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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芝泉同志是我十分敬佩的一位昆剧大演员和大教9币。
我同她于1961年相识，至今已将近50年了。
虽然没有长时间共事，没有长谈过，然而她从青年时期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芝泉于1954年考入华东昆剧演员训练班，成为上海最早一批所谓昆大班学生时，跟她的同学们一样
，都只是十三四岁的少男少女，对于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昆剧，可谓是两眼一抹黑，一无所知。
她们入学不久，“传”字辈老师为了示范，给她们演出过一次《白蛇传》的《断桥》一折。
这折戏充满悲情，令人心酸，但是孩子们却看得哈哈大笑，可见其幼稚天真。
然而当她们逐渐长大、涉猎渐深时，就都被昆剧迷住了，不仅成为勤奋练功的好学生，而且一迷就迷
了一辈子。
芝泉就是其中一人。
她不仅迷上昆剧，更迷上了昆剧中最难的一个行当——武旦。
她那时已分在花旦组，又去过老旦组，老师们都喜欢她，没有不要她，她却偏偏要改换门庭，插班改
学武旦。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么一位身轻体弱的如花少女怎么会有那样明确的理想和那么坚强的决心。
上世纪60年代初，昆大班刚刚毕业，我就看过芝泉演的《挡马》和《白蛇传·盗草》。
我那时对于昆剧也是近于无知的状态，但已明确感到这员女将不是等闲之辈。
她在舞台上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动作规范准确而自如流动，她毫不怯场，表演时洋溢着一种艺术的
自信。
这就是她最初给我的深刻印象。
    芝泉是新中国第一代昆剧演员中有代表性的武旦名家，她不仅要把自己应演能演的几个传统武旦戏
演好，要演得超越前人，她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即在昆剧大领域中为武旦行当开拓阵地，扩大影响。
这是一项补历史之不足的任务，更是时代任务。
昆剧历史悠久，蕴蓄丰厚，然而在新时代中仍然要发展，要充实提高。
芝泉作为武旦大演员就要担起这个任务。
如今，她做了教师，献身昆曲教育培养接班人，担起当仁不让又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芝泉做到了，做得很出色，我不能不由衷地敬佩。
    作为武旦名家的芝泉，在她几个代表剧目中所显示的表演艺术，功底深厚，形象鲜明，更可贵的是
有一种新时代的气息。
武旦必须突出武功，又要刻画人物性格。
芝泉更注重角色之间的交流反应，注重配合，使舞台上气氛灵动而饱满。
这明显是从话剧吸收的营养，她掌握得相当准确灵活。
这一点是她们昆大班的共同优势，也是芝泉艺术风格经久耐看的秘诀。
    芝泉的这本传记由张泓同志写成。
我同作者不熟，芝泉告诉我是一位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不久的青年，这使我颇为惊喜。
一方面是写得很真实，也很生动，写出了芝泉大半生的生活历程和艺术生涯，写出了这位“小外国人
”(芝泉少年时的绰号)坚毅而开朗的性格，写出了她对昆剧艺术的忠诚和对昆剧学生的挚爱。
另一方面，我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青年作者愿意为这种古老的被很多人认为过时的冷剧种昆剧服务，
为冷中之冷的武旦行的名家写传。
她如果去给什么火热的真假明星写点吹嘘的东西，岂不是更能名利双收。
我想她去走这条“冷”的出路同当年芝泉走“冷”的艺路似有精神相通之处，都是可爱的青年正气。
    粉碎“四人帮”以后，芝泉一方面恢复传统剧目，一方面下很大力量主动创编和参与创编新昆剧，
其中武旦都有较重“戏份”。
这正是她为武旦开辟新路的尝试。
我因早离上海，看她的新戏极少，但也常有耳闻。
我知道这些新戏中各有优劣，完整的全面成功的精品不多，都没有成为保留剧目，然而芝泉对这些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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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花费的心血并没有白费，我觉得她的不懈努力体现了她性格中一种“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宝贵
精神。
本书中对这些戏可以说做了一定程度的艺术总结，很有必要。
这是对艺术负责的态度，对昆剧乃至其他剧种都是有益的启示。
    我特别喜欢书中写芝泉和她的学生们的那些章节。
芝泉由演员转向教师已有多年，现在已是经验丰富、桃李满门的大老师了。
我前些年初识谷好好不久，就感到这个青年姑娘身上含蓄着王芝泉的风格。
又是一个拼命三娘！
教育是国家建设的百年大计，昆剧尤其需要正规的传承。
昆剧武旦人才的培养更是昆剧中特殊的一部分。
大约三四年前我有一次去上海戏曲学校，看到昆五班的娃娃们(都是王芝泉的学生)练功表演，激动又
感动。
我要说，芝泉同志，你和你的同事们这些年从事的、比演员工作更为繁重的教学工作是一项神圣的社
会主义艺术事业。
感谢你们！
    2010年7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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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武旦(王芝泉)》由张泓所著，《大武旦(王芝泉)》记述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昆曲人才中的佼佼
者。
王芝泉在昆曲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探讨她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以大量笔墨记述她
的人生经历，并通过她的经历反映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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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泓，女，1980年出生，陕西渭南人。
200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
在(《戏剧艺术》、《上海戏剧》、《艺海》、《当代戏剧》、《上海剧稿》等刊物发表论文、剧本十
余篇。
论文《“形式思维”论——有感于戏曲导演的思维误区》获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奖一等奖，戏曲剧本
《赶月》(合作)获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铜奖，戏曲剧本《司马迁》(合作)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
银奖。
参与撰写《戏曲鉴赏》、《昆曲精编剧目典藏》、《折子戏赏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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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芝泉从艺大事记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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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幼年的变故，往往能毁掉一个人，也能成全一个人，王芝泉属于后者。
    1941年，王芝泉(这时的她随父姓，叫“傅芝泉”)出生在“天府之国”四川。
这是一个标准的书香门第：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傅况麟还是位律师——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四川
，这不啻是上流而时髦的职业。
家中有三个孩子，芝泉是老大。
如果日子就一直这么平静而美满地过下去，芝泉可能像母亲王玉冰一样，规规矩矩地读书，风风光光
地嫁人，再生儿育女，培养子嗣成为名门望族的翘楚。
    果真如此的话，生活中多了一个名门淑媛，昆曲的红氍毹上却少了一位难得的大武旦。
    但是命运的安排不是这样温馨而俗套。
    川渝信美，是个安逸的生活之地，却容易消磨事业上的雄才大志，父亲决意要出去闯一闯，于是，
一个人单枪匹马到了陌生的上海滩。
事实证明，父亲还真有本事，一无背景二无朋友三无路子，竞能在上海滩立下足来，事业渐渐崛起，
并在南京路上开起了律师事务所。
遂寄信一封，建议全家迁至上海。
    一个萧瑟的冬日，年轻的母亲带着三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出了门。
芝泉已经懂事，妹妹也能到处跑了，小弟弟尚在襁褓之中，还有一位人称“吴妈”的保姆同行照顾。
五个人乘坐轮船，顺江而下。
俗话说，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尤其是带着一群孩子，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加之旅途中屡屡遇险，从未出过远门的母子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考验。
一天，不知怎么回事，船身猛烈晃动起来，随即缓缓下沉，一船人惊慌不迭，只听见船长下令，让旅
客把所有的行李都扔下水去，以减轻分量。
母亲毅然行动，一旁的小芝泉急了，拉住行李硬是不松手：“妈妈，真的要扔啊？
”妹妹愣愣地拉着妈妈的衣角，不明所以；弟弟正流着涎水睡得香甜，什么都惊扰不了他的世界。
芝泉只恨自己势单力薄，拦不住母亲，看着母亲已经扔掉了两个大箱子，她快要急哭了，大喊：“以
后我们用什么过生活？
”母亲躬下身，不紧不慢地说：“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只要人在，以后都还可以买的。
”小芝泉似懂非懂，但被母亲那股气势深深震慑，不再阻拦。
可幸天遂人愿，船身渐稳，一行人终于平安抵沪。
    到了父亲新买的房子中，小芝泉兴奋了。
楼下是名声斐然的“南京理发店”，楼上就是挂着明晃晃牌子的父亲的律师事务所。
商住两用，地方有两三百平方米，宽敞明亮，还有丽三个职员听从父亲调遣。
置身于父亲一人打下的“江山”中，一家人焕然成为“新上海人”，又回到了如从前一样殷实、安定
的生活。
    但是，有些东西是永远回不来了。
在物质条件越来越让人如愿的同时，父母的关系却起了微妙的变化：一个职场得意，风生水起；一个
锅碗瓢盆，鸡毛一地；曾经的温存渐渐化成了令人难耐的温吞，一对佳偶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离婚不
可避免地到来了。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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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多看起来难度重重的事，未必真有那么难；同理，看起来简单的事情，也未必就那么简单。
    小时候，感觉世界上最难之事，莫过于考试。
考完了中学考大学，考完了大学考硕士，然后是博士⋯⋯当然，在拿到了博士学位证书之后，发现公
众眼中的珠穆朗玛可能远远不如我们估计得那么高。
当然，这是高学历饱和的年代，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同时，发现对于写书的恐惧减少了。
博士论文若付诸出版，不就是一本“专著”？
所以，当工作不久，校领导安排给我一份任务：为昆曲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王芝泉老师写一本传记时
，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立即接受了。
这爽快有两个原因：其一，学校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知遇之恩理当报答；其二，毕业论文的完成，
使我对长篇写作有了初步经验。
并且，读博士期间我曾为著名海派武生小王桂卿老师写过五万字的系列传记(后连载发表于《中国京剧
》)，算是“热过身”了。
    但是很快，我发现大大低估了这本传记的难度——在接触王芝泉老师之后，原本的信心迅速土崩瓦
解：且不说武旦戏的程式动作是如何地浩如烟海，仅就对于这位“武旦皇后”的了解，我近乎一张白
纸。
要在短短一年内了解她六十多年人生、并完成二十万字的文字，不啻愚公移山。
愚公尚有“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只能靠自己。
    幸好，王芝泉老师几乎每天都来学校上课。
于是，每天午饭后，我挟着纸笔，雷打不动地与她见面。
她从不去食堂吃饭，一杯咖啡、几片面包权作午餐。
虽然简陋了些，但闲适散淡的气氛极利于聊天。
于是，借着这难得的氛围，她将自己从幼年开始的艺事，一桩桩地从容道来。
她谈，我记，时不时羞赧地问上几个极度“门外汉”的问题。
王老师不以为意，耐心解答，可惜一谈到表演程式——即使最基本的“涮腰”、“背花”、“探海”
，也足以使我呆若木鸡、不知所云，真切地感受到不懂戏的“80后”想和古老的戏曲艺术对话的吃力
和尴尬！
每到此处，她索性让学生当场示范，现身说法；或者为我扎上练功的大靠，穿上厚底靴，亲自体验个
中滋味。
记得当时，我头昏眼花，气喘吁吁，举步维艰，如挣脱缧绁而不得的大闸蟹！
    这就是武戏。
台上光鲜亮丽，台下却要受罪，受大罪！
    当不为我所知的武戏的一面亮出了真实的底色，当几个笔记本被我记录得满满当当，我渐渐对这个
行当产生了兴趣。
而王芝泉老师的性情也打动着我，她虽年近古稀，却有着少年般的坦诚、热烈、剔透。
谈到昔日往事，她不止一次泪光闪闪，哽咽不成言。
等擦去泪水，一抹羞涩的红晕又浮上脸颊，“对不起，太失态了”。
不多久，不知什么勾起了她美好的回忆，她又会笑得像个孩子。
她性子急，语速快，情感浓，气场强大，间接地增强了这本书的感染力。
在与她对话的过程中，我隐隐感到，这本传记不仅是一个人的历史，更是一部昆曲武旦的心灵史，甚
至，当代南昆武旦戏继承、发展的重要密码也深藏在其中。
可是，这又岂是我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能够完成的？
    焦虑和兴奋融合在一起。
2009年暑假，抚养了我二十余年的爷爷溘然而逝，在他那间狭小闷热的书房里，没有空调没有电扇，
我足不出户地写了二十天，一口气完成了五万余字，写到肌腱发炎，连筷子也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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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每天八小时坐班后回到家，爱人往往自告奋勇地施展他那相当“凑合”的厨艺，让我小睡一
会，晚上好能恢复精力继续写作⋯⋯劳顿和紧张是自然的，但其中的快意和幸福也只有我一个人享受
得到：静夜，对着电脑，忘却人世纷扰、蜚短流长，集中所有精力，将自己化作一只龙飞凤舞的大笔
，酣畅淋漓地忘情挥洒，不知身在何方，今夕何夕，这真是人生难得的自在！
我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给予我戏曲的血液，让当年从剧场后台起步的梦境最终又还给了剧场；我感
谢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培育我二十余年，让一个渭北平原上听着秦腔长大的孩子，有机会跨过黄河
长江，为六百年昆曲动心动情⋯⋯    当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我深深感激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戏
剧学院附属戏校、上海昆剧团等所有曾经给予我提携、关爱、呵护、帮助的专家、前辈和朋友们，没
有他们，我无法走到终点。
有幸与戏曲史专家蒋星煜先生成为近邻，他年过九旬而笔耕不辍，新作迭出，堪称神人。
我不好意思上门叨扰，他却不时热情相邀，并乐于跟我这个小字辈海聊沪上戏曲界、文艺界古今掌珍
，直接地为我拓宽了视野。
国家一级作曲、上海昆剧团原副团长、上海戏校原常务副校长顾兆琳老师，因为主编《昆曲精编剧目
典藏》反聘于编研室，他不但为此书慷慨提供了若干珍贵的老照片，而且帮我拿捏、审定了部分文稿
，给了如履薄冰的我一剂定心丸。
此外，著名摄影师祖忠人、周育成，戏校老师陈为瑀和简建，王芝泉老师的朋友续正刚，未曾谋面的
昆曲曲友赵卫，师姐朱锦华等也专程来校，热情奉献了不少影像资料。
    当然，最深的一鞠躬应该献给这本书的主角王芝泉老师，能认识这位可爱、可敬的大朋友，人生之
一幸也！
如果年轻十岁，我也想像昆五班学生们那样火辣辣、赤裸裸地表达——“王老师，我爱你！
”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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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芝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昆曲人才中的佼佼者。
科班出身的她立志以武旦在昆曲世界开辟新天地，不幸在从艺黄金期遭遇“十年浩劫”，随昆曲一道
被束之高阁。
历经坎坷却不言放弃的她，在新时期迎来高峰，不仅以大量精彩绝伦的表演赢得昆曲“武旦皇后”的
桂冠，更以“应喜后来居我上”的气度，为昆剧事业传承薪火。
《大武旦(王芝泉)》由张泓所著，在广泛搜集材料和大量访谈的基础上，以细腻的笔触，真实再现了
一个坚韧顽强、不知疲倦、永远向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的不凡经历，和那一代昆曲人令人感叹的历史
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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