等方面捕捉文化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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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行的戏迷都知道，在沈铁梅的艺
术生涯中，《三祭江》的意义有多重要。
这个传统折子戏是她在1988年首度冲
刺梅花奖时，恩师竞华先生亲授的剧
目。“1988年以来，《三祭江》我演得很
少。成都观众爱戏、懂戏，一直很支持
我，我带《三祭江》来成都，既是对恩师的
怀念，也是对观众的感恩。”沈铁梅说。

川剧《三祭江》得名于孙尚香在江边
祭奠刘、关、张三人，这个戏声腔复杂，难
学难唱，是川剧中考量旦角唱功的大
戏。“《三祭江》流传至今百余年，经久不
衰的很大原因就在于它的多声腔演唱。”
专注川剧研究多年的重庆市文化和旅游

研究院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锦介
绍，川剧旦角大师竞华尤其擅于创腔与
表演，她的《三祭江》可谓独树一帜，沈铁
梅则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完善了竞派艺
术，让《三祭江》展现出历久弥新的艺术
活力与魅力。

此次上演的完整版《三祭江》有50
分钟左右，沈铁梅的演出收放自如、行云
流水、一气呵成。“这是一次殿堂级的演
出。”受邀为演出伴奏的成都市川剧研究
院著名琴师邹孔昭感慨，完整版《三祭
江》难度极大，在成都舞台已经30多年
未曾得见，“沈院长带来了由她继承发展
的并且历经岁月雕琢的精品。”

老戏迷李先生为了这出戏专程从温
江赶来，“最早看沈老师的《三祭江》是30
多年前，那时她的舞台气场就跟其他青
年演员很不一样。她在竞华先生原汁原
味基础上有创新和升级，这个《三祭江》
华丽得无与伦比！”

“舞台上的沈铁梅，就是祭江的孙尚
香。”国家级非遗项目川剧传承人、“梅花
奖”得主肖德美说，《三祭江》的妙处在于
以丰富唱腔诠释内心，“这么大的唱腔
戏，铁梅行腔吐字切换自如，很好地保留
了传统，又融入了自己的体验。她30多
年后再演这个戏，给观众的不仅是震撼，
还有一种具有个人辨识度的高级审美。”

暌违30余年
殿堂级《三祭江》在蓉城呈现

在魏锦看来，蓉城观众暌违30余年
的沈铁梅版《三祭江》愈发惊艳的背后，
是守正创新的重庆川剧人对锤炼艺术精
品、打造文化辨识度的极致追求，“魏明
伦先生曾说，沈铁梅在川剧的唱功上超
越了前辈。此言不虚！沈院长的《三祭
江》音域宽广、旋律复杂、润腔丰富，继承
了传统唱段的韵味与精粹，同时也在精
雕细琢中呈现出其自身卓越的艺术见
解，以及对当代审美特点的观照。”

只有守正创新，才能成就戏曲艺术
的优良传承。

“守什么样的正很重要，对我们来
说，守正就是要继承前辈艺术家留下的
好东西。”肖德美表示，竞华先生的《三祭
江》，有“一祭当如工笔，二祭当如行书，
三祭当如狂草”的讲究，沈铁梅的唱腔带

给观众的正是这般恰如其分的感受，“既
响遏行云，又丝丝入扣，直击人心。”

“俗话说，川剧‘唱声容易唱情难’，杰
出的演员懂得用声音与观众有情绪互
动。铁梅可以游刃有余地驾驭自己的声
音，何时哀婉、何时高昂，无不拿捏得当，
因此能精准地用唱腔来传情达意、塑造人
物，体现着艺术家的修为和分寸感。我想
铁梅让我们既看到了守正创新，也看到了
她对艺术的极致讲究。”肖德美说。

如何理解守正创新？
“川剧守正创新，必须走正道，才能

出精品，这是师父竞华先生和父亲沈福
存先生一贯的教导。”沈铁梅说，守正创
新意味着学习前人、超越前人，“守正”是
守住川剧的“DNA”，保护好诸如《三祭
江》这样的优秀传统剧目，“创新”则是在

传承过程中吸收优秀的、先进的文化艺
术为我所用，借助符合这个剧种规律的
其他先进文化来激活川剧的内在生命
力，从而让具有300年历史的川剧在当
代中国焕发出新的光彩。

说到川剧艺术的讲究，沈铁梅更是
感触颇深，“川剧有仪态万千的声腔，有
丰富完整的美学体系，在一代代川剧人
的保护与传承中，不能将就，必须讲
究。讲究意味着我们演员要心怀敬畏，
力求完美，也要求我们的剧种从服化道
方面全面提升。川剧是一个自由而浪
漫的剧种，过去，难免存在将就、不规范
的现象，多年来，我和团队一直在努力
让川剧更加严谨，要向京剧、昆曲学
习。严谨高要求，是赢得观众尊重的一
个起码前提。”

守正创新
既要守住川剧“DNA”又要吸收先进艺术

专家声音

6月21日，九龙坡区西彭园区实验学校，
川剧院青年演员周星雨带着孩子们一起学
习川剧表演。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6月6日，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西城
金街，市民正在观看川剧吐火表演。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11月8日晚，成都锦江剧场，“名家唱名戏”第四
届地方戏曲精品剧目展演，沈铁梅携《三祭江》亮相。

记者 赵欣 摄/视觉重庆

11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宾馆会堂，川渝共
建新时代文化高地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推进会现场，
川渝两地演员展演川剧戏歌《川流不息》。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沈铁梅正在演绎传统
折子戏《三祭江》。
记者 熊明 摄/视觉重庆

昆高胡弹灯，五腔共和形成的川剧
艺术，在以川渝地区为主的大西南传承
了300余年。

早年间，川剧随川内众多河道而兴，不
同河道擅长不同声腔，主要有沱江流域的

“资阳河”，擅长高腔戏；岷江流域的“川西
坝”河道擅长胡琴戏；嘉陵江流域的“川北
河”擅长弹戏；重庆地区的“下川东”河道最
为丰富，由于靠近长江水陆码头，戏班流动
频繁，高腔、胡琴、弹戏皆有所盛行。

发展至今，川渝两地的川剧艺术各
具韵味。

这种韵味，被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周津菁视为艺术的气质。“艺术
和人一样，都是有气质的。气质的表层
是风格、特征和气场，往深了讲是对待艺
术的基本态度，以及艺术的追求方式和
坚守的原则。”她说，作为下川东地区的
川剧重镇，重庆川剧早已形成了自己的
特征，直辖市的成立标示和强调了这个

特征，并进一步生发出独特的文化气
质。她认为，就对待川剧的态度而言，四
川人是开放的，重庆人是严谨的、谨慎的
和经典的。

“某种意义上说，不同的气质或许也
可以视为川渝两地川剧艺术不同的文化
辨识度。”肖德美以《三祭江》举例道，这
个戏的高度严谨从一开场就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戏曲界老话说，‘宁穿破，不穿
错’，强调的就是严谨，在我看来，铁梅对
于艺术的讲究，也赋予了重庆川剧不一
样的辨识度，在传承经典、发扬传统方面
功底深厚，是整个川剧界的表率。当然，
省川呈现学院派的规范大气、成川名角
儿云集，也各有特点。”

沈铁梅和团队的讲究，也让《三祭
江》中的“外援”琴师邹孔昭印象深刻，

“这是我们首次合作，最难忘她对艺术的
执着。我们前后多次整天在一起对谱
子，在和乐期间，哪怕一点点音符、节奏

有问题，她都会不厌其烦地重来，虽然这
个戏基本是她在唱，但她对每个演员同
样要求极高，甚至亲自示范台步。她的
一丝不苟显然也影响了重川的乐队，应
该说我们两地院团在音乐和锣鼓方面各
有千秋，但我打心眼佩服他们扎实的基
本功。”

今年9月1日，随着川渝两省市川剧
保护传承条例的施行，川剧又将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肖德美建议，在携手发展
的同时，川渝两地的川剧艺术也需要在
传承发展中保持各自的辨识度，“这种辨
识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两地名家的引领
作用，这样的名家，在重庆当然是沈铁
梅。她对于川剧的引领是一个剧种不断
前进的关键，她和她的团队携手把川剧
推向了一个新高峰。”他相信，加强交流，
各美其美，互通有无，两地的川剧艺术才
能实现共同进步，川剧在新时代振兴才
拥有了坚实的基础。

川渝携手
在共同进步中保持各自辨识度

5月29日，重庆科学城驿都实验学校，留
学生在川剧演员的带领下学习川剧的手眼
身法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