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

己的兴趣爱好，无

论是琴棋书画、吹

拉弹唱， 抑或强体

健身、品茗把盏。 总

之， 这些兴趣爱好

都会为生活增添无

尽的欢乐与色彩。

在过去文化娱乐生

活贫乏的年代，京

剧、越剧、昆曲等横

空出世， 给老百姓

的生活增添了艺术

的亮光———精准生

动的唱腔， 有模有

样的表演， 戏剧就

这样影响着一代代

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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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贵阳孔学堂文化传

播中心邀请了国家一级演员曹建文先

生做“中国京剧艺术” 专题讲座。 11

月，特邀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做“戏

曲舞台的文化解读” 专题讲座。 2023

年 8 月，新编历史京剧《王阳明龙场

悟道》在孔学堂上演。 2023 年 5 月，推

出“新六艺研习班之一京剧旦角班” ，

这期研习班招收京剧学员 30 人，国家

一级演员陈少云老师授课。 陈老师有

着丰富的教学经验， 教学员们京剧如

何发音，还教大家《穆桂英挂帅》《贵

妃醉酒》等经典唱段和基础动作。 学

员们初步做到了唱、念、做统一，在举

行的结业汇报演出中获得一致好评，

不少现场的观众当场表示也要学习京

剧。

说实话， 我原来对京剧仅限于欣

赏和了解， 从来没有萌生去学习的念

头， 是被陈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学深深

打动后才开始学习。 通过亲身体验，深

切感受到我们的国粹艺术是如此的优

雅、悠扬、优美，京剧原来可以和我们

这样近。 学习中，学员们也深深感受到

老艺术家们一代代的传承精神。

2024 年 1 月，“孔学堂 ‘新六艺’

成人国学研习班线上课程首期———京

剧” 推出，贵州京剧院副院长冯冠博老

师进行了 《京剧艺术为何成为国粹》

等十讲。 2018 年 1 月，“昆山玉粹—孔

学堂跨年音乐会” ，著名昆曲演员施夏

明、蔡晨成与贝斯、架子鼓及 DJ 的跨

界音乐合作为观众带来一场昆曲 + 摇

滚的音乐盛宴。

2023 年 11 月，孔学堂“溪山踏歌

行” 系列舞台艺术公益演出《融韵爵

韵》中，西方爵士乐与京剧《卖水》的

融合给观众带来奇妙的体验。

在众多文化瑰宝中， 传统戏剧始

终持续释放着艺术的生命力和影响

力。 包括孔学堂在内的各大文化机构

应该重视戏剧的传承和推广， 这是一

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要注重对经典

剧本、表演技巧和艺术形式的传承，重

视戏剧教育， 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好我们的文化遗产。

1960年，12岁的我进入刚成立

两年的贵阳市京剧团。 新学员以剧

团为学校，每天练习基本功，下午

上文化课和音乐课， 晚上看表演。

当时剧院人才济济， 剧目繁多，上

百出的戏轮流上演。 全国很多剧团

和演员会来我们剧团演出，交流技

艺，我们这些年轻演员得以学习舞

台上各流派的京剧表演艺术。 1961

年，我们团在贵阳公演《狸猫换太

子》，由张启良先生编剧，赵师华先

生导演，主演有李鸿韵、周素兰、王

复砚、朱美娴、侯剑敏、张宗辉等老

艺术家， 这出戏持续演了近一年，

场场爆满。 这是一出以传奇小说改

编的连台本戏， 有离奇的故事情

节，有精彩的艺术表演，有好听的

京韵唱腔。 观众看完上本接着想看

下本， 就像现在看电视连续剧一

样。 观众为了抢票，半夜就来排队，

有的干脆抱来被子睡在票房门前，

这种盛况真是让人难忘。

除了演好传统戏外，我们也要

排演新戏和现代戏。 1963 年，我们

团要创排省内第一部大型现代京

剧《苗岭风雷》，为了排好这出戏，

导演和演员必须实地体验生活。 我

们到了故事发生地紫云四大寨，当

时寨子不通公路，马帮驮着演出服

装，所有人自己背包徒步。 我们和

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他

们的思想感情，观察他们的生活习

惯，学习他们的音乐舞蹈。 1964 年

夏，《苗岭风雷》赴京参加全国京剧

现代戏汇演引起轰动，不少专家提

出这个戏非常具备少数民族的生

活基础。

1975 年 9 月，《苗岭风雷》再

次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调演，

文化部还让我们参加了新中国成

立 26 周年国庆献礼演出。 在北京

演出期间， 有多个剧团都来观看

《苗岭风雷》。 此后贵阳市政府专

门办了《苗岭风雷》演出学习班，全

国有 130 多个剧团前来观摩和学

习。 上海京剧院专门组织由李慧芳

老师带队的学习团队，除了表演艺

术家外，还有上海京剧服装厂的师

傅，我们团的服装师教他们怎么绣

苗族的花，怎么做苗族的百褶裙。

1977 年，全国开始恢复传统戏

的演出。 我们团复排了多出传统

戏， 有 《杨门女将》《赵氏孤儿》

《满江红》等等，迎来一票难求的场

面。 我记得 1978年，团里到上海演

出， 那时我们都是带着背包睡在人

民剧场里， 一大早就听见外面闹哄

哄的， 原来是赶来买票的群众把人

民剧场围了一圈， 剧场不得已还采

取了“限购”措施。我们真的太开心

了，大家铆足劲，一连在上海演出了

三个月，场场爆满，每次演出完毕，

后台的出口都站满了群众， 就为了

再看演员几眼。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

随着电视机的逐渐普及、 娱乐的多

元化，进剧场的观众越来越少。贵州

的文艺院团与全国其他城市的同行

业一样，难现昔日风光，京剧的演出

市场逐渐萎缩。如何唤回观众？剧团

上下齐心， 决心创新剧创好剧。 从

1988 年开始，贵阳市京剧团创作新

剧《明月清风》《范仲淹》《巾帼红

玉》，获得了很多大奖。 那些年，排

练演出条件艰苦， 我们是凭着对京

剧的热爱与坚持过来的。 2001年开

始排演《巾帼红玉》，当时正值剧团

拆迁，没有排练场地，剧团租用了贵

阳制药厂闲置车间作为排练场，那

地面到处都是灰尘和机油， 坑坑洼

洼，我们铺上简易木板，继续练功拍

戏。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我们创作

的《巾帼红玉》获得了第三届中国

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 著名戏曲

理论家康式昭对这出戏提出了修改

意见， 当他在贵阳看到我们这么艰

苦的排练条件时， 眼含泪花地说：

“没想到你们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

下进行排练的，太不容易了。 ”

2005 年，贵阳市京剧团被文化

部授予“全国重点省级京剧院团”

称号。 2008 年，贵阳市京剧团更名

为贵阳京剧院。 2009 年，省市京剧

院合并，正式挂牌“贵州京剧院” 。

2008 年，我退休了，但并没有离开

京剧的舞台， 一直参与贵州京剧院

的排戏。这些年来，贵州京剧院每两

年就会上演一部大戏，《布依女人》

《鱼玄机》《魔侠吉诃德》《黔人李

端棻》《王阳明龙场悟道》等等，反

响极大， 我参与并见证着京剧在贵

阳又迎来了辉煌，时代在变，条件在

变，贵州京剧人对国粹的热情、对理

想的坚守一直没变。

同为浙江人的外公外婆和奶奶在

日本侵华期间辗转来到贵州，离开了越

剧发源地的故乡，听京剧、越剧或是经

常哼唱，成了慰藉心灵的精神食粮。

我小时候在省粮食厅大院长大，当

时经常趴在京剧团后台化妆间的窗台，

看演员们粉墨登场。 从小耳濡目染，戏

曲情结自然而生，除了耳熟能详的越剧

《梁祝》，还有昆剧《十五贯》、京剧《空

城计》《狸猫换太子》《碧玉簪》 等剧

目， 对艺术和文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还有明辨是非、善恶分明的品行。

昆曲是宋明以来的文人艺术，是可

以当书读的传奇剧本，明朝时在贵州就

已经盛行。 昆曲的音乐尊古，依照曲牌

而到今日， 从文学到音乐再到表演，都

是取之不尽的艺术瑰宝。

2016 年，见一曲社成立之初，我就

参加了昆曲社。 将近十年不离不弃，既

承载着浸润中华传统文化的心愿，也寄

托着对亲人的怀念。 绝大多数曲友和我

一样都是零基础， 两月一次的拍曲，大

家都积极参加。 我们在此也谈不上研

究，更不是舞台表演的内行，不过是追

随古法的践行者和中华礼乐文明的传

承者。

2024 年 7 月，贵阳市政协在达德学

校旧址组织政协委员、 戏剧专家等参加

的“贵阳市戏剧史话” 读书交流分享活

动上，见一曲社应邀，以擫笛伴奏、清曲

拍唱了《牡丹亭·游园》，为大家助兴。

戏剧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 这

里面既包括演员的传承，也有爱好者的

传承。 就爱好者而言，特别要注重年轻

观众的培养，不能总是白头发演给黑头

发看。 对没看过戏剧的年轻观众而言，

刚开始可能只是看看扮相、 听听嗓音，

但入门之后， 他们慢慢就会懂得品味，

能看出一部戏的好坏。 目前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少年儿童参加曲

社学习。 还可以多尝试用小视频等新形

式进行推介，多创造让年轻人接触戏剧

的机会，培养新一代国粹传承群体。 让

我们怀着期冀与祝愿，古老的戏曲艺术

在贵阳“姹紫嫣红开遍” ，中华礼乐文

明代代相传、广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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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京剧院老艺术家陈少云：坚守理想，未曾改变

昆曲爱好者郭敏：

戏剧传承，说到底是人的传承

孔学堂溪山琴社常务副秘书长王丽婕：

文化机构应重视戏剧的传承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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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云《贵妃醉酒》剧照

著名昆曲艺术家张卫东先生为曲社授课

孔学堂京剧班，陈少云老师向学员进行身段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