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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我的

好这样的经典之作，没有超过一百

场的演出频次积累，是很难做到的。

戏曲是讲究口传心授的艺术，“师

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给

了学生安身立命的根本，接下来就

需要演员自己去挖掘人物、体会角

色，艺术领悟力加上身体素质等各

方面条件，综合到一起在舞台上迸

发，是可遇不可求的。

不满足于躺在前人功劳簿上，

这是史依弘的“脾气”，在经典中

渗入自己的思考，结合诸多前辈的

艺术精华，不仅是一种传承，更是

一种致敬。拿《贵妃醉酒》来说，

“除了梅派的经典程式，在演出过

程中，我还融入‘筱（翠花）派’

的某些表演特点——贵妃饮三杯

酒，三次卧鱼，三次下腰，需要武

戏功夫，动作更多；嗅花时，中间

的花是牡丹，姿态与嗅旁边的花又

不一样……所有的细节都要讲究，

不能将就”。

一路走来，史依弘不仅学会了

驾驭舞台，诠释角色，更让单纯的

技巧融化为对角色刻画的形神兼具，

因而越发显得从容大气，神韵天成。

在史依弘眼中，日本有最挑剔

的观众，他们一直有习惯走进剧场

观剧，演出前会在网上先看资料、

做功课，观剧时安静而有礼貌，“演

员在舞台上会有一种‘艺术至上’

的共鸣，我可以沉浸在我的角色里，

观众与演员共呼吸。”她把此次日

本行视为 13 年一考，“这是 2006

年我阔别日本舞台后，再一次与日

本观众见面，将我近 13 年的艺术积

累汇报给日本观众。我希望可以通

过这次的纪念演出，唤起日本观众

对 100 年前艺术家梅兰芳的记忆，

让日本的年轻观众了解京剧。”

致敬大师，唤起百年记忆

“100 年前，梅兰芳先生在经费

不是很充足的情况下，带领自己的

剧团赴日演出，比我们今日所为需

要更多勇气。梅先生立志把中国最

好的传统艺术京剧传播到全世界，

他的责任感、使命感，对我影响重

大。”自 1989 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演

出取得成功至今，史依弘与梅大师

一样，在东瀛有着深厚的观众基础

与粉丝群体。其中不乏一些名家大

腕，比如日本女星栗原小卷的父亲、

剧作家栗原一登就曾在一次演出后

来到后台，请史依弘在签名册上签

名，而签名册的前页，是梅兰芳大

师于 1956 年签上的名字。

此次赴日演出的四出折子戏分

别是：昆曲《游园惊梦》、昆曲《贞

娥刺虎》、京剧《贵妃醉酒》与京剧《百

花赠剑》，沿用梅兰芳当年京昆搭

配的方式分别在两晚演出，而演出

的剧目，绝大多数都是梅大师当年

经常出国巡演的拿手好戏。特别是

《贵妃醉酒》一出，是梅兰芳 1919

年首次赴日时上演的剧目，而《贞

娥刺虎》则是梅兰芳访美时大受欢

迎的剧目，还被好莱坞拍摄成黑白

电影，记录下大师最珍贵的舞台瞬

间，令人难忘。

“我 20 年前演的《百花赠剑》

《游园惊梦》跟现在肯定是完全不

一样的，以前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唱，

现在阅历丰富了，演戏突然就觉得

开窍了。”尽管有着梅花奖、白玉

兰奖等诸多荣誉，甚至被誉为“当

代青衣第一人”，但在史依弘看来，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完全是舞台锻

炼着她、鞭策着她，演员有水平演

传承创新，挑战不可能

从一曲脍炙人口的《梨花颂》

红遍大江南北，到根据法国文学经

典《巴黎圣母院》改编而成的京剧《圣

母院》；从《文武昆乱史依弘》专

场引起轰动，到成功地“反串”演

绎程派经典《锁麟囊》一票难求……

熟悉史依弘的人都知道，舞台是她

的生命，京剧是她的全部，她永远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一边汲取养

料，一边绝不满足，一步一个脚印地，

在传承中创新，甚至面对争议，挑

战经典，都坚定前行，无怨无悔……

去年，她在上海大剧院一人单挑了

“梅尚程荀”京剧四大流派的经典

剧目。时隔一年之后，大胆的她又

在同一个舞台上移植改编了香港武

侠电影经典——《新龙门客栈》，

一个人演绎邱莫言与金镶玉两个角

色，不仅生动传神，瞬间转换之间，

更显大家风范。

挑战“不可能”是海派京剧的

精神所在。很少有一部京剧新创作

品，能够像京剧《新龙门客栈》这

样牵动人心。电影《新龙门客栈》

改编自导演胡金铨的《龙门客栈》，

上世纪 90 年代初由徐克导演，张曼

玉、梁家辉、林青霞、甄子丹等人

主演。放映之初，便掀起一阵票房

风暴，成为武侠迷与电影迷心中的

新武侠经典。2016 年春，史依弘参

与成立弘依梅文化传播公司试水市

场，不少人就为她将电影搬上舞台

的构想眼前一亮。此后，从观众票

选男主角周淮安的扮演者，到导演

胡雪桦、唱腔设计费玉明、音乐顾

问金复载等主创班底公布，再到揭

晓史依弘“一赶二”出演另一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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