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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腔京韵曲剧人
—记丰台区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盛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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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国生，国家一级演员，北京市丰台
区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
及北京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曲剧团
原艺术总监、首席艺术家、党总支委员。
曾在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中领
街主演杨乃武，在《烟壶》中主演乌世
保，在《茶馆》中主演秦二爷，在《开市
大吉》中主演乔治，在《黄叶红楼》中领
衔主演曹雪芹，在《翦氏夫人》中主演翦
八士，在舞台剧《锅儿挑》中主演拉洋片
人，以及在曲剧《骆驼祥子》《正红旗
下》、音乐剧《大钊先生》《刘天华》《小
鸟天堂》等剧目中饰演主要角色。2010
年荣获中国戏曲红梅荟萃“金花”称号，
2013年、2015年分别在第三届和第四届
中国少数民族戏剧汇演中荣获优秀演员
奖；2020年被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
剧研究中心聘为研究人员。

北京曲剧是唯一在北京这块土地上

诞生的独有的北京地方戏曲剧种。它以北京

流行的曲艺单弦牌子曲为主发展而成，初名

“曲艺剧”，1952年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专

为此剧种创作了剧本《柳树井》，并定名为

北京曲剧。北京曲剧的唱腔具有浓郁的北

京味道，特点是京字京韵、依字行腔、字正

腔圆、吐字清晰、节奏鲜明、通俗易懂，用老

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好听好玩接地气”。

北京曲剧

背 景 链 接

盛国生指导学生排练《杨乃武与小白菜》。

北京曲剧《少年天子》盛国生饰演顺治。北京曲剧《少年天子》盛国生饰演顺治。

当代风采，再创辉煌

近年来，盛国生作为北京曲剧团艺术总监、

首席艺术家，在参加剧团大部头剧目创演的同

时，积极参与“三下乡”“进校园”等送戏到基层

的各项演出。2019年4月，他参加了集团援疆近

两周的演出工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

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疫情面前，盛国生积极响应集团文艺工作者

“发挥特殊历史时刻文艺引领、培根铸魂的重大

使命和担当作用”的倡议。他策划、组织剧团艺

术创作室人员积极创作并演唱北京曲剧唱段《共

克时艰凯旋来》和抗疫原创歌曲《最美的模样》。

盛国生与曲剧表演艺术家、丰台剧协理事卢雪文

一起深情演唱。歌声赞颂着抗疫天使，展现着抗

疫风貌，为抗疫前线鼓舞斗志、唱响赞歌。

加入丰台区戏剧家协会后，盛国生积极投

入区里组织的公益和下基层演出。他深刻感受

到丰台区的文艺气氛活跃，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2019年，盛国生当选丰台区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疫情暴发后，他更多地参与到网络节目的录制

中。在丰台区文联组织的“文艺贺新春、一起向

未来”2022年丰台区文联新春文艺演出活动中，

盛国生作为剧协副主席通过网络给大家拜年，

并与卢雪文一起将曲剧《少年天子》选段“打

猎”呈现给大家。

从十几岁入行的青葱少年郎，到如今誉满梨

园的艺术家，盛国生走过了近50个艺术春秋。他

用青春、汗水和心血，浇灌出一朵朵绚烂的艺术

之花。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传承并发展北京

唯一的本地剧种—曲剧，成为了盛国生的终

身追求和责任。曲剧是他一生的事业，已经融入

了他的生命之中。他饱含对曲剧发展的希冀：希

望这个年轻的剧种更加规范，更加标准化，希望

演员更注重唱功，打磨更多的精品剧目，使之流

传下去。他也将为此不遗余力。

如今盛国生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同时，他也

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培养曲剧传承接班人中，把自

己毕生的经验传承下去。他积极参与戏曲与音

乐剧的融合探究，使曲剧和中国戏曲更加被世界

认识，被年轻人喜爱。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珑玲

梨园耕耘，艺海航行，近五十载春与秋，让

我们一同走进盛国生的曲剧人生。

入行梨园

1974年，当年的北京市戏曲学校（以下简称

“戏校”）在北京郊区县招生，13岁的小国生还没

有变声，嗓音很高，形象清秀，来自曲剧团的主考

老师很满意他颇有戏曲范儿的表演，他顺利通

过了学校选拔，收到了戏校的录取通知书。

曲剧表演班，唱念做打都要学。把子功、毯

子功、下腰、压腿等基本功是武戏的基础，是需

要下苦功夫的。梅花香自苦寒来。他从不敢怠

惰，每日坚持早起练功。每个寒暑假回家也坚

持练习。

唱，是戏曲学习中的重中之重。当时，小国

生跟随冯宇康老师学习单弦段子。小国生也很

喜欢和王凤朝老师学习岔曲《秦琼卖马》，他还

“偷学”了《醉打山门》等好几个单弦段子。

盛国生作为那时的学员是幸运的，由于是

团带班，很多课程由曲剧团的老师教授。魏喜

奎、孙砚琴、王凤朝、冯宇康、彭子富等老一辈

艺术家都曾亲自授课。盛国生勤学苦练，为曲

剧的传承和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敲锣打鼓的角儿

戏校的学习生活转眼快两年了，好学的小

国生把各项基本功都练得很扎实。团里安排他跟

随安福全老师学习打击乐。戏曲伴奏的打击乐就

是戏曲的锣鼓经，大锣、小锣、铙钹、司鼓一堂儿

人。小国生被安排学习大锣。经过几个月的学习，

他和伙伴们完成了团里演出伴奏的任务，迎来一

片赞誉。

1978年，小国生从戏校毕业，留在了曲艺

团成为一名演奏员。他被司鼓赵文光老师看

中，参与到只有老师队伴奏的重要剧目《珍妃

泪》中。后来《珍妃泪》被拍成电影《清宫怨》，

里面的大锣伴奏都出自盛国生之手。

虽然从事打击乐，可他没有完全放下唱

念做打的练功，总找机会跑龙套。一次在演出

《珍妃泪》时，盛国生在戏里跑龙套饰演清

兵。正准备上台，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他沉

默片刻，毅然决定先完成当晚演出。对事业

的专注，使他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提及

此事，他依然有些哽咽。

在盛国生给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伴奏

时，正赶上彭子富老师档期调不开，不能饰演

钱宝生这个角色。他主动请缨，彭子富老师则

是倾囊相授。演出时，盛国生是打锣演戏两不

误。初生牛犊般的盛国生迸发着火热的演出激

情，同时，也显示出他的多才多艺以及出色的应

变能力。

司鼓像乐队指挥一样，在四种乐器伴奏中

是最重要的。好学的盛国生利用业余时间求老

师教授他打鼓。工作几年后，他从打大锣转去

打鼓，在《啼笑因缘》《婚恋面面观》等戏中做

司鼓伴奏。

电声乐队的全能歌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歌曲、欧

美流行音乐盛行。传统戏曲日渐式微，观众越

来越少。曲剧团面临着生存的抉择，决定成立

流行的电声乐队。喜欢打鼓的他找到中央民

族乐团的鼓乐首席演奏家朱啸林老师，利用

业余时间开始学习架子鼓。会打架子鼓的盛国

生，是电声乐队鼓手的不二人选。他能唱又能

表演，就同时兼任乐队队长和主唱，同时负责

联系业务。身兼数职的他坚决和大家取得一

样报酬，事事作表率。一次演出前，盛国生高

烧40℃，他带着吊瓶到剧场，拔下点滴上台打

鼓。盛国生的敬业精神始终贯穿着他的艺术

生涯。

他在舞台上激情四射，名噪一时，和那英、

蔡国庆、零点乐队等同台演出。他联合谢芳等

老艺术家为亚运会集资义演。他带着电声乐队

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为剧团创收。

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对传统戏曲文化有

了更多的重视与政策支持。盛国生把所有的

精力投入到了北京曲剧的创作演出中。他重

拾唱念做打的基本功，随处可见他练功的身

影。盛国生不再担任演奏员，而是开启了他的

唱戏生涯。

原创曲剧《黄叶红楼》

2013年团里决定排演《黄叶红楼》。剧情

以曹雪芹在北京西山黄叶村创作《红楼梦》的

历程为主线，穿插着时空交错的戏中戏。确定

出演曹雪芹后，盛国生立刻前往北京西山脚下

黄叶村的曹雪芹故居实地体验生活。几个月投

入的排练和多场演出，几场跪戏，使年逾五十

的盛国生的膝盖早已红肿和磨破。

盛国生建议“葬花”一场戏后加上适合内

心独白的四板腔，还提议有一场戏让曹雪芹躺

在地上唱。躺唱，之前曲剧表演中从未尝试过，

难度很大。盛国生经过反复练习，控制好了气

息，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开创性的唱段。这样的

救场和应变很多，每一次演出都是演员对于角

色的再次创作。

该剧不仅在国内荣获了第四届中国少数民

族戏剧汇演优秀剧目奖，还走向了世界舞台。

2017年，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市

曲剧团携《黄叶红楼》到俄罗斯巡演。观众基

本都是俄罗斯人，在文化氛围浓郁的圣彼得堡

的演出几乎满座。更有俄罗斯皇族后裔郑重地

穿着沙皇时期的礼服来观看演出。演出取得

巨大成功，在当地掀起了一股红楼热和中国文

化热，为曲剧和俄罗斯戏剧交流开启了新的篇

章，进一步推动了中俄文化交流。

原创史诗音乐剧《翦氏夫人》

2018年，盛国生出演大型北京曲剧原创史

诗音乐剧《翦氏夫人》中的翦八士，迎来了新的

挑战和突破，表演更要处处留意少数民族人物

的气质与性格。饰演翦八士需要唱念做打全套

戏曲表演形式。翦八士行军打鼓，鼓直径三米

之长，鼓槌像擀面杖一样粗，舞台上打鼓时长

超过两分钟，从腕力到体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舞台上连唱带打、既舞且鼓，即使二十多岁

的小伙子都吃不消，何况他这把年纪。

但无论是少数民族人物表演的形神兼备、

武打戏，还是体力消耗很大的敲鼓，对于功底

扎实、拥有多年打鼓和舞台表演经验的盛国生

来说都在反复的演练后成功把控。该剧在弘扬

民族大团结的同时也展示了战争的残酷，对亲

情、爱情和家庭的损毁令人唏嘘！“但愿得云贵

边陲狼烟尽，一家人桃园相聚国泰家安”，他们的

向往也是无数人的心愿。

该剧成为国家和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

2018年度资助项目，入选北京市2018年度第一

批文化精品工程重点项目。

传承发展 , 桃李芬芳

由于北京曲剧的独一性，其剧种接班人

的培养工作尤为重要。作为从事北京曲剧近50

年、国家一级演员的盛国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

北京曲剧传承人的培养工作。2014年，除了演

出，盛国生开始在他的母校，现北京戏曲艺术

职业学院担任北京曲剧表演专业主教老师。他

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找到适合的角色，悉心

教导，耐心示范。声音提不上去，他就让学生按

着他的肚子感受气息，反复练习，直到达标。一

个学期下来，汇报演出时，学生们都兴奋地发

现，他们已彻底“翻盘”。该校老校长、京剧表

演艺术家孙毓敏对曲剧及盛国生的教学表示

充分认可并给予盛赞。

2018年，他被北京市曲剧团聘为首席艺术

家。由他传承的北京曲剧经典保留剧目《杨乃

武与小白菜》，入选北京艺术基金艺术人才培

养资助项目。同年，盛国生出任中国戏曲学院

2018届曲剧表演专业课任课教师。盛国生在京

腔京韵、字正腔圆上对学生的要求很是严格。

他带的学生多，因材施教，所以唱的戏不同，需

要逐一指导，颇为费时费力。每每上课都是连

堂，一上就是几个小时。盛国生“拼命三郎”的

劲头、对待艺术一丝不苟的态度，感染着学生

们，他们用可喜的成绩回报老师的辛勤付出。

盛国生还将课件录制成视频，解决了网络教学

中舞台调度的问题。

2019年，盛国生走进了北京大学音乐剧高级

研修班的课堂，为学员们讲授中国戏曲的表演美

学。2020年，他被北京大学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

究中心正式聘为研究人员，加入到音乐剧与民族

化、戏曲化的借鉴与汲取，建构中国音乐

剧自身美学体系的本土化探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