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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网络和多家卫视热播的 《鬓边

不是海棠红》获得第 26届上海电视节
最佳中国电视剧奖， 在其片首列名的

不仅有领衔主演黄晓明、 尹正、 佘诗
曼，还有艺术指导———毕谷云。该剧描

写爱国商人程凤台与名伶商细蕊因戏
结缘， 在梨园百态和战火动乱中并肩

奋斗的传奇故事， 由于演绎过程中有

许多“戏中戏”，导演就请京剧老艺术
家毕谷云先生出山，说戏把关。

编者按

◆

翁
思
再

跷工钩沉见痴心
    毕老师引我到八仙桌前坐下时，步

履略微颠颤了一下，叹曰：“我已经九十
一岁，不能指望腿脚像年轻时那么灵便

啦。”“您的精神还是那么健朗。不过，根
据您的舞台生涯，腿脚的负荷可能会比

较大。”顺着这个话题，我们谈起了毕谷
云的绝技———踩跷。

传统京剧舞台上演员脚下的跷，可

与西方芭蕾舞演员脚下的鞋盒相类比。
芭蕾舞鞋盒藏在演员的鞋尖里，实际上

是一种硬套，套住脚趾和一部分脚面，支
撑演员用脚尖站立和跳舞。跷的主体部

分是仿照缠足女人的小脚形状的一块硬

木托足板，连着长柄，柄上以五六尺长的
白布带子牢牢绑住演员腿脚，然后在托

足板外面套上鞋和袜子，形成跷鞋，这就

营造出一副“三寸金莲”。跷与芭蕾舞鞋
的不同之处在于：芭蕾舞演员穿上舞鞋

之后随时可以脚跟着地，而跷是个形如
汤匙、固定在腿脚上的道具，与腿脚整体

运动，脚跟不可能着地。毕谷云以踩跷塑
造的人物中有《战宛城》的邹氏、《翠屏

山》的潘巧云、《大名府》的贾氏、《活捉三

郎》《坐楼杀惜》的阎惜姣等等。跷工里有
一种“花梆子”脚步，表演时毕谷云交错使

用“云步”“碎步”“垫步”“蹉步”，时而进退
和抖肩，其间身不摇，脚不乱，而且越走越

快，以至于跑“旋风步”，表现出剧中人高
兴的情绪和活泼的姿态。每演至此，台下

必定叫好连连。
“这几年外界又开始重视我，这同踩

跷或者叫跷工艺术濒临绝境有关。”原来

辛亥革命以后缠足逐渐不再时髦，“小脚

女人”更被认为是封建落后的象征，于是
科班和戏校也就不设这个课程了。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倡以及认识
的深入，有识之士指出当代中国男性已经

不会因看舞台小脚而去崇拜“三寸金莲”，

跷工作为一门具有中国传

统特色技艺应该保留

下来，于是踩跷

表演得到了

一些宽容。

校园里面出伶人

走南闯北跑码头    毕谷云京剧团第一站是在苏

北，巡演八个月后有山东的场方来
请，于是又去巡演八个月。毕谷云

的原则是“走着比待着强”，即有点
收入总比待在家里没收入好，因此

尽量多演出，哪怕分配方案从“三
七开”变成“倒三七”。

走江湖跑码头过程里有许多

新鲜故事。1953年毕谷云刚到开
封，突然接到徐碧云从西安打来的

急电，说是自己剧团的另一位主演
临时回了北京，大西北巡演出现剧

目真空，希望毕谷云迅速来“救
场”。师命难违，于是毕谷云迅速做

出安排，让本剧团大队人马打道回

府，自己带着小生搭档周承志赶到
西安与师傅汇合。当时毕谷云人比

较瘦小，貌不出众，在赴兰州的火
车上，剧团里纷纷议论，说是那个

新来的上海人长得跟猴似的，不像
有什么真本事，这次兰州演出准

砸，后悔跟徐碧云签 2个月合同云

云。听到这番话，少不更事的毕谷
云伤心得哭了。然后他擦干眼泪，

痛下决心，此番一定要争口气。到
了兰州，起先水牌（剧目广告）是这

样写的：“徐碧云京剧团 毕谷云

主演双出———”就这样毕谷云连演
了一个月，加倍认真卖力，果然功

夫不负苦心人，“座儿（上座率）”越
来越好。第二个月水牌改为“徐碧

云京剧团 徐碧云毕谷云师徒合
演———”当然上座更火爆。

1954年毕谷云巡演到“戏窝

子”天津，2个月里日夜连演 120

场。由此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后，

他就到北京组织起民营的民生京

剧团，扎营京城将近四年。1958年
他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外地，把剧团

迁到辽宁本溪。

置之死地而后生
    毕谷云和李万春合作过《投

军别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
为支援抗美援朝而举行义演，他

和刘天红（叔诒）、苗胜春合演《打
渔杀家》，由余叔岩、梅兰芳的鼓

师杭子和司鼓，谭富英的琴师赵
济羹操琴，传为美谈。他常演剧目

还有《红娘》《秋江》《樊梨花》《樊

江关》《佘赛花》《红梅阁》《芦花

河》等数十出。另有一些由他创作
或者得到秘传的戏，我非但无幸

寓目而且前所未闻，诸如《续红
娘》《后部玉堂春》《虞小翠》《遗翠

花》《梵王宫》《大乔小乔》等。其新
旧剧目体量如此之大，如今的演

员难以企及。

诚然，毕谷云京剧团并非是
在京津沪等地由国家全额出资的

院团，而是在自负盈亏的中小剧

团，演出收入和剧团生存

息息相关。毕谷云说：“当
年我们内部分配实行打分

制，比如我打 20分的话，主

要配角和琴师鼓师是 10

分；根据各人的贡献和资历

分档次，到跑龙套这一档大
概是 2到 3分。演出收入就

按照各档次的分值来分
配。”毕谷云还告诉我，当年
在角儿领衔带班底的机制下，虽然

自己赚得多但是风险也很大。每场
的收入必须首先保证全团所有人

的基本生活费。比如演职员一共 60

人，那就得先匀出 60分来平均分摊
到人头。倘若这场收入没达到 60分

所需的数额，那么就得由毕谷云自
己掏出钱来贴补大家。舞台如同战

场，置之死地而后生。

    多数读者对于毕谷云这个名字会比

较陌生，不过他在梨园行内却有口皆碑。
在被梅兰芳和荀慧生收为徒弟之前，毕

谷云已经被文武兼备的“五大名伶”之一
徐碧云收为弟子。梅兰芳发现毕谷云的

潜力，着重于唱功方面培养，亲授《贵妃

醉酒》《太真外传》和《西施》。可是在他中
年以后，艺术活动的地域主要在辽宁省

一个中型城市，导致影响力有所局限。直
到晚年，中央电视台连续几次请他在重

阳节晚会出镜，懂行的观众如闻空谷足
音，相见恨晚。

毕谷云先生退休之后回到家乡上

海，今年盛夏，我在淮海路附近的一条弄
堂里叩响了他的门铃。

    毕谷云的艺术价值和一出戏

大有关系———《绿珠坠楼》。当年徐
碧云就是凭此戏与他的内兄梅兰

芳一起获得“五大名伶”的盛誉。该
戏故事采自晋书《石崇传》和唐诗

《绿珠篇》：西晋时武官石崇从劫匪
手里救下歌女绿珠，取之为妾；其

属下孙秀贪恋绿珠美貌，妒忌石

崇，遂诬告其谋反。石崇蒙冤死后，
孙秀来到绿珠藏身的金谷园欲索

之为妾，可是绿珠坚决不从，跳楼
殉情。后人遂以“绿珠坠楼”典故赞

扬女性坚贞保节。徐碧云扮演的绿
珠于全剧高潮“坠楼”桥段爬上三

张桌子以“吊毛”翻下。这是一个高
难度的惊险动作，一旦不慎以后脑

勺触地便有生命之虞。徐碧云为此
曾多次受伤息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传统戏恢复
演出，在观众的强烈呼声里毕谷云

《绿珠坠楼》重现舞台。可是由于他
七十年代下放劳动时受过一次大

伤，1984 年在天津演此剧不幸又

摔伤了腰椎，伤愈后他向有关部门

建议把《绿珠坠楼》拍成电视片，以

免失传。原来徐碧云的这出戏只传
给毛世来和毕谷云二人而已，由于

毛世来很早就不演此剧，因此自己
就成为梨园行里唯一能演《绿珠坠

楼》者。毕谷云告诉电视台导演，
“坠楼”表演完全按照原样，虽然难

度不减，可是须先把其他场次都拍
完再拍这一场。原来他做好了最坏

的准备，表演“坠楼”时即使“吊毛”
出事故，那么“绿珠”头部朝下坠入

荷花池的惊险过程已被拍进镜头，

照样可以留下一部完整的《绿珠坠
楼》。拍摄地点是本溪市艺术宫，全

剧组从下午三点钟忙到次日凌晨
三点钟，及至最后单独拍摄“坠楼”

时，大家都瞪大双眼，绷紧神经，为
他捏一把汗。此刻，剧中人绿珠准

备殉情赴死，扮演者毕谷云则抱定
为艺术而牺牲的决心。只见他神态

坚定，款步走向相当于三张半桌子
高度的“护栏”边缘，毫不犹豫，纵

身一跃———只见这个“吊毛”出栏

后，头部冲向地面，空中折体，以颈
下背部着地，继而滚身，复又弹起，

伸腿直身，“啪”，一具“僵尸”直挺
挺倒地。随着导演高声叫“停———”

大家冲到毕谷云跟前，为他抹去眼

角边的热泪。顿时，全场许多人都
哭了。

戏曲电视片《绿珠坠楼》于
1984年首映，后经央视和各地电

视台屡屡转播，好评如潮。如今经
过毕谷云传授，上海戏校教师牟元

笛已经学会了《绿珠坠楼》，不久前

在天蟾舞台贡献给观众，好评如
潮。这出当年是由徐碧云创造的独
门好戏终于后继有人。梨园行话说

“戏不离艺，艺不离技”，当然它的

传承还须靠仁人志士的坚守。

    毕谷云现在是非遗传承人，他的
传奇经历折射昔日演艺市场的生态，

也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不久前中
央有关文件重提“以演出为中心”，提
醒我们全面理解和执行当下的文艺
政策，俾剧目创新和文化保护协调发
展，出人出戏走正路。有鉴于此，毕谷
云先生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认真品
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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茛 上世纪中期毕谷云在北

京主持民间剧团的演出广告

▲毕谷云在

《绿珠坠楼》里扮演绿珠

▲舞台上“坠楼”的瞬间

    毕谷云 12 岁开始学

戏，基本功老师是赵云卿，
跷工老师是祁彩芬，教戏

老师还有林颦卿等。“据说

您当年一边在普通中小学就

读，一边学戏？”毕谷云指着
咫尺之遥的向明中学回应：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在这个
校园里上学，当时它里面有

个法租界教会学校叫圣心小

学。梅葆玖也在那里上学，我俩
各自在课余请教戏先生来练

功。我所练的基本功里就有这
一项跷工。”毕谷云说，练此功

需要先在脚面上绑沙袋负重，

然后以脚掌顶着木跷站桩。这时师

傅在旁边燃香计算时间，非要燃尽
一支香才给松绑。徒弟功夫见长之

后师傅还会“加压”———竖摆两块
方砖，让徒弟双脚分别踩上去继续

站桩。如此又须坚持“一支

香”。少年毕谷云经常练得脚
趾出血，只得咬紧牙关忍受

苦痛。然而苦尽甘来之后，踩
跷走台步不仅脚下生风，而

且转身也快，以此描绘少女

娉婷或鬼魂飘渺姿态时特别
漂亮而传神。上世纪五十年

代初，他在上海文化部门登
记了挂牌营业执照，自组“毕

谷云京剧团”出去跑码头。

“您是否算票友下海呢？”
“不然———”毕谷云解释道。
“伶人主要来自三路：科班弟子、私

家徒弟和票友下海。我是跟教戏师
傅学戏后直接以唱戏为职业的，因

此属于第二类私家徒弟。当时在上
海像我这样从普通学校毕业或肄业

就去当演员的还有梅葆玖、周少麟、
李世济等等。我们对于西皮二黄是

真心实意的
喜欢，因此放弃

了升学或者大学在读的机会。我们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也不属于从

其他职业转行梨园的票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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