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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流觞走入戏曲殿堂

张尧的家乡在江苏省宿迁市, 我却以为他是北京

人，因为他的普通话讲得太好了。但是张尧说这是学

京剧必须具备的技能，从这时开始我就感觉到了张尧

自身具备的艺德。

张尧说他能够进入到戏曲行业，纯属一个偶然。

那时候他已经上初二了，江苏淮阴地区文训班（淮阴

市艺术学校前身）到他的学校宿迁中学来招生，他原

本以为就是走个过场，没想到三试下来他就被录取

了。毕业后他加入到了由著名荀派艺术家宋长荣任主

演的淮阴地区京剧团。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各种文

化活动风起云涌，张尧所在的京剧团开始到全国各地

巡演。

张尧说，那时候国家经济状况还处于低谷，巡演

的时候条件非常差，他走基层、进乡村，睡过灯箱、地

铺、草垛、火炕，寒冬中穿过草鞋。他说，尽管如此艰

苦，一路演出下来，就像曲水流觞一样充满诗意。

让张尧至今念念不忘的是，有一次到山东一个县

里去演出，那里的百姓因为缺水，竟然每年只洗两回

澡。他们这些城市里来的人听到这样的情况，感到非

常愕然。当他们演出的时候，那里的男女老少都出动

了，院坝里、树上、墙头上全都是人。他们黑黢黢的

脸庞，一个个聚精会神地看着台上，演员们见状十分

感动。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张尧年轻的心里埋下了

一颗种子—一定要为这些热爱传统戏曲的人民群

众做些什么。

转眼六年多过去了，张尧从懵懂的少年时代步入

了青年时代。他不仅向身边的老艺术家们学习表演技

能，还十分刻苦地学习专业文化知识。1997年，张尧

成为了中国戏曲界第一个硕士研究生，从此中国戏曲

界开创了新的历史起点。2000 年他刚毕业，上海文广

记丰台戏剧家协会主席张尧

曲水云阁漫步人生

编者按：戏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娱乐方式开始往多样化转变，传统戏曲的传播陷入了前所未

有的困境。然而在中国戏曲学院却有着一批不畏艰难困苦、坚守传统戏曲文化这片阵地的精英。校园中不仅有师生齐心协力举办24届的“12·9 戏剧

节”，用来弘扬和传播戏曲文化，更有一大批争做“四有好老师”和“四个引路人”的教职员工。他们宁可霜雪染白发，也不忍传统付东流。而他们中的一

位佼佼者，就是我眼前坐在一堆资料中的张尧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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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大志续写戏曲未来

中国戏曲学院里的下课铃声突然响了，是用一段戏曲提醒着人们身

在何方，这样的下课铃声别有一番特色。

我的采访随着下课的铃声也要结束了，在我采访张尧的这段

时间里，不时有电话或者有人来打断我们的交流。其中不仅有学校

的工作人员来找他们的处长处理学校公务，也有丰台小井的相关负

责人询问他是否有时间参加“卢沟晓月杯戏曲演唱大赛”的颁奖仪

式。因为这个活动是七年前张尧亲自策划的。

我看着上午刚从南方开会回来脸上还带着疲惫的张尧，不由

得想起一段话：“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

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则是民族的希望。”

人们常说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社会团体更是一个人来人往的

大课堂。我不由得感慨地对张尧说：“中国戏曲学院有您这样的好

教授，是戏曲文化传承的幸运，我们丰台戏剧家协会有您这样的好领

导，更是丰台区戏剧界的幸福。”张尧却说他特别幸运的是：虽然之

前也有很多的名家带过他，但是他却在年近五十的时候正式拜了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为师。

因为他知道叶少兰先生是目前国内少有的学者型艺术家。自从

叶盛兰先生创建了京剧叶派小生，海内外观众为之倾倒，流传甚广。

京剧界的小生演员，基本上都是学叶派的。

张尧说他拜师是为了学到叶派小生的精神和更多宝贵的艺术

精华，可以更好地发扬光大戏曲文化，把老一辈艺术家的经验更好

地传承给下一代，让祖国传统的戏曲文化后继有人。

我看着他坚毅的脸庞，仿佛看见一只展翅的雄鹰在高傲地飞翔。

祝福您—张尧！中国戏曲学院的好教授、丰台戏剧家协会的好

领导。祝福我们伟大祖国的传统戏曲文化后继有人，更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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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尧，2000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张尧是硕士研究生导师，京剧小生行

当。任中国戏曲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中国戏曲教育联盟秘书长，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教授，北京长城

学者，丰台戏剧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局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他作为戏曲高级专家被引用，来到了上海师范大

学表演艺术学院担任院长助理、戏曲系主任，负责管

理、教学和演出工作，主抓上海首个戏曲表演大专班

（王珮瑜、傅希如、赵群等）的教学工作。在他的努力

下，这个班成为上海新时代戏曲人才的一面旗帜，同

时，也为上海戏曲人才培养开创了新的局面，从18人

的单一大专班，很快拓展成戏曲表演本科班、戏曲音

乐本科班、戏曲技导本科班、舞美本科班等，学生也

从18人扩大到173人。张尧虽然身处大上海，享受着

较高的待遇，但是在他心底埋下的那颗传统的种子，

已经在生根发芽了。他深知不能辜负那些父老乡亲对

自己的期望，便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校长助理的工作，

回到了北京。因为他知道北京才是京剧的家乡，中国

戏曲学院也因为他的回来又增加了一位优秀传统文化

的强力传承者。

高台云阁演绎精彩人生

每次朋友们问起张尧，这些年来最有意思的事情

是什么, 张尧都会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和著名程派京

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老师，如何从相识到配合默契, 

再到同为祖国争光。

最让张尧津津乐道的, 是2015年与张火丁老师

受邀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演出全本的《白蛇传》

和全本的《锁麟囊》。演出的那天是美国时间9月2日

晚上8:00。关于这个日子，张尧还特别强调了一下，

2015年9月3日，是国内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

年，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盛大阅兵式。虽然张火丁老师

的演出是在9月2日晚上8:00，但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是

有时差的，所以在国内的时间正好是3日的上午。张尧

自豪地对我说：“这次演出的时间是非常巧合的，应

当说是形成了一文一武、全面展示中国文化和国防实

力的结合点。”

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是世界最具盛名的顶级

演出场所，是世界文化中心的一个风向标。张火丁老

师的这次演出，作为中美第六轮人文交流成果之一，

被中宣部总结为当年的重大文化事件，也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对外交流排名第一的演出，影响力非常大。张

尧是作为这个86人团队的总监制前往的，参加演出的

演职人员来自国内六七个院团和戏校。此次演出《白

蛇传》里许仙和《锁麟囊》里周庭训的小生演员金喜

全，是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员，整体团队资料送到

美国移民局初审的时候，这个演员的资料通过了，但

是当他去上海的美国领事馆，最后办理签证的时候却

遭到了拒签。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前期美国《纽约时

报》的记者已经对这次演出做了专门的采访，如果这

次演出没有金喜全和张火丁老师配戏，将是一次多么

严重的国际事件。因为这是继梅兰芳先生1930年到

美国演出85年后，中国又一位京剧界领军人物到美国

来表演，那是容不得半点差错的。当时久经沙场的张

火丁老师都有点忐忑了，更别说这次演出活动中的各

级领导了，张尧赶紧联系国内其他演员，但都无法前

来美国，他的嗓子都急哑了。万般无奈之下，张尧临危

受命，从行政人员变成了演员，挺身救场。且不说张

尧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背会从来没演过的那么多戏

词，就说他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能和张火丁老

师无差错地把戏对了下来，这得需要多么扎实的基本

功呀。当我听到张尧淡定地说出“一句话—戏比天

大”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像我一样对他肃然

起敬。

张尧说：“您的成功是因为您的‘戏德’高尚，正

所谓天佑奇才，关键也在于您对祖国荣誉的责任感。”

张尧解释说，他当时完全可以找各种理由不接戏，但

是他对祖国的责任感和从小接受的“戏德”教育，促使

他勇敢地接过了重担。

当张尧克服了高血压病的不适，和张火丁老师一

起带领全体演员完美谢幕以后，人们都知道这是一次

成功的演出，却很少有人知道张尧这个基本功扎实、

把祖国放在第一位、具备高尚“戏德”、身兼演员和管

理者双重身份人的功劳。

张尧对此不以为意，认为这次的事情只是天佑中

华，让他能够这样演绎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其他知情人却不是这样看的，不仅国内外新闻媒体

对这次演出的赞美报道此起彼伏，圈内众多好友也是纷

纷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