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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600年，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

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昆曲的魅力是什么？中国戏

剧梅花奖得主魏春荣与昆曲长情四十余年的动人故

事，带我们走进美不胜收的昆曲世界。

唱戏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昆曲无他，得一美字！”这是作家白先勇对昆曲

的赞叹，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至少要有一次欣赏昆

曲的经历。而提到昆曲，大家就会想到10岁开始学艺，

31岁一举夺“梅”的魏春荣。2003年，年仅31岁的魏

春荣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更赢得无数赞誉，如

今的她正处于一个演员的最佳时期，并成为北方昆曲

剧院的当家旦角。在京沪两地上演的“大师版”《牡丹

亭》中，她与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十几位当代昆曲大

师联袂演出，盛况空前。虽然在这次演出中，魏春荣扮

演的春香只是一个配角，但作为整场演出中最年轻的

“大师”，作为北昆泰斗的再传弟子，能够与众多前辈

同台，对北昆以及对魏春荣来说都意义重大。

10岁进入北方昆曲剧院的大门，四十几载寒暑，

魏春荣始终坚守在昆曲的舞台上，经历了昆曲的衰

落与复兴。她演绎的角色既有《牡丹亭》中莺声燕语

的杜丽娘、《长生殿》里婀娜多姿的杨玉环，也有《刺

虎》中果敢刚毅的费贞娥，有新编历史剧《关汉卿》

中妩媚动人的名伶，更有引人关注的大戏《梁祝》中

的祝英台。

魏春荣曾赴联合国做昆曲演出，获誉“最美东方

女人”。沉浸昆曲艺术四十年，魏春荣较之普通人对昆

曲之美的认识自然更加深刻。她说，昆曲讲究曲牌，

是曲的艺术，也是词的艺术，其文本的文学性，赋予

了它高于一般戏曲种类的独特审美特点；昆曲曲调典

雅，行腔婉转，妆容华丽，表演细腻，这些共同成就了

昆曲之美。

在舞台上，魏春荣眼波流转、顾盼生姿，一望千

年。有戏迷曾说，“看魏春荣上妆是一种享受，扑闪

的大眼睛，细尖的下巴，一吊眉，风情都出来了”。无

论是《长生殿》里深情脉脉的杨贵妃，还是《游园惊

梦》里痴心不改的杜丽娘，魏春荣最擅长通过眼神来

演绎这种昆曲之美，她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做到眉目传

情，令观众过目不忘。但这样看上去轻松的一颦一笑、

万种风情，背后都是几十年的勤学苦练和自我修为。

可以说，舞台上的魏春荣演绎着昆剧，为昆曲注入新

的活力，而昆曲也在塑造着魏春荣的人生和追求。

学戏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这是昆曲《游园惊

梦》中杜丽娘的一句经典唱词，也是魏春荣艺术人生

的真实写照。	

魏春荣在《月上海棠—魏春荣昆曲艺术》一书

中写了她与昆曲的相遇。小时候魏春荣的父母在国外

工作，为了减轻奶奶的负担，就给她报了寄宿制的昆

曲学员班。1982年，10岁的魏春荣就这样懵懵懂懂地

走进了北昆学员班的考场，在此之前她对昆曲一无所

知。令魏春荣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考场上她立刻吸

引了几位主考老师的注意，其中许凤山老师还说，她太

像当年的前辈大师韩世昌先生了，尤其是那双眼睛，大

而灵动，甚至像韩世昌的眼睛一样还有点外凸。而就因

为她这双灵动的大眼睛，让她与昆曲就此结缘。

进入学员班，韩世昌的亲传弟子林萍成为魏春荣

的老师，林老师手把手地教会了她《胖姑学舌》《春香

闹学》《刺虎》等独具韩派艺术特色的代表剧目。林

萍如此评价魏春荣：“魏春荣聪明，悟性强，扮相也俊

美，声音也洪亮。她戏路宽，花旦、闺门旦、刺杀旦的

戏，她都能演。演什么，像什么。她很会利用自己的一

双漂亮的大眼睛，非常传情。表演上她放得开、收得

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刚开始的学习可以说是痛苦、枯燥的，拿顶、下

腰、踢腿、撕胯……这样的练习一练就是三年，后来

她才意识到，正是这三年的坚持，才成就了她后来扎

实的舞台功底。1987年，魏春荣参演87版电视剧《红

楼梦》，但这并没有让她“移情别恋”，反而更笃定地

留在昆曲舞台。2003年，31岁的魏春荣凭借《水浒

记·活捉》《孽海记·思凡》和《铁冠图·刺虎》三出戏

荣获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项—梅花奖，她说：“梅

花奖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它对我的再成长

起到了助力作用。我感觉自己之后的表演更加收放自

如、游刃有余。”

守戏 
坚守的一代，为昆曲塑春容

在毕业几年后，和魏春荣同期学习昆曲的同学们

纷纷出了国、改了行，留下的人寥寥无几，当时大家

都认定以她的条件，也早晚要离开昆曲和舞台。1987

年，魏春荣参演87版电视剧《红楼梦》，这本是一个

转行的好机会，但这次经历并没有让她“移情别恋”，

反而更笃定地留在昆曲舞台，远离影视剧，她说：“我

觉得那就是在浪费生命，拍一个镜头要等很长时间，

哪里像在舞台上，与观众是现时的交流，每一次演出

都有各种不确定性，都是全新的感觉！”

因为对昆曲的钟情，魏春荣自10岁进入北昆的大

门，四十几年就再没离开过。虽然那几年昆曲演出市

场极不景气，演出整本大戏的机会很少。可是魏春荣

仍然认为，她这一代昆曲人是幸运的，那时她不仅可

以向很多老一辈艺术家求教，还能看到老一辈艺术家

们的亲身表演，用科学的方法学戏。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

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魏春荣也将她那出代表

剧目之一的《活捉》，带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

巴黎年会上，赢得满堂喝彩。外国评委不得不叹服道：

“昆曲在这次19个非遗项目中荣登榜首那是当之无愧

的。”而这次经历也让魏春荣感慨万千道：“这正是昆

曲艺术的魅力啊！”终于，她一直坚守的昆曲迎来又一

个春天，而她自己的昆曲事业也终于开花结果。

享戏 
舞台亦动亦静，出戏入戏总相宜

魏春荣说，演员既要进入人物，也要掌控舞台。

她将自己的昆曲艺术生涯总结为三个阶段，从相融到

自如，最后才是从容和享受。

第一个阶段对大多数演员来说就是初登舞台、

初识昆曲表演的兴奋与紧张，对魏春荣来说则是初生

牛犊不怕虎。“我第一次登台就没有恐惧感，很兴奋，

就算老师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对，我都挺自信，还说

‘我哪里不好了？’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害怕舞台

了，怕演不好，知道自己哪里不足，需要去学习了，要

丰富自己，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了。”在这个新阶段，

魏春荣回到了传统戏中汲取营养，通过不断地积累和

实践，将老师教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在舞台上重新找

回自信，从容应对。

这一过程也不断得到老师、同行和观众的认

可，直到有一天，再次遇到突破的瓶颈。“这时我开

始排新戏了。新编戏可以激发你自己去创作人物，因

为前面没有程式化的演绎，给了演员更多自己揣摩

的空间，现在还有导演帮助你、启发你，用传统戏

的手段赋予新的人物生命力，这样就会再次提升。

反过来，新编戏的排演过程又会对传统戏的人物揣

摩产生影响，这样循环往复，直到演什么都能做到

掌控自如。”这是魏春荣总结的第三阶段，到了这个

阶段就可以享受舞台表演带来的乐趣了。而对于现

在的魏春荣来说，现在正是她的第三个阶段—享

受舞台的阶段。

随着年龄的增长，魏春荣的舞台形象也更趋向于

温婉沉静而充满闺阁气息，像大师版《牡丹亭》中春

香这样的花旦角色，她已有20年没有演过了。但是，

生活中的魏春荣依然保持着活泼好动的性格，魏春荣

说：“戏曲艺术就是这样跳进跳出的，我台上和台下

抽离得比较开。”能像这样做到“入得其内，又出得其

外”，才是一个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传戏 
传承艺术，让昆曲焕发新生

多年来，魏春荣不仅磨砺表演，还致力于昆曲艺

术的推广工作，希望昆曲的魅力被更多人认识。她说：

“要出圈，要破圈，要和这个世界融合碰撞，现在的

生活太多信息了，你不发声永远没有人会知道。在

这个行业这么多年，我觉得‘独乐乐’终究不如‘众

乐乐’。”

近年，魏春荣也开始把精力更多地参与到昆曲的

传承与推广工作中，去各地的沙龙、讲座给年轻人和

目标群体讲授昆曲、示范表演，很多人因为她的讲座

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昆曲。

一方面，她尽心竭力用自己丰富的舞台经验耐心

教导每一位年轻演员，为昆曲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引

导好学的年轻演员们进入更深层次的艺术讨论，进一

步领悟昆曲的魅力。另一方面，她积极寻找昆曲与流

行文化的契合点，让昆曲海纳百川，实现创新性发展，

并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手段对昆曲进行传播，让更多

年轻人了解昆曲、爱上昆曲。在网络游戏《王者荣耀》

中，魏春荣用专业的昆曲唱腔为人物进行了配音，这

让昆曲《牡丹亭·游园惊梦》以一种接地气、具有视听

诱惑力的方式，闯入2亿游戏玩家的视野，许多玩家

高呼“眼前一亮”。

作为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昆曲人，魏春荣的思想传

统而不守旧，开放而不媚俗。魏春荣说，尽管现在昆

曲迎来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但是凡事有高峰就会

有低谷，怎样才能让这个高峰的时间尽量长久一些，

让它的起伏平稳一些，而不只是一个高潮而已，这是

现在的昆曲人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从一个普通的小姑娘，到一代名家，魏春荣说在

这个过程中，自己被滋养、被塑造：“昆曲积聚了六百

多年来中国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美和道

德的理解。昆曲舞台的魅力一直吸引着我，也成就着

我，塑造了我的人生和追求。”

背景链接

与昆曲互相成就的表演艺术家
—魏春荣

昆曲历史悠久，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也是戏

曲表演的典范。昆曲艺术形式精致，内涵深厚。由

于昆曲独特的文化价值，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元末明初

南戏发展到昆山一带，与当地的音乐、歌舞、语言

结合而生成的一个新的声腔剧种。明代初年形成

了“昆山腔”，嘉靖年间经过魏良辅等人的革新

后基本成型。万历年间，昆曲从江浙一带逐渐流

播到全国各地。明代天启初年到清代康熙末年

的一百多年是昆曲蓬勃兴盛的时期。清代乾隆年

以后，昆曲逐渐衰落。新中国诞生以来，昆曲艺

术出现了转机，国家先后建立了7个有独立建制

的专业昆曲院团。

昆剧，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在历史

的演变过程中，昆剧曾经有“昆山腔”（简称“昆

腔”）“昆调”“昆曲”“南曲”“南音”“雅部”等

各种不同的名称。一般而言，着重表达戏曲声腔时

用昆山腔，表达乐曲尤其是脱离舞台的清唱时用

昆曲，而指表演艺术的戏曲剧种则称做昆剧。

昆曲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

蹈飘逸，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

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正因如此，许多地

方剧种，如晋剧、蒲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

越剧、闽剧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哺育和滋

养。因此昆曲也被誉为百戏之师、百戏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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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冥冥之中接触昆曲，从事昆曲，一

路走来对于昆曲的认识，就像在酿一坛老

酒一样。”

—魏春荣

昆曲—百戏之祖

■ 文字整理：曲栏 付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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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春荣，北方昆曲剧院演员、国家一级演员；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第21届上海白玉兰戏剧主角奖获得者；主攻闺门旦，是昆曲著名

表演艺术家韩世昌（韩派）的传人；现任北方昆曲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主演剧目《牡丹亭》《玉簪记》《南唐遗事》《长生殿》

等，并主演话剧《梦游》《天上人间》《龙凤呈祥》等。曾赴20余个国家及地区进行演出交流。2002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我国文化部联合颁

发的“促进昆曲艺术奖”。2006年荣获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北京市政府联合颁发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汇演优秀演员奖”。北方昆曲剧院分部在丰台大红门，魏春荣曾多次参加在丰台区举办的中国戏曲文化周，为市民群众带来了丰富的戏曲文化盛宴。

▼ 2021年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期间，魏春荣走进北京园博园，在昆曲传习营活动上，将艺术普及教育带进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