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1962 年 ，尚

长荣在戏曲电

影 《失子惊魂》

中饰演金眼豹。

▲尚长荣近影。

（均受访者供图）

荨尚长荣寄语： 峰高无坦途， 贵

在勇登攀。

【人物档案】
尚长荣，1940 年生于北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传承人。 曾三次获得 “中国戏剧梅花

奖”，是中国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三次获得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并获得文化部“文华表演奖”以及全

国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等多项殊荣。

尚长荣出身梨园名门，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幼

子。 从小受到家庭艺术熏陶，他 10 岁正式拜师学京剧花脸，

先后师从陈富瑞、苏连汉、侯喜瑞、李克昌等名家。 他嗓音洪

亮、宽厚，融“架子”“铜锤”于一体，形成独特的表演风格。 尚

长荣为创新京剧、传承传统艺术作出杰出贡献，主演新编历

史剧《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大获成功。 他

1991 年加盟上海京剧院，于 2011 年被国际戏剧协会授予“世

界戏剧大使”称号、2013 年获第二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

2014 年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2017 年被授

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

5 岁登台唱 《四郎探母 》， 10 岁拜师专攻净角 ，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已跟中国戏曲打了 70 多
年交道。 改革开放以来， 他博采众长， 不断创新 、 丰
富京剧艺术 。 《曹操与杨修 》 里富有诗性的曹孟德 、

《贞观盛事 》 里直言进谏的魏征 、 《廉吏于成龙 》 里

铁骨铮铮的一代名臣……他是舞台上一个又一个精彩角
色的塑造者， 更是有灵魂、 有本事、 有担当、 有情怀的
中国戏曲人。

功成名就并未让这位京剧大家停歇前进的脚步， 近
年来他从网络直播 、 3D 电影到京剧连环画 ， “玩 ” 得

不亦乐乎， 只为了让京剧艺术能被同时代的广大观众接
受 。 如今 ， 年近八旬的尚长荣依旧身板挺直 、 声音洪
亮， 一站上舞台， 仍是戏文中活灵活现的西楚霸王、 三
国枭雄， 唱念做打毫不含糊。 耄耋之年， 有人劝他可以
歇歇了， 他却道： “艺无坦途， 唯有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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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学问

刚走到京剧院四楼办公室
的门口 ， 就听到屋里传出的一
阵笑声 ，爽朗 、洪亮 、宽厚 ，很有
识别度———那便是尚长荣 。 老
先生正与友人煲电话 ， 聊一些
旧事 ，讲到微妙处 ，禁不住哈哈
一乐。 见记者来访，他忙站起身
来打招呼，嘴角挂着笑意。

与爱笑的人交谈 ， 气氛果
然松快 ，老先生的 “故事会 ”纵
览 70 多年 ，横跨大江南北 。 谈
起儿时往事 ， 他美滋滋地翻出
微信里收藏的 《老北京叫卖组
曲 》，夸赞 “北京人艺老艺术家
们的吆喝 ，就是够味儿 ”；回忆
与工人们一起睡 “泥窝子 ”、钻
隧洞 、修桥墩的苦日子 ，他却品
咂出艺术之花绽放的甜美 ；说
到横行老排练厅的跳蚤 ， 他哼
着刘秉义的 《跳蚤之歌 》，似乎
还“乐在其中”……

尚长荣爱笑 ， 也喜欢研究
笑 ， 甚至琢磨出一套 “笑的技
法 ”。 传统戏中曹操以狂笑 、奸
笑居多 ，在 《曹操与杨修 》里 ，他
就设计了冷笑 、阴笑 、怒笑 、喷
笑、讥笑 、逗笑 、满足的笑 、舒心
的笑 、爽朗的笑 、威严的笑 、由
笑转哭 ，让曹操在舞台上 “活 ”

了起来。 《贞观盛事》里，他又打
开思路 ，魏征的僵笑假笑 ,李世
民的尬笑 ，再到自我解嘲的笑 ，

最终两人由衷地开怀大笑 ，一
笑泯前嫌。 “笑的技法来源于真
实的生活体悟 。 创作应当进入
自由的王国 ，摆脱一切束缚 ，以
扎实的功底和敏锐的悟性 ，竭
尽手段把生活艺术化 。 将舞台
表演与生活积累交融在一起 ，

那演戏才叫一个惬意 ， 哈哈
哈。 ”尚长荣说。

爱上了尚长荣的笑 ， 这笑
声中有开放包容的艺术观 ，也
有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 有人
曾问他 ，娱乐明星收入那么高 ，

传统艺术从业者会不会有心理
落差？ 尚长荣笑着反问，与当年
参与 “两弹一星 ”工程的无名英
雄们比，会有落差吗？ 跟隐姓埋
名一辈子的科学家比 ， 会有落
差吗？ 作为戏曲人，不要纠结于
“一亩三分地 ”的利益 ，要想靠
这个职业挣大钱 、 发家致富就
趁早改行。 既然从事了这行，就
要吃得起苦 、耐得住寂寞 、禁得
住诱惑！

笑对人生 ，让人敬仰 ；笑的
学问，令人叹服。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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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2013年， 尚

长荣在京剧电

影 《霸王别姬》

中饰演项羽。

荨2016 年 ，在

京剧电影《曹操

与杨修》 中，尚

长荣饰演曹操。

尚长荣：艺无坦途，唯有攀登
本报记者 宣晶

紧贴人民的心，戏曲创
作才能拨动观众心底的弦

尚长荣出生于 1940 年的北京，5

岁就登台唱娃娃生， 四九城里国民党

强弩之末的混乱是一段灰暗的儿时记

忆。 他目睹梨园同仁毫无尊严地艰难

生存，戏园子被砸，台下枪声大作、台

上四下逃窜……老先生们纵使有心也

无能为力， 只好以自己的一方舞台坚

守着道德的底线。 在民不聊生的旧社

会， 京剧还有出路吗？ 带着深深的困

惑， 父亲尚小云迟迟不同意幼子拜师

学戏。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解放

军入城那天，古都沸腾了。 市民、学生

和工人们如潮水般涌向部队将要经过

的线路，几乎人人手拿小彩旗。有的人

还拿着脸盆往解放军的车前洒水，免

得暴土扬尘中解放军战士吃到尘土，

看不清解放军的仪容。当时，尚小云和

筱翠花（于连泉）正在西单长安大剧院

演出， 尚长荣就站在剧院高高的凳子

上朝外瞧。长长的队伍行经长安街，解

放军的威武雄壮、群众的热烈欢呼，化

作孩子眼中最鲜亮的一抹红。

“那个年代，大家都经历着社会巨

变、行业变动，‘唱戏的’成为文艺工作

者、人民艺术家、国家的主人。 这不仅

是称谓的变化，更是政治地位、心理认

同的改变，这是从未有过的、扬眉吐气

的自豪感与亲切感。 ”尚长荣回忆，父

亲和哥哥们参加了由解放区文艺干部

授课的戏曲讲习班，连着两期，整整四

个月。每次学习完回家，他们都会第一

时间与家人、 同行分享对新中国文艺

政策的理解。 而年少的尚长荣在西单

长安剧院观看了秦腔《血泪仇》和《穷

人恨》，头一回接触来自解放区的文艺

作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留下极

其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逐渐成为一

种烙印，深深地影响了他，让他懂得戏

曲扎根人民、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

生活天翻地覆地变化着， 梨园也

向他敞开了怀抱。尚长荣 10 岁拜师净

角名家陈富瑞正式学艺， 他如饥似渴

地汲取艺术养分， 更用最大的热情拥

抱生活、拥抱人民。 1959 年，尚长荣来

到陕西省京剧院。 在生命中最繁盛的

年华，他深入农村、工厂和部队，到田

间地头为乡亲们演出， 下工地、 学烧

炭，体验生活，作品《延安军民》《平江

晨曦》等皆得益于这些经历。 1965 年，

剧团排演反映铁路工人生活的现代京

剧《秦岭长虹》，他到嘉陵江畔的铁路

建设工地下生活，与工人们一起睡“泥

窝子”，一起参加加固路基的劳动。 改

戏时，包括他在内的 18 位主创来到成

昆铁路工地，尚长荣依旧住工棚、钻隧

洞， 甚至爬上高高的桥墩与工人们一

起干最危险的重活。 在那个火热的年

代，他的汗水洒在了那一块块热土上。

“我过去的生活是走‘三门’———

家门、剧团门和剧场门。深入工农兵以

后， 我被基层民众的艰苦和朴实打动

了，演员就应该与他们打成一片、融为

一体。这样演出来的戏，才能真实地反

映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

所爱所恨。 ”尚长荣认识到，戏曲工作

者要感知和紧贴人民的心， 才能创作

出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作品。

心中 “不安分 ”因子在
东海之滨得以“孵化”

父亲尚小云过世后第三年， 我国

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春风吹拂神

州大地，也掀动了西北的戏曲舞台。当

时的尚长荣已是享有盛名的花脸大

家、当仁不让的“台柱子”，在当地拥有

五室一厅的大屋和专车。 日子过得红

火，可他心里产生了一个“不安分”的

念头。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大多有

苏联文学情结。尚长荣最爱《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中的一段话———“人最宝贵

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的

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

而愧疚”。繁琐的剧团管理工作牵扯了

尚长荣大量精力， 甚至让他无暇顾及

舞台创作。作为一个戏曲演员，没有戏

演、创作停滞，就是“碌碌无为”。同时，

他也在为京剧现状揪着心， 电影、电

视、话剧，甚至兄弟剧种都在进步，唯

独京剧仍然以“固守传统”自居而踟蹰

不前。 1987 年，一年只演了 6 场戏的

尚长荣， 终于耐不住耗费艺术生命的

“安稳”。他怀揣《曹操与杨修》的剧本，

听着贝多芬悲怆的《命运》，登上绿皮

火车一路南下， 敲响了上海京剧院的

门环。 “那时真的是前途未卜，但就有

那么一股子劲儿想做点事情， 要跳出

这汪平静的渊水。 恍惚间， 我甚至在

想，这究竟是戏剧融入时代的‘命运抗

争’，还是我个人艺术前途的‘命运抗

争’？ ”那一年，尚长荣 47 岁。

尚长荣在上海无亲无友， 他却觉

得与这座城市缘分深厚。 1951 年，尚

长荣第一次随父亲在上海登台， 著名

的天蟾舞台座无虚席， 喝彩声如同惊

雷乍起，把他吓了一跳。 直到今天，每

每走到福州路，尚长荣仍会感慨万千、

驻足良久。 1983 年，尚长荣带团来上

海演出，最爆棚的不是经典剧目《将相

和》，而是新编戏《射虎口》。“这座城市

最富创新、求新以及锐意求索的精神，

这种精神激励着我、吸引着我。 ”或许

是与这座城市的创新精神不谋而合，

尚长荣的“不安分”因子在东海之滨得

到了“孵化”。

1988 年 7 月，骄阳似火，《曹操与

杨修》 剧组正式成立。 那一年上海真

热，排练场在京剧院二楼仓库旁，只有

几台小电扇，吹出的是热风；场地上还

堆着道具和杂物，跳蚤横行；尚长荣住

的宿舍又小又闷， 夜里赤着膊也没法

睡， 只能绕着楼下的停车场一圈圈地

遛弯儿。 他当时顺口编了一首诗：“热

浪袭人，汗流满面。 屋似烘箱，心烦意

乱。求索艺术，忍苦实干。功成之日，体

重减半。 ”

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心很齐，各

方面都取得了艺术突破。扮相上，尚长

荣仍然用京剧脸谱， 只是将炭条眉微

调为剑眉，把三角眼改成长目，将唇上

的黑痣挪到眉上， 这就增添了英武之

气。在寻找角色内在支撑点时，尚长荣

尝试把曹操作为一个“人”来演，抓住

角色“伟大”和“卑微”之间不可调和的

矛盾，进行性格塑造和心理推演，其艺

术震撼力是巨大的。 1988 年 12 月 13

日，《曹操与杨修》 赴天津参加全国新

剧目汇演，一炮打响，被评为首届中国

京剧节唯一金奖， 尚长荣也被评为首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榜首。从此，上海

多了一个“新曹操”。

1991 年 ，尚长荣举家南迁 ，落户

申城，正式加盟上海京剧院。 之后，上

海京剧院又陆续推出新编历史剧 《贞

观盛事》和《廉吏于成龙》，“尚长荣三

部曲”终于完满。他说自己与上海一拍

即合， 艺术追求 “如鱼得水”“如虎添

翼”，“我需要这样的氛围，需要这样的

团队， 需要这么好的观众。 上海需要

我，我更需要上海”。 2014 年，尚长荣

被授予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

就奖。 这是褒奖他以创造性的艺术劳

动， 为新时期以来京剧新剧目创作演

出作出的杰出贡献。

对艺术常怀敬畏心，京
剧要激活传统融入时代

“曹操的笑”“魏征的直谏”“于成

龙的斗酒” ……尚长荣在舞台上留下了

许多华彩篇章，令人拍案叫绝。如今，《曹

操与杨修》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戏曲里程

碑式的作品”，而“三部曲”也先后获得第

一、 三、 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金奖 （榜

首），几乎囊括了中国戏剧界所有重要奖

项。 回眸近 30 年来的创作历程， 尚长

荣目光炯炯、 语气坚定： “艺无坦途，

唯有攀登。”

戏曲艺术创新， 必须攥紧传统文化

的根脉。 “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的传统是

不能丢掉的， 这是我们的根， 不管怎么

变，都不能离开文化的根。我们要敬畏传

统、 继承传统、 研究传统， 还要激活传

统。 ” 在尚长荣看来，“三部曲” 中所有

“创”与“改”都建立在传统根基上，所有

唱腔与表演也都是 “有根之木”“有源之

水”。 《曹操与杨修》第四场采用“反二黄

慢板”来展现曹操的心境；《贞观盛事》第

二场的“四平调”来自传统戏中生、旦行

的专属， 用在此处表达魏征的舒畅心情

也十分恰当；《廉吏于成龙》 则在众多传

统板式的基础上融入了昆曲的“吹腔”和

山西的民歌、方言，在最大程度地吸收传

统养分的同时， 也大量汲取了非本体的

音乐元素。 “对传统报以最大的尊重，对

创新也给予最大的包容， 既要摆脱抱残

守缺的‘僵化’，又要切实防止‘走火入魔’

的‘异化’，不能只顾外包装而背离戏曲的

本体核心。 这不但是剧院的审美理想，也

是我的坚守、尺度和根本。 ”尚长荣说。

刻画鲜活角色， 要找到滋养内心的

沃土。为了揣摩曹操的内心世界，尚长荣

细读《观沧海》《龟虽寿》等名篇，一字一

句地解读《举贤勿拘品行令》等政令，从

传世文本中追寻古人的人生足迹； 为了

把握魏征的个性，他不仅熟读《谏太宗十

思疏》，还专程前往魏征故里汲取创作灵

感；排演《廉吏于成龙》时，他一路颠簸赶

到山西省方山县， 从于成龙的出生地捧

回一杯泥土， 放在舞台上象征高洁操守

的竹箱内，作为“镇戏之宝”。 “只有踩着

这样的泥土，才能走进戏中人的生活，感

受到他们精神的力量。 ”

海纳百川，须得有开放包容的心态。

戏曲艺术创作者不仅要做到 “闻过则

喜”，更应欣然、及时地“闻过则改”。 《廉

吏于成龙》在京剧艺术节上斩获头名，大

家欢欣鼓舞时，某杂志刊登评论文章，直

言不讳地批评 “于成龙” 有不切实际的

“高大全”。尚长荣立刻拉着编剧们，对照

文中的批评意见共同修改剧目。 经过 11

次大修改、无数次小修改的“于成龙”最

终呈现于舞台， 并在之后获得中国戏剧

戏曲类所有奖项即“大满贯”的殊荣。 在

鄂州演出那会儿，当“这是湖北黄州的红

土，渗透着荆鄂赤子的热血；这是武昌江

畔的流沙，记载着世代平民的甘苦”的台

词响起时，台下掌声经久不息，散场后观

众仍不愿离去， 这是真正唱到了大家的

心坎上。

品质精益求精， 一字一句打磨出精

品。《贞观盛事》1999年首演，2002年获得

“文华大奖”，但尚长荣并不满足，仍希望

剧目能精益求精。 本着“小改大提高”的

原则，剧组在4个月里组织多场专家研讨

会，一字一句，精雕细琢。 魏征最后一场

有句台词，最初是“怎能不清身自律”，后

改为 “怎可不清身自律 ”，最后有位 “高

人”提出，能否改成“敢”字，“怎敢不清身

自律，以身作则”。 好，一字值千金！

胸膛里揣着滚烫的心，要
把京剧艺术传下去

“三部曲”红遍大江南北，但并未让

这位京剧大家停歇前进的脚步。近年来，

尚长荣常常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京剧。

2017 年 9 月，他与史依弘携手在美国大

都会博物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连演数十场

《霸王别姬》，并通过网络向全世界直播。

“时代赋予了剧场艺术新的挑战，戏曲人

应该勇于接受，通过唱腔和表演，讲好中

国古今人物的故事， 传递中华民族悠久

的文化艺术、优秀的民族精神。 ”

2008 年，尚长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

拍摄了由郑大圣导演的京剧电影 《廉吏

于成龙》。 几年后，上海京剧院准备摄制

京剧电影《霸王别姬》，导演滕俊杰提出

要加拍 3D 全景声版， 这对主演之一的

尚长荣来说可是“正中下怀”。20 世纪 60

年代， 他第一次戴着眼镜在北京大观楼

看立体电影， 观摩的就是上海拍摄的电

影《魔术师的奇遇》。 当时他就琢磨着想

把戏曲拍成立体电影，40 多年后梦想成

真。 影片获得世界 3D 电影最高奖———

金·卢米埃尔奖的青睐，评委从几百部参

评影片中遴选出 29 部电影， 其中就有

《霸王别姬》。 之后，尚长荣又主演了 3D

全景声京剧电影 《曹操与杨修》《贞观盛

事》，让戏曲借着电影的翅膀，飞向世界。

年近八旬的尚长荣如今依旧忙碌

着，一方面竭尽所能把中华文化传出去，

一方面致力于把京剧艺术传下去， 他笑

称这是艺术生涯的“重点转移”。 从 2014

年开始， 上海京剧院以一年一出戏的速

度进行“三部曲”的传承。 从念白、唱腔，

到剧本分析、历史背景，乃至人物的身段

动作，尚长荣将所有细节“掰开揉碎”了

教给年轻人，“三部曲”终于有了青春版。

“老师是一把钥匙，帮学生打开艺术灵感

的门。 我并不希望他们依葫芦画瓢地照

搬， 而是期待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激发各

自的独立思考和独特见解， 更期待他们

能够举一反三， 提升在其他传统戏和新

编戏中的编演能力。”尚长荣寄语年轻演

员 ，要以 “死学 ”为依托 ，扎根传统的土

壤，方能“用活”。“成大才不靠捧，靠自己

的追求与磨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