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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依弘：不惧怕质疑，找到最对的自己

谈《霸王别姬》：
很高兴有观众说“虞姬不值得”

“我非常喜欢《霸王别姬》，因为它就
是战争与爱情的题材。其实我刚才在排前
半场，九里山开打的时候，还跟我的同事
说，男人负责战争，女人负责爱情，就是好
像千古不变，就是这样的一个题材。”
《霸王别姬》对于身为梅派传人的史

依弘来说，绝对是信手拈来，但这么多年过
去了，她对作品和人物，却从未停止过思
考。她说2017年去美国大都会演这出戏，
有很多老外哭了，有一个老太太的话她印象
特别深：“她说几千年了怎么都没有变，就
是女性怎么劝都没有劝醒。”这句话说明其
实老外是看懂了，所以才会觉得很伤感。
虽然是梅派经典，但史依弘的这出还

是有了不少配合当下剧场的调整：“现在
的观众喜欢看整本的戏，你如果让他看一
个折子戏，前面再垫一个戏，他就觉得没有
过瘾。现在的观众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了，
他会选择剧目，更希望看到一个有完整故
事的、精彩的戏剧结构都在里面的作品。”
在史依弘看来，京剧不是一个博物馆

的、不流动的艺术，她认为传承是要流动
的，她有责任给予角色发展：“我们今天面
对的观众和梅先生面对的观众是不同的，
我今天是跟当下的观众对话，所以我要把
我理解的、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情感传递出
去。”
“流动”，她对待作品如此，对待角色

塑造也是如此。
在史依弘看来，虞姬的自刎不是愚忠，

而是一种选择：“我觉得虞姬就是中国传
统女性最有代表性的角色，她善良、温和、
稳定，然后在一个危难的时候，她能够做出
判断和牺牲。她就是她，其实她是为男性而

活的这样一个女人，她选择自尽就是为了
不拖累项羽，她其实是一个牺牲的角色，所
以《霸王别姬》这个戏会这么多年传唱，而
且这么多人会感伤，其实还是在为他们的
那种那么深的爱情、那么凄美的离别感到
悲痛吧，是每一个人都能共情的遗憾。”
当然每一个时代的女性对虞姬的看法

会不太一样，史依弘就碰到过有些女观众
说：“为什么呀，不值得。”她觉得，这也很
好。
“真的真的，每个人看虞姬，是有各种

角度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一万个人
心里有一万个虞姬。每一次演出，每一个观
众坐在下面，他们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想
法。我觉得一个戏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这
里———演员的技法艺术造诣是一个部分，
我自己觉得走进剧场最有魅力的地方就
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对每个观众来
说被打动的点都不一样。”
其实京剧里耐嚼的女性角色太多了，

在史依弘看来，她们每一个都是大女主，她
也欢迎观众们未来继续和她一起去探索和
思考：“比如说《凤还巢》《穆桂英挂帅》，
这种都是大戏，全本的女性撑住全台的戏。
因为梅兰芳先生的戏太多了，他女性角色
的戏比如《天女散花》《贵妃醉酒》，他都
是以女性个体魅力承载整个剧的。”

《锁麟囊》：
我不要“克隆”薛湘灵

而是成为她

《锁麟囊》是程派的代表作，史依弘当
年跨流派演绎，还被质疑过“山寨”：“刚
开始唱《锁麟囊》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报
纸问我，有人说你的《锁麟囊》是山寨版，
你怎么看？我说那除了程砚秋先生，谁都是
山寨，哪个人都是山寨版的，因为你不能

说，你学他，你是这个流派的传人，你就不
是山寨。我这么多年唱过来，如果观众，他
们喜欢我的这个薛湘灵，我当然非常非常
高兴，我觉得学流派其实学的就是一种精
神，不是去模仿，不是克隆，因为我们谁也
克隆不像谁，我不可能成为梅兰芳，我也不
可能成为程砚秋，那你要我成为谁呢？我要
成为薛湘灵，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的
薛湘灵能感动到你，你认为你心目中的薛
湘灵就是这样的，那我就对了。”
和《霸王别姬》不同，《锁麟囊》是喜

剧，对于女主人公薛湘灵的遭遇，史依弘自
己怎么看？
“薛湘灵这个女性的遭遇就很有戏剧

性，有一个跌宕起伏的命运在她身上———
她是一个富贵的小姐，然后落魄了，最后又
变成了一个老妈子去人家家里带小孩。这
样命运起伏的过程对观众来说就会很有兴
趣，然后她自己也从她的境遇中获得了很
多的教训。她曾经是一个那么娇气的女子，
什么都看不惯，在家里什么都信手拈来，什
么东西都给她端来了，吃的又好，穿的又
好，爸爸妈妈又宝贝，她就从来没有想过她
也会有落魄的这一天。这其实在哪个时代
都很有教育意义，加上词又美又高级，所以
大家就百听不厌吧。”
其实传统京剧里这样的经典很多，史

依弘也为观众开出了剧单：“比如《四郎探
母》《红鬃烈马》，这样的戏永远会在，就
是有生命力，因为唱腔好听，故事也感
人。”

美国游学：
老外教授写道歉信
说“低估了京剧”

今年初史依弘带着她的京剧艺术游学
美国普利斯顿、耶鲁、哈佛等名校，交流中

也意外收获了很多老外的京剧知音：“其
实去美国是因为在普林斯顿有两周的教学
计划，结果完了以后哥伦比亚大学也有邀
请，然后哈佛，还有耶鲁，这对我来说也是
一个学习之旅，就特别高兴。”
在哈佛史依弘遇到了王德威教授，王

教授对京剧很有研究，非常热情地要跟她
对谈，也介绍了很多学者来一起交流。普林
斯顿大学的一位声乐教授就问了史依弘一
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她的嘴巴也不
动，声音却这么圆润饱满？
“他们以声音为核心，舞台不需要太

多的表演，但是京剧不可以，我们不仅仅是
声音，你还要注意面容，你要美你又不能龇
牙裂嘴的，因为古典女性角色就是有贴片
子，脸上其实已经被规范了，如果你张大嘴
的话，它会对你所有的面容上都会有影响。
这也就是我小时候跟卢文勤老师学声乐的
时候，最被训练的一个部分。不是今天练腿
功，练完了踢 100 腿，明天肯定长进了。声
音声乐因为你的肌肉是在里边的，其实你
是看不见的，你只是靠感受，需要很长时间
去训练肌肉。”
普林斯顿这位教授可以把问题问得这

么细，一下就点到了中西表演差异性的关
键上，让史依弘很开心也很感动。
临回国前，还有一位美国的教授写了

一封信给史依弘，说对不起自己低估了京
剧，原来京剧是这么难，没有几十年的修行
是不可能的，原本以为京剧就是耍一下技
术，跳一跳啊什么，原来完全低估了京剧。

结语：

跨流派也好，创新也好，史依弘的每一
次探索都有一个核心———塑造人物， 如果
戏中的人物形象饱满且能打动观众心，史
依弘觉得自己这件事就做对了。 不过在这
条探索之路上，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找到
更多适合自己的新作品：“我前两天还和一
个朋友聊过，可能想尝试创作一个新剧目，
想做一个能与当代人对话的戏。 其实你看
过去的前辈艺术家， 像 《锁麟囊》《霸王别
姬》这些剧目，都是为个人量身定制的。这
一点非常重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有
些戏不精彩， 因为现在很多新剧目并不是
为演员量身打造的， 不是从演员的角度去
创作的，而是先决定要写这个戏，写完之后
再去挑选演员，这就不对了。因为演员可能
无法适应戏里的唱段、表演风格等，却硬要
演员去演，就会显得很别扭，肯定会出现一
些问题。”

当然要遇到一部适合自己的作品对每

一个演员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
天时地利人和。史依弘不止等待，也在不断
努力中。

加油，史依弘，期待你的下一个舞台！

文 / 晨报记者 邱俪华

图 / 受访方供图
插画 / 戎青钰

这个春天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第

十五届东方名家名剧月再度开锣，
作为开幕大戏， 由京剧名家史依弘
领衔的“双戏双派”巅峰对决———梅

派经典《霸王别姬》与程派传世之作
《锁麟囊》在东艺连续上演，为这场
持续一个半月的民族艺术盛宴拉开

恢弘序幕。两场演出开票后，门票均
早早告罄， 这一盛况不仅印证了其
市场号召力， 也展现了民族艺术在
当代的生命力。

演出前的排练现场， 史依弘接
受了采访。关于角色、关于跨流派和
创新， 她的回答总是和她舞台上塑
造的角色一样鲜活。 其实在传统戏
曲领域，跨流派甚至演绎创新作品，
常常会被视作“离经叛道”，但她似
乎从来不惧怕质疑。她说，传承并不
是克隆， 她始终坚持的是要寻找那
个“对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