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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五一”假期，史依弘再

显劳模风范，连续三晚在上海大剧

院推出三台大戏，分别为《霸王别

姬》《白蛇传》《锁麟囊》，跨越梅程两

派，亦张亦弛，允文允武。

当史依弘走出剧情，走下舞台，

洗去妆容，那干净而蕴藉的模样，笑

容中透出的灵秀与优雅，更有一种

素朴安静、笼罩全场的气场，雅而

美，善而真。正像宋徽宗说李师师

“一种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那

是一种素以为绚的大美。她在江湖

之中，又在红尘之外，繁华历尽，不

改初心，惯看风月，依旧纯真。她不

说话，都是声情并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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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京剧大师梅兰芳第一

次带着京剧和昆曲踏上美国的土地，
引起轰动。2017年，史依弘带领京剧

《霸王别姬》团队在美国大都会艺术
博物馆的阿斯特中国庭院演出，历时

半个月十四场。结束之时，这座全球
顶级博物馆公开宣布，史依弘手上那

柄代表中国戏曲魅力的宝剑，将被博

物馆永久珍藏。那一刻，如同宝剑酬
知己，中国的京剧，被世界铭记。

史依弘也在国内做了《霸王别姬》
的室内乐版尝试，将单线条的中国戏曲

音乐结构与纵向多声部的交响音乐模

式做了大胆整合，没有了锣鼓经，改为
蝶式筝主奏，辅以大提琴、中提琴、小提

琴，激扬的情绪得到缓冲，戏曲整体气
质更加层次丰富而细腻优雅。舞台上，

一片浓红愁绿，明媚忧伤。我见犹怜
之时，更显出杀伐绝艳之气质。

自1921年梅先生和国剧宗师杨
小楼着手创排《霸王别姬》以来，至今

恰好百年，这部戏已然成为梅派本戏

中最负盛名的经典。这个“五一”，史依弘

在时隔八年后，再次于大剧院演出全
本《霸王别姬》，携手当今梨园界武生、

花脸的顶尖人物奚中路、杨赤共同演
绎，打造中生代戏曲演员的梦幻阵容，

借以向该戏演剧史上两座高峰———武
生杨小楼、花脸金少山致敬，向确立霸

王“两门抱”的梨园传统致敬。

史依弘说，梅派戏《霸王别姬》和
《白蛇传》都有悲剧色彩，但是当年梅兰

芳演的时候从来都是极“淡”的。面对生
死，依然平淡从容，这种淡然反而让台

下的观众悲从中来，可谓悲到骨子里，
这才是最高级的审美处理。人物性格设

计明若星辰，深如大海，映照出虞姬万

般风情之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剑胆琴
心。偌大的舞台上，史依弘一手捏诀，一

手舞剑，蹉步、云手、抱、栽、刺、涮，重若

千钧又翩若惊鸿，随着鼓声和琴声落

下最后一个工尺，仿佛繁华落尽，时空
在此间凝驻。子文说，舞剑一折，既是

江山易帜的悼挽，又是四面楚歌的绝
望，与其说是为霸王解忧片刻，不如说

是以剑当语，做人生华美的诀别。
应邀填过一首《八声甘州》给史依

弘，遍数她的代表剧目，姐姐十分喜欢：

“看美人一笑坐生春，龙门醉中真。数风
流慷慨，清音遥叩，梅尚程荀。对影湖山

依旧，不染衣上尘。律吕自相召，长寄此
身。整顿寰中意气，照一泓秋水，海岛冰

轮。叹人间天上，风月浩无垠。尽悲欢、
春秋亭外，归去来、剑舞妙通神。寻常

事，弦歌当酒，心迹已陈。”就在这些声
情并茂的煊赫的夜晚，满堂花醉史依

弘，我们一起为有情的春天做个明媚的

收梢，迎接热烈饱满的浓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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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尖对史依弘说：“我要是跟你

一样会唱戏，我一个字也不会多写。
一亮嗓，就是国色天香。”确实，梅派

大青衣史依弘唱念做打俱佳、文武昆
乱不挡，日常举手投足间更有一种含

而不露、气定神闲的优雅。其不温不
火、清净淡雅的风范，正符合中国传

统平淡天真、温柔敦厚的审美，展现

出一派堂皇蕴藉的大家风范。

史依弘曾和我的博导卢甫圣先生
合作，在“文武昆乱”的京昆大戏《白蛇

传》《牡丹亭》《穆桂英》《奇双会》和《玉
堂春》中，卢师的国画作品《知一知二

之间》《国色》系列等依次作为舞台天
幕，惊艳登场。喜欢挑战的史依弘，骨

子里是最传统的。她一生痴迷于梅派，
将梅派的精髓贯穿到声腔的每一丝起

落。她认为梅派最为典雅工整，就像学
声律以唐诗启蒙，学戏则从梅派入手，

必不会偏颇，找不到特点便是最高级
的特点，正如大美无形。

据说梅兰芳先生曾认为弟子言

慧珠很适合扮演《巴黎圣母院》里的
艾斯米拉达，最终这出戏未能排演，

一直是个遗憾。在史依弘的推动下，

现任上海京剧院副院长的冯钢担纲
编剧，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改成了

京剧《圣母院》，女主角史依弘将唱念
做打融入“非传统”的改良京剧配乐

中，中西合璧，神贯气连，大放异彩，
更了却梅派弟子们的一桩夙愿。2018

年的“五一”期间，史依弘一鼓作气推

出了“梅尚程荀史依弘”专场，即《苏

三起解》《昭君出塞》《春闺梦》和《金

玉奴》，这些其实是京剧传统戏中旦
行必会的骨子老戏。追溯京剧的历

史，可发现很多大家并非恪守一派，
比如杨荣环先生艺兼梅尚；言慧珠之

《法门寺》，一晚上唱几个行当；王瑶
卿、梅兰芳先生亦糅合青衣、花旦而

创造出“花衫”行当。由此，史依弘遍

演“梅尚程荀”之做法亦有章可循，是
对历史的借鉴，更是对传统的巡礼。

近些年史依弘的另一个大手笔
是把徐克经典武侠电影《新龙门客

栈》搬上了京剧舞台。在这部可谓“三

个人的修罗场”的大戏中，面对男主
角周淮安，史依弘一人分饰两位女

主，兼容金镶玉的热情火辣与邱莫言
之清冷孤绝。继之前“梅尚程荀史依

弘”专场演出后，能设计出这样秉性
多元的角色，集萃旦行之美熔铸一

炉，既是新编戏跨界编排的创意与胆

识，也是向传统经典的致敬与回归。
今年再演的《杜鹃山》又是一次

归去来兮的尝试，其音乐在传统京剧
的基础上，创用了多种新的声腔与板

式，并大胆融入歌剧、地方戏、民歌小
调等元素，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兼收

并蓄的史依弘唱得一气呵成，响遏行
云。紧张的排练间隙，生性可爱的史

姐姐在谈笑间不时蹦出几句台词金
句，诸如“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

题”“不能轻举妄动”等等。这样的姐

姐，在按部就班中拥有了身心的巨大
自由，因此人戏合一，信手拈来。

文武昆乱 梅尚程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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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依弘少时受教于著名京剧演

员、教育家张美娟，从京剧武旦入门，
又转益多师，向戏曲声乐专家卢文勤

学习发声方法。她说自己其实是个很
不自信的人，上学的时候，张美娟老师

一直觉得她是个笨学生，不被表扬或
认可的她只能一遍遍反复训练，以期

达到老师的要求。为了练“圆场”，老师

把她两条腿的膝盖都绑上，每次只能
走半步，稍微一着急就会摔倒，不知跑

坏了多少鞋，也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十岁到十七岁，她每一天都在练功房

里度过，没有寒暑假。除了学文化就是
练功学戏，她却乐在其中，甚至不想毕

业，觉得一直呆在课堂里该有多好。
少年的史依弘还要每天到卢文勤

老师家里学习发声。卢老师的两位女
儿回忆往事，总夸赞史姐姐不辞辛苦，

从十五岁坚持到二十五六岁，“今天哭
着鼻子回，明天又准时来。”卢老师将

一生所学倾囊相授，并教给她超越同
龄人的思维判断与审美，比如他告诉

姐姐，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是美的，即便

做不到，也要朝着那个方向努力。

史依弘认真执着，深潜于传统，又

把每一部传统戏当作新戏来排来演，进
行有思考的二度创作。她无与伦比的敬

业与用心，便是成功的法门。即便是不
带乐队的过排，她也坚持满宫满调完

成每一句唱念，从来不搞“走过场”。这
是她一直以来的习惯，“我不愿错过任

何一次排练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找
到正式演出的感觉，一气呵成。”

她的认真还体现在每唱完一场

大戏，身心俱疲，衣衫湿透，依旧一次
次鼓足精神给热情的观众返场，让人

敬佩又心疼。她拥有很多老年粉丝，
经常与老人促膝攀谈，没有任何代沟

和障碍。因为她从小跟随外婆长大，
外婆的影响贯穿终身。她常说：我要

对老人好一些，更以无比的温柔与耐
心对待身边的老人。她老少通吃，待

人至诚，表里如一，通透干净。曹可凡
认为依弘对角色赋予了更多女性的

柔美，体现出一种人文情感的内涵，

正源于她发自心底的真诚、执着的信

念以及柔软的大爱。

史依弘对所有艺术门类都深有
兴趣，除了戏曲，还倾心音乐剧、芭

蕾、歌剧、话剧、交响乐等。生活中的
她亦心胸开阔，敏而好学，一直保持

着赤子般的热情与好奇心。史姐姐并
不擅交际，却喜欢与不同领域的师友

交流，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她都互通

有无，博采众长。但骨子里内向的她
并不喜欢挤在人群里，也不太喜欢在

非表演时间被人关注。
在无尽的日升月落的努力中，史

依弘不知不觉将所有庞杂的学识、所
有所学的唱腔、招式完美化生成自己

的风格与气质，便想起易顺鼎送给梅
兰芳的那句：本来尤物能移人，何止

寰中叹稀有。“弘”之一字，正代表史
姐姐的理想、情怀和心胸。陆康先生

曾专门为她刻制一枚“弘”印，印面让
人想到张大千画给张充和的《水仙

图》，吴带当风般表现出飘逸又内敛
的水袖和身段。这枚印，更有青衣的

端庄高贵，宽阔自在，如此凝练而飞
扬，那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史依弘，既

旁逸斜出，又得其圜中。

2 敏而好学 深潜传统

允文允武 满堂花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