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1 月适逢京剧表演艺术大
师周信芳诞辰 125 周年， 由上海京剧
院、周信芳艺术研究会携手上海文化出
版社编辑出版的 《周信芳全集 》全部出
齐。 这部多达 24 卷的“全集”，包括剧
本、文论、曲谱、演剧广告、佚文、图像等
六个分卷，全面收录周信芳一生的文化
遗存， 其中的文论 2 卷和佚文 4 卷，是
周信芳最重要的文字留存。

如果不是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周信芳的话题极有可能重新成为文艺
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在京剧界，周信芳
可能是除梅兰芳外留下文字最多的艺
术家。 梅、周都是既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又有作为现当代中国传统艺术代言人
的自觉，尽管他们最主要的成就并不在
写了多少文章，作为表演艺术家他们所
留下的表演艺术遗产才是其主要精华，

但通过他们留存的诸多文字，我们的确
还可以看到更立体和丰满的梅、周。

周信芳的艺术表达
带有鲜明的“海派”特点

纪念周信芳诞辰 125 周年，首先应
该将周信芳放到京剧乃至现当代中国
社会与文艺发展的大背景下，给予他尽
可能准确的文化定位。 无论是从周信芳
的表演艺术成就看 ，还是从 《周信芳全
集》的内容看，我们对周信芳的认识与
理解，都还有许多的提升空间。

周信芳是上海近代以来取得的文
化成就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尤其是在舞

台艺术领域，他的艺术代表了上海对中
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 近代以来，上海
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尤其是
在现代文明形态影响下，上海形成高度
成熟的城市商业剧场模式，重塑了中国
演艺市场，并使之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
阶段。 在话剧、电影、音乐（包括流行音
乐和交响乐）、 舞蹈 （包括舞剧和交际
舞 ） 等几乎所有与表演艺术相关的领
域，上海都在这些新兴文艺样式的引进
与发展进程中起着引领作用；在新闻出
版与传播方面，上海同样一枝独秀。 这
些改变了中华文化格局的新态势，奠定
了近代以来上海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之
一的重要地位。 周信芳就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应运而生，他既是这一时代潮流的
果，亦同时是其因。

换言之， 周信芳是在近代上海高度
商业化的都市剧场艺术背景下产生的，

他的艺术声誉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
海高度发育的商业演剧市场， 同时他精
湛且深受观众喜爱的表演艺术， 又是激
发演剧业乃至整个表演艺术领域竞争发
展的引擎。 从 20世纪 30年代末到整个
40 年代的十多年里，他简直就是上海剧
场的票房风向标， 保持着极好的商业纪
录；20世纪 50年代之后，他同样有很高
的艺术地位。

周信芳既然是在 “海派文化 ”的背
景下应运而生，他的艺术表达就不能不
带有鲜明的“海派”特点，然而上海在任
何时期都不是文化意义上的孤立体，中
华文化那些历史形成的普遍性美学追
求，同样影响与制约着“海派”的代表人

物。 周信芳的京剧表演艺术就是这样的
对立统一体。 他的身段与演唱趋于两个
极端，就身体的表达而言 ，以我所见的
包括《斩经堂》在内的有限视觉资料看，

他的做工确实是过于繁复了，这或许正
是过度追求感官刺激的 “海派 ”风格的
体现，但他通过他的唱腔与之形成强烈
的互补 ，以唱腔上有意识的 “不足 ”，完
全中和了身段上的“多余”。 周信芳在唱
腔上的鲜明特点，部分是为了弥补嗓音
条件所限且音色偏于枯涩之短，若论追
求华彩润腔显然非其所长，因此他独辟
蹊径，改而朝着唱腔上极简化处理的方
向，找到了一种既新颖又传统的演唱方
法。 他几乎不用任何拖腔，也并不刻意
地强调京剧老生特有的“挂味”，他的唱
腔几乎达到有字无腔的程度，不仅暗合
古人所谓北剧“字多腔少”的取向，更因
其字字都直接落到音上， 不事修饰，有
如国画“干笔渴墨 ”的意境 ，正所谓 “干
笔皴擦， 钩勒松秀”， 别有一番苍凉雄
浑、遒劲刚烈的内在力度。 这种艺术风
格虽然缘于他个人特殊机遇，既是古人
所谓“大音希声”的形象化体现，更内在
地承接着从屈原、杜甫到谭鑫培的沉郁
顿挫的文化传统，是古典文化极具现代
性的回声。

因此，尽管当我们把周信芳看成是
近代以来形成的 “海派文化 ”的重要代
表人物并无不当， 但是始终需要注意，

这样的表述必须以对 “海派 ”新的文化
阐释为前提。 人类文化史上多有像“印
象派”“荒诞派”等在使用过程中获得了
新的语意的例子，我们只有成功地置换

了“海派”的语意，才可以这样表述周信
芳的艺术。

实际上周信芳在京剧表演方面的
追求，既有早期“海派”文化所暗含的如
同快餐文化那种主要诉诸于感官快乐
的特点，又有他对即时的商业趣味的努
力超越，因此他的艺术，并不能仅仅局限
于“海派”文化的范畴内阐释，他有远远超
越“海派”或者“南派京剧”的价值。 周信芳
不仅是当时所谓“南派京剧”的代表，在整
个京剧领域，他都是继谭鑫培之后京剧界
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尤其是在杨小
楼、余叔岩相继故去之后，周信芳无疑是
执京剧生行之牛耳的大师。 如果要冒昧地
以同时代其他生行代表人物如谭富英、马
连良相比较，周信芳在京剧声腔艺术方面
的成就，实际上是要略胜一筹的。 他才是
谭鑫培的艺术精神最好的传人。 他的高度
就是一个时代京剧的高度，而不止是“南
派京剧”的高度。 而且，由于京剧在戏曲领
域、 在现当代中国传统艺术领域的代表
性，说周信芳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国传统艺
术的高度亦无不可。

周信芳和梅兰芳恰好
代表了“崇高”和“优美”这
两种美学取向

周信芳更不止于创造了以他个人
的艺名麒麟童得名的“麒派”艺术。

一般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个戏曲表
演艺术家形成了可称为 “流派 ”的鲜明
的个人风格时，都代表了对这位艺术家

成就很高的评价，但是这样的评价用在
周信芳身上就有些不够。 京剧现代历史
上名家辈出 ，流派纷呈 ，既有我们熟知
的 “四大名旦”， 还有人们所说的前后
“四大须生”，他们无不形成了自己鲜明
的表演艺术风格 ，因而可称为 “流派创
始人”；不仅京剧如此，越剧“十姐妹”和
其他地方戏形成的众多流派也不例外。

但戏曲界这些皆可称之为 “流派
创始人”的艺术家 ，各自的艺术成就实
有天壤之别 。 如果说某些表演艺术家
最主要的成就与影响 ， 就是创造了他
为观众所认同的鲜明的个人风格 （因
此可以某“派”名之 ）的话 ，周信芳的成
就与影响就要远远超出这样的程度 。

我们对周信芳的认识与评价 ， 不能仅
仅局限于说他是 “麒派 ”创始人 ，必须
看到他对现当代中国的重大艺术与文
化贡献，他的影响力和代表性 ，远远超
出了他的个人风格的体现 ， 早就不足
以用所谓 “南派京剧 ”代表之说 ，更不
只是“麒派”创始人。

周信芳的京剧表演艺术既独树一
帜，又符合京剧表演的美学规范 ，他让

传统文化精神在现当代获得了新的表
达。 我们要把周信芳的艺术贡献与成就
放到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
中认识和评价。 其实，近年里国家数次
高规格地举办梅 、 周纪念活动并非偶
然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同庚 ，更是由于
他们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京剧乃至于所
有民族化的表演艺术的两大代表与象
征。 中国美学向来有阳刚和阴柔的两分
法 ，18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伯克将美分
为“崇高”和“优美”两大类型，更贴近审
美经验的实际。 假如我们可以用崇高和
优美这两个最重要的美学范畴评价近
现代以来的京剧，周信芳和梅兰芳恰好
代表了这两种美学取向。 而假如从先秦
以来中华美学与艺术发展的整体取向
看，周信芳的艺术追求才是中华美学正
声的深刻体现。 而通过对周信芳的艺术
与文化遗产的不懈解读，相信我们会有
更丰盈的收获，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周
信芳的意义之所在，它也必将有助于当
代京剧乃至当代戏曲和中国当代文化
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医疗剧是近些年来电视荧屏上惹

人注目的国产剧类型之一 。 其发展离

不开欧美剧的影响 ： 《急诊室故事 》

《豪斯医生》 《实习医生格蕾》 等剧在

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白色风潮 ， 俘获

大量观众的同时 ， 建立起医疗剧类型

的基本叙事方法 ， 其中 “Professional+

Personal” 模式 、 医生的长线情节穿插

患者的短线情节的叙述结构都被国产

医疗剧承袭下来 。 日剧也推动了国产

医疗剧的发展 ， 《白色巨塔 》 是日本

医疗剧的经典之作 ， 其对社会现实的

开掘与对人性真相的揭示 ， 更有东方

细腻含蓄之美 。

在对外来类型的继承与创新中 ，当

下的国产医疗剧展现出几个典型特点：

其一，医患关系成为叙述的重点。

就医疗题材而言， 人物关系无非在

于医护人员之间、医护病患之间，前者连

接长线情节， 后者多归于短线情节。 不

过， 国产医疗剧的医患关系独具中国特

色，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 《心术》第一集

中，谷医生为抢救病人没有等家属签字，

结果出现意外被家属投诉， 最终失去了

行医资格。 《急诊科医生》中，甚至出现了

医生被人抹了脖子的情节。讽刺的是，这

一当初被观众批评不现实的情节却在真

正的现实里上演了。 医患关系不仅是医

疗题材的题中之义， 更是当今社会的焦

点话题，触动着大众的神经，因此成为医

疗剧中绕不开的情节。 几乎所有医疗剧

都涉及医患纠纷，然而，作品大多将责任

放在无理取闹甚至精神失常的病患及家

属身上，普遍性的问题被特例化了，反而

难以揭示其中更深刻的矛盾。

其二，情感关系成为主要情节。

所谓“Professional+Personal”模式，其

核心就是医学专业内容与人物情感生活

之间的平衡。现阶段，对情感关系过度渲

染，对专业内容蜻蜓点水，是国产医疗剧

的通病。 比如《心术》被称为披着医疗剧

外衣的都市言情剧，《长大》 则是非常典

型的青春偶像剧。 创作者们把矛盾焦点

放在了医生护士的感情纠葛上， 而非如

何克服困难、战胜病魔上，这样造成的结

果就是医疗剧的专业性大为不足。

其三，“权斗”成为一大副线。

日剧《白色巨塔》成功地把医学界的争

权夺利、尔虞我诈摆上了台面，此后，医院

里的权力斗争成为了医疗剧里必不可少

的桥段。 本该是圣洁“白色”的医院，成了

等级森严的权力“巨塔”。 《外科风云》的

故事中权斗占据很大部分， 因为是正午

阳光出品，观众戏称之为“医院版”《琅琊

榜》。 权斗情节是对医疗剧叙事的补充，

但也要贴合现实情况，避免过度渲染。

总体而言，医疗剧经过十余年的发

展与摸索，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类型叙事

语言。 但国产医疗剧起步晚，加上题材

的专业性、国内医疗行业的复杂性给创

作增添了难度，还欠缺真正社会效益与

艺术价值俱佳的经典作品。

其实，医疗剧在刻画人物、挖掘主题

深度上有着独特的优势。 医院汇集了社

会各类人员， 是各种人生故事上演的舞

台， 这本身就为创作者编织情节提供了

便利。 医疗剧触及的是生与死的问题，这

既是哲学家追问的终极命题， 也是艺术

作品所能触及的最深沉的主题。 优秀的

医疗剧作品， 应该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涉

及，引发观众的思考与感悟。

近两年， 国产医疗剧稍显沉寂的同

时， 医疗题材纪录片却屡有佳作出现。

《急诊室故事》《人间世》《中国医生》几部

作品豆瓣评分都超过了 9 分， 远超国产

医疗剧。 可见，并非中国医疗题材产生不

了好作品，而是国产医疗剧找错了方向。

那么，对医疗剧的创作生产与审美价值，

我们应有什么样的期待？

首先，增强医疗剧的专业性。 医疗剧

可以起到科普教育的目的，据报道，美国

一位 10岁的小女孩通过从电视剧 《实习

医生格蕾》里学到的心肺复苏术挽救了自

己母亲的生命。 向大众普及医疗知识，是

医疗剧不可忽视的功能，必须保证其专业

性。很多国产医疗剧在播出前都会大加宣

传其前期准备工作，但观众依然常在剧情

中发现专业性错误：《心术》 把 MRI 片子

错当成脑部 CT，《青年医生》 为病人注射

9%生理盐水、抽取病人 200cc验血，《外科

风云》 没戴手套就直接触碰无菌服等等，

都程度不同地暴露了专业性的硬伤。

医疗剧诞生之初， 最核心的情节冲突

就是医生用先进的医疗手段、 高超的医术

战胜各种的疾病，挽救病人的生命。人类战

胜病魔是基本的情节模式， 附着之上的才

是情感、人性以及社会问题。观众最初对医

疗剧的期待视野是拗口的医学术语、 离奇

的疑难杂症、惊心动魄的手术过程，而不是

家长里短与男欢女爱。因此，国产医疗剧要

找回最初的魅力， 须增加对诊疗过程的描

写，体现医生战胜疾病的困难与曲折，尤其

对医生的医术有所刻画。 最近热播的海外

剧《良医》中，主人公墨菲几乎每集都会遇

到一个疑难杂症， 他每次都会凭借过人的

天赋化解难题， 观众也随着情节体验战胜

病魔的喜悦。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要塑造富有

深度、层次感的人物。好的人物是复杂对

人物，人性并非非善即恶，优秀作品应对

人物的内心做深入开掘， 表现出人性的

多面。 但国产医疗剧常见的问题就是对

医疗工作者形象的刻画过于简单：在《心

术》中，患者没钱治病，医生们集体为他

捐款；《急诊科医生》中，女主角遇到没有

钱的病人就自掏腰包， 还带头捐款成立

基金会专门帮助患者。当然，现实中的确

有这种情况， 但若每个患者都要医生捐

款，那医院如何维持下去？刻意拔高医生

形象反而造成人物失真、情节不可信。

在塑造圆形人物的基础上，医疗剧更

高的标准是刻画英雄主义的人物弧光。时

代需要英雄，人民也需要英雄。 英雄是不

畏艰险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是牺牲自己利

益挽救他人的人。 对医疗剧叙事而言，人

物面对生死抉择时最能展现出人物弧光：

面对自己职业前途和患者性命的困境时

该如何选择？ 只有一个肾源，先救自己孩

子还是坚守原则？ 病毒肆虐时，敢不敢做

堵枪眼的人，把病毒和自己关到一起？ 塑

造“逆行者”式的医护人员英雄形象，是对

医疗剧人物塑造的最高期待。

最后， 医疗剧应体现出现实的复杂与

深刻性。 《心术》中有一场戏是全体医生开

会讨论一个病人是否值得手术， 因为即便

成功他也因骨癌时日无多， 这里就引出了

生命价值的命题。然而，《心术》连同其它医

疗剧一样，并未在这一问题上做多探讨。在

这一点上国产纪录片值得学习，在《中国医

生》的一集中，烧伤科医生徐晔收治一位重

度烧伤病人，高昂的费用成为难题，徐晔代

表科室向医院申请到了基金得以继续治疗

病人，但最终病人家属选择了放弃，由此留

给了观众足够的认知和思考空间。

对于医患关系，国产医疗剧大多会塑

造一个蛮不讲理的患者甚至医闹，但现实

的逻辑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医生》《人

间世》等纪录片中我们看到，患者中还是

通情达理者更多， 但面对专业难懂的医

疗术语、病不等人的焦急、不签字就无法

手术的形势， 患者难免会产生冲动的情

绪。而医生也同样面临困难的处境，为了

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能够用法律来保护自

己，术前谈话进行录音、录像成了常事。

其实把医患问题的责任推到任何一方都

是简单粗暴的， 如果医疗剧能够充分建

立起冲突双方各自的合理性， 才能真正

揭示出矛盾中的现实真相并有助于现实

问题的真正解决。

总的来说， 虽然国产医疗剧普遍关

注度较高， 但从数量来看还是绝对的少

数。 医疗剧创作难度大，但能达到的主题

深度与现实力度也是其他题材难以超越

的。 在医疗卫生事业更受关注的当下，我

们有理由期待医疗剧进入精品化发展的

新阶段。

（作者为艺术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
青年教师）

叙述语言渐趋稳定
但缘何经典作品仍然稀缺？

医疗纪录片屡出佳作
国产剧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

■

重新认识周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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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剧如何更好地讲述白衣天使的故事？

因为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一线医护人员成为无数人心目中的凡人英雄。 一批医疗剧随之受到关注， 也引发思考———

付李琢

把脉国产剧

在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搏斗的这场战斗中， 一
线医护人员的身影和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在这样的
背景下， 一批医疗题材的国产剧再度受到关注， 也
引发了许多人的思考： 国产剧如何更好地讲述白衣
天使的故事？

傅谨

▲ 《周信芳全集》 前 16 卷 上海文化出版社

纪念周信芳诞辰 125周年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他让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现当代获得了新的表达

▲国产医疗剧要找回最初的魅力，须增加对诊疗过程的描写，体现医生战胜疾病的困难与曲折，尤其对医生的医术有所刻画。

图为国产医疗剧《急诊科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