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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近左清飞    舞台上的左清飞，靓丽多姿，光彩照人。
    舞台下的左清飞，聪颖好学，诚挚率真。
    更多了解台下的左清飞，将能更好欣赏台上的左清飞。
    愚以为：读《清言戏语》，可走近左清飞。
    “这一个”与“这一代”    左清飞是在20世纪50年代戴着红领巾进入川剧圈的。
当时，新生的共和国正生机勃勃，百业复苏。
川剧艺人仿佛从噩梦中猛然醒来，社会地位的提升使他们感动不已。
许多老艺术家利用各种演出机会，使出浑身解数，尽展艺术才华。
这让十来岁的艺徒左清飞看得目迷情惑，心驰神往。
她深信自己“注定该吃这碗饭”。
后来，她有幸拜在著名表演艺术家阳友鹤门下，得到老师的悉心传授，受益多多。
同时，她还不放弃一切学习机会，如饥似渴，转益多师。
她听周慕莲讲《情探》，向薛艳秋学《醉酒》，向胡漱芳学《打神》，向琼莲芳学《放裴》，向胡裕
华学《打雁》，等等。
这些剧目，都是老艺术家们打磨多年的川剧精品。
左清飞能趁他们健在的时候得到亲传，较之后来者，真个是难逢难遇的幸运。
由此奠定了她扎实的传统基础。
如今，众多前辈先生都先后辞世，左清飞也已为人师。
相信这些优良的艺术基因，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川剧传承中，一定会产生应有的后续效应
。
    随着演出实践的增多，艺术经验的丰富，使左清飞意识到川剧艺术必须跟随时代的脚步前进，才能
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于是她一面精心投入新编剧目的演出；一面尝试对有的传统老戏作些新解释、新处理。
她改《醉酒》，改《i娘教子》，乃至“冒险改《情探》”。
这些尝试得到了老师的支持，观众的认同。
她也逐步从“临摹”走向了求新求精，寻求自己。
    在她演出的众多剧目中，仅《绣襦记》一剧就演出达三百余场，经过反复锤炼，精益求精，左清飞
带着她美丽的李亚仙深深走进了广大观众心里。
并以她的聪颖好学、锐意进取，以她的舞台成就、艺术修养和戏风艺德，被公认为新一代川剧旦角中
的佼佼者，实至名归地进入了川剧表演艺术家的行列。
    应该说，左清飞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新一代川剧演员。
时代给她和她的同辈们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成长的机遇，可谓生逢其时，得天独厚；同时，也向他们提
出了严肃的要求，要求他们对川剧艺术承担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我们从左清飞“这一个”的成长历程(包括主客观条件、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中，不难提炼和概
括出他们“这一代”川剧人的某些共性，透过个别去认识一般，用作今后发展川剧事业的借鉴。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集子就不只是左清飞个人艺术生涯的记述，而且是可供川剧史论研究的宝
贵资源。
很值得珍视。
    生活毕竟是源泉    除了主要致力于川剧演出外，台下的左清飞还有着广泛的社会生活，走过起伏的
人生道路。
她出演过电影，客串过模特，学练过绘画，研习过声乐；进过怀仁堂，去过小乡场，到过国外，去过
台湾；捧过鲜花，挨过批斗，听过喝彩，有过失落，受过贫穷，闯过商海⋯⋯总之，风雨彩虹，她都
经历了，领略了。
经她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如叙家常，很有可读性。
乍一看，有些事与川剧并不搭界；细琢磨，就会发现这斑斓人生的丰厚积淀，不仅锻炼了她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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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了她的视野，而且与她的表演艺术也是有所契合，能够融会贯通的。
    在我国古典戏论中，明代戏曲评论家潘之恒很强调演员要“以情写情”，他认为：“能痴者，而后
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
”主张演员只有运用自己深切的感情体验，来体现角色的思想感情，才能打动观众。
川剧界曾有“演戏演人，唱戏唱情”的艺诀戏谚流传。
戏剧界熟知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也把“情绪记忆”作为演员自我修养的重要元素之一。
要求演员充分领会角色所处的规定情境，尽量激发调动自己与之相似的情绪记忆，从而去真实地体验
和塑造角色。
如此这般，自然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一个演员的生活阅历越丰富，将越有利于积淀储存更多的
情绪体验，越有利于多种角色的塑造。
    在左清飞塑造的许多人物形象中，李亚仙的温婉柔情(《绣襦记》)，姚小春的纯情烂漫(《桃花村》)
，邓夫人的睿智刚烈(《困邢州》)，王春娥的慈祥母爱(《三娘教子》)，老年董竹君的沧桑练达(《都
督夫人董竹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许我们作为观众难以找出她的生活阅历与这些角色直接的相应的关系，无法具体去辨析两者间的来
踪去迹。
但是我深信，如前所述，凡是她在生活里所感受过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得意落寞，都
已化为春泥春雨，在她的艺术创造中，发挥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有待她去体会探索。
    左清飞喜欢读书，对新事物有浓厚兴趣，有干必求好的追求，并有意识地不断拓宽自己的生活领域
，这对提高一个演员的修养来说，无疑是明智之举。
生活毕竟是艺术的源泉！
    “胸无城府人如玉”    与多方面的社会生活相伴而来的，是多方面的人际关系。
左清飞作为一个知名演员还多一层与观众的关系。
如何对待这些复杂关系，即是人们常说的怎样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往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素养与品
性。
    左清飞以不少的篇幅，写到了与她艺术人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
也许有人会以为失之于枝蔓。
但认真读下去，常为她那饱蘸真情的笔触所吸引。
似乎能感觉到，她是那样情不自禁地要去谈到那些使她难以忘怀的人们，包括从未见面的热心观众。
所以，她不怕牵连，去探望“文革”中落难的老领导李亚群；多方奔走，为阳友鹤、陈书舫老师排忧
解难；念念不忘热心教导过她的声乐老师周淑婉；把好些观众来信一直保存到今天(这些方面，她的“
贤外助”周华峰功不可没)。
以后，她又像老师们那样以慈祥长辈的身份，从事业上、生活上关爱着她的学生。
这种薪火相传以诚待人的善良与爱心，洋溢在不少章节的字里行间。
因此另有一说：左清飞不只写了她自己，还写了一个可爱的群体。
不错，她也有“金刚怒目式”的时候。
在西苑农庄，她就曾经严词打发过那些惯于“白吃”的当代“九流相公”。
这何尝不同样是她率真性情的流露？
    不必讳言，在左清飞的艺术生涯中，遭受到的最大冲击，莫过于与“梅花奖”擦肩而过的那桩疑案
了。
面对在名利场“潜规则”、暗箱操作下出现的意外失落，这位在舞台上挥洒自如的国家一级演员竟然
一头雾水、满脸茫然，显得那样无知与无奈。
不过，“公道自在人心”，正是由于她对艺术的坚守与“不谙世故”，反倒赢得了更多的关心与赞誉
。
这种“口碑”不是什么奖项可以代替的。
有道是：“胸无城府人如玉”，信不谬也。
    时间不会停步。
不经意间，按政策左清飞已经退休了，但她那难分难解的川剧情结，还促动她在思考着为川剧“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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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点什么？
”我想，这个“什么”应该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一个更大的舞台，她一定还能在新的舞台上有所作为
。
人们眼前这本由她亲力亲为而成的集子，难道不就是一个“什么”么？
    2010年5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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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言戏语:左清飞艺术人生》内容简介：左清飞是在20世纪50年代戴着红领巾进入川剧圈的。
如今，众多前辈先生都先后辞世，左清飞也已为人师。
相信这些优良的艺术基因，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川剧传承中，一定会产生应有的后续效应
。
舞台上的左清飞，靓丽多姿，光彩照人。
舞台下的左清飞，聪颖好学，诚挚率真。
更多了解台下的左清飞，将能更好欣赏台上的左清飞。
读《清言戏语》，可走近左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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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走近左清飞第一编 走过的路注定该吃这碗饭第一次上台打了“戏摆子”一出《杀狗》调省团师运
桃花村的故事这样的剧本我喜欢几进中南海喜欢演现代戏都是“玉女”惹的祸《杜鹃山》和周淑婉他
终于等到这一天“有熟人没得哟？
”久演不衰《绣襦记》演《贵妃醉酒》还没有入门这个矮子是谁？
“世间多愿出三娘”天府花香到京华冒险改《情探》难忘的“讲习会”师恩难忘这唱的是川剧吗？
千里学《打神》承包纪事《秋江》欧洲行笑呵呵的周企何翰老的期望但录前文忆恩师恢复经典“梅花
奖”和我开了个玩笑聂母“变发”《望娘滩》知道什么是血汗钱了“川剧皇后”走了真神面前不烧假
香人生的又一次体验重返舞台“我一生只画美的东西”送将军远行两见巴金又一个李部长总该做点什
么第二编 文稿一束窍门在哪里八问李亚仙——《绣襦记》角色分析什么叫表演？
怎样表演？
(之一)——应邀在绵阳“戏曲表、导演讲习会”讲授表演课的讲稿什么叫表演？
怎样表演？
(之二)——应邀在绵阳“戏曲表、导演讲习会”讲授表演课的讲稿难忘的会见西洋发声与戏曲唱法相
结合是一条可行之路——我在演唱实践中的体会与探索附 周淑婉：我对川剧女演员嗓音训练的探索—
—从解决左清飞声音难点谈起演员心中的“上帝”“三娘”的启示怎样才能演好戏？
——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名家讲坛”的讲稿第三编 且听评说热爱川剧的左清飞观《绣襦记》爱李亚
仙 赞左清飞左清飞与《绣襦记》川剧舞台上的“玉女”——左清飞印象不是梅花 胜似梅花——左清
飞印象清波照影忆风采 白鹤振翅伴雏飞——左清飞的川剧情结我的老师左清飞像妈妈一样的老师新颖
别致 深邃——评川剧《困邢州》女子 小人 高尚情操——看省川剧院一团演出《绣襦记》继承 革新 创
造——评左清飞主演的川剧《绣襦记》精益求精 更臻完美——喜看省川剧院的《绣襦记》继承 革新 
发展——喜看川剧《绣襦记》三看左清飞演《绣襦记》振兴川剧 务求实效——记川剧演员左清飞中国
戏曲打动了一颗年轻的心创川剧高腔一代新声的左清飞“振兴川剧”使我振奋——川剧《绣襦记》观
后川剧振兴动京华——四川省“振兴川剧”汇报演出团在京演出侧记“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观后
谱得新声传彩曲——谈左清飞演唱艺术的创新待攀高峰在眼前雪莲一朵跃诗魂——评左清飞演的《情
探》一寸相思一寸灰——看蓝光临、左清飞演《情探》意趣交映《闹齐廷》阳翰老笑谈左清飞怨愤中
的柔情川剧爱好者刘春林的一封信著名画家黄纯尧的一封信文化名人车辐的两封信日本川剧迷赤木俊
仁的八封信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言戏语>>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剧本和舞台二度创作，紧扣着写人、写情的主轴，生动传神地塑造了李亚仙、郑元和
的艺术形象。
特别是“刺目劝学”，在和谐、温馨的艺术氛围里，李亚仙伴夫夜读。
郑元和沉浸在“重逢更知恩爱甜”的温柔乡里，懒读诗书。
认为“这光景，只宜促膝倾谈情款款，又何必煞风景苦读诗篇”。
李亚仙柔情脉脉，婉转规劝。
郑元和一会儿放下书本，走过来看她刺绣；一会儿又嫌蜡烛燃得慢，弹烛花烫了手；一会儿又要亚仙
看他一眼，说是看了就读。
李亚仙一往情深、百依百顺。
可是，郑元和还是“惜光阴愿与你朝夕相伴，诗酒中愿陪你夜夜更残”。
让李亚仙感到“真果是痴心人劝之不转，奴心中好一似滚油在煎”，她想不出办法，急了、嗔了。
然而，纯真、稚气、调皮的郑元和还在爱河中徜徉，“诗兴来也”出口成章：“蛾眉凤眼半含嗔，流
露相思百媚生。
最是灯前那一瞬，不销魂处也销魂。
”李亚仙哭笑不得，引得郑元和诗兴不止：“两行珠泪盈香腮，哭脸更比笑脸乖。
别来识得相思苦，一树梨花带雨开。
”此情此景，她恨铁不成钢，她无法可想了。
千回百转，一腔幽怨，直至“用花针刺目将夫劝”。
剧作和表演处理上，戏剧冲突，人物情感，剥茧抽丝、层层递进。
左清飞和夏官禄对人物性格和情感发展变化把握准确、表演到位，不温不火。
特别是左清飞的演唱，乐感好，行腔高成低就，圆润优美。
“郑郎夫未把前程放心上”，一板【红衲袄】二流及其后的几段演唱，可谓深得“阳红衲”（阳友鹤
）真传，抑扬婉转，荡气回肠、声情并茂，极富艺术感染力。
整场戏生活化，富于人情味。
唱念做舞，一腔一调、一行一坐、一颦一笑、一静一动，感情色彩很浓，细腻传神、新颖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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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7年3月，我接到四川省川剧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张述华的电话，言即将召开“亚公(李亚群)诞辰百
年座谈会”，要我作好发言准备。
开会这天，我带去了1987年应省政协之约写的一篇名为《回顾》的文章，念了文中有关忆亚群部长的
段落，与会者认为写得生动，很有感情。
这次活动发起者之一的文辛老师、到会的李致副部长，当时叫人复印了全文，要带回去看看。
    没想到过了不久，文辛老师约我见面，在一个小茶馆里，他郑重地将复印的《回顾》文稿交给我，
文稿上贴着字条：    建议：    编印一本《左清飞传》(暂名)    1.回顾(艺途漫漫五十年)    2.自己写过的文
章    3.别人写自己的文章    4.照片(剧照、生活照)    5.绘画作品    6.请人写“序”“跋”    可与剧协或川
研院联系，作为“川剧名人传”系列丛书之一出版。
    同时请来了王诚德老师，文辛希望他“主刀”，编辑这本书。
看来他们动真格了，二位老师都已过八十高龄，还操这份心！
    我从来就没想过要出书。
两年前，好几位师友曾鼓动我：“以你的成就和影响，完全可以出书。
”我笑笑而已。
今天面对二位老师，我该怎么办呢？
王诚德老师说话了：“出书不能流于形式，不能一般化，必须有价值，有可读性，否则没有意义。
左清飞不同于老一代艺术家，自己能动笔，她们这一代在川剧史上的作用，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也是这本书的定位和价值所在。
这本书必须由左清飞自己动笔来写，就以《回顾》为基础，但必须‘发酵’。
发酵不是掺水。
要增加内容，注重细节描写。
这是书的主要部分。
再加上自己过去发表的、别人评论的文章，加上照片、音像资料，这样就比较完整了。
”    说来说去，他们是要我自己动手写自己的艺术人生，就像二十五年前王老师“逼”我写《八问李
亚仙》一样逼我了。
可那是一篇文，这是一本书啊！
    夏天，我根据别人的建议，在青城山找到了陈国福。
这位几次鼓动我出书的笔杆子，看了文辛的“建议”，很激动，答应待我书稿出来，帮忙看稿修订。
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写作建议。
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说：“你的‘梅花奖’问题必须写，绕不开，避不了！
”我为难了。
我怎样写？
我怎好写？
要写必讲实情，顾虑颇多。
提起的笔，又搁下了。
    2008年5月，在成都金河宾馆参加“许倩云舞台艺术六十五周年座谈会”，与刘厚生、李振玉、康式
昭等老师相遇，在拜访中他们都支持和鼓励我：“这不仅是对你个人艺术的总结，更是对川剧做了一
件很有益的事。
”康式昭老师还就书的构成谈了具体意见。
至于“梅花奖”，他们表示：“写阳光下的阴暗，有何不可？
”刘(厚生)老说：“你完全可以写，不要有顾虑，不管牵涉谁，还可以点名。
我们讲实事求是。
”我的顾虑终于打消。
其实，通过写书我才发现，无论什么奖，在人的一生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就在拜访他们后的第三天，“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了，离成都市几十公里的地方天塌地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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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家一样，天天流着眼泪看电视，两次走进银行为灾区尽微薄之力。
哪还有心思去写书？
    半年以后，想起老师们的期望，我开始动笔，构思了全书粗略内容，并于2009年初写成第一章初稿
，以此探路。
恰逢康式昭老师来蓉，他看后说：“不错嘛，就这样写。
”又给刘老寄出一份，不久之后，他竞写了一篇不短的文章，后来刊于《四川戏剧》。
既是鼓励，又是压力，我不得不静下心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此时方恨读书少，还要翻阅大量资料、笔记，进展很慢，真有点想放弃了。
一直关注此事的王诚德老师说：“想打‘退堂鼓’嗦，这个时候，你还退得回去呀？
”华峰也说：“不写对不起那么多关心你的老师！
”他主动帮我去做我不想做而又非做不可的事。
    我静下心来。
回想起从艺五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一路上那么多的好人扶持，教诲我的众多老师和亚群部长都先后
辞世，每念及此，心潮难平，泪水难禁，许多的话，涌向笔端，冲破原有格局，成了现在模样。
西昌邛海的两个月，完成了十余万字的述说。
之后，到璧山、走江津，寻找久远的记忆，核对陈年的事实。
终于在2009年底完成了书稿。
而此时的陈国福，已不幸卧病在床。
当我把书稿送到王诚德老师手中时，他笑了。
我长长舒了一口气！
    同时，将书稿寄北京康式昭、李振玉处，很快有了反馈：‘“很好。
”“出人意料，不要大改，尽快出书。
”但是“快”不起来，我又花了不少时间去核对一些事例，犹恐记忆有误。
    王诚德老师初看书稿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按他及其他师友所言进行了补充修改。
2010年5月，他再度通览全稿，字斟句酌，仔细修改，连标点也不放过。
最难的是取书名，我们想、朋友议，书稿写完还没有着落。
书稿完了，还要有序言，真够麻烦！
结果两件难事，都靠他才得以解决。
被王老师称为“始作俑者”的文辛老师，患有白内障，手拿着放大镜，用五天时间看完书稿，致使腰
部贴上好几帖膏药。
定稿了，他笑说：“看来当初‘逼’左清飞自己动手写，是‘逼’对了！
”王老师看着我笑了笑：“是嘛，就是要逼才得行！
”对他们，用一个“谢”字实实难以表达！
    在写书出书过程中，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致、原省文化厅副厅长胡继先、原省川剧艺术研究院院
长王定欧、现任院长杜建华和《四川戏剧》副主编尹文钱等都极为关心和支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朱
丹枫繁忙中还看完书稿。
重庆王其慎、合川邱永江、南充汪洋及本院陈家炳、任庭芳、杨昌林等提供了一些资料；段吉斧、杨
又村、魏远林、杨成林、饶其汉、饶苏、左昭先等看稿后，提建议、谈感言、核事例；张文瑞、陈彦
、蔡明光、余小武、谢正新等先后提供了部分照片。
帮我者不止上述师友同事，难以尽列。
在此一并致谢！
’    尤其是著名作家马(识途)老，已九十六岁高龄，还为本书题写了书名，令我感动不已。
    临出版了，封面需一幅戏曲人物画。
著名画家邱笑秋画务缠身，竟然放弃休息，用春节的几天时间为本书作画。
我很过意不去！
他风趣地说：“没什么，要怪呀，就怪我的川剧情结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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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责任编辑谢雪，在审看书稿中，连最不起眼的几处川剧行话，也要求注释，生怕读者不明白。
一个非川剧爱好者，何以如此认真细致？
她笑说：“在编了几本川剧书后，我觉得川剧真的了不起！
也越来越喜欢川剧了。
”谢谢他们！
为我，也为川剧。
    另想说明的是，第三编《且听评说》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师友和学生于2009年写的，基本按时间为序；第二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见诸报刊的评论
文章，全按时间为序；第三部分是观众听众的来信，也按时间排列。
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就，是和他们的鼓励和批评分不开的。
    要说写书的感受，写与不写完全不一样！
我总结了自己，认识了自己，更提高了自己。
    我在川剧艺术的路上走了几十年，如果此书能给后来的行人有所启迪，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有不妥，请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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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言戏语:左清飞艺术人生》舞台上的左清飞，靓丽多姿，光彩照人。
舞台下的左清飞，聪颖好学，诚挚率真。
更多了解台下的左清飞，将能更好欣赏台上的左清飞。
读《清言戏语》，可走近左清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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