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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京剧让我明白了
“艺无止境”

读品：编写《瑜声有戏》的初
衷是什么？谈谈体例编排上的
考量。

王珮瑜：《瑜声有戏》是我在
网络上开设的京剧赏析课的文
稿，希望把京剧中最有趣的地
方指给读者看。最后一部分“京
剧与我”是日常积累的一些小
文，写下那些文字时，没想过要
出版。做了些事儿，有了思考和
感想，就记录下来，怕以后会忘
掉。京剧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确
实比较遥远，我希望用简单的说
明和有意思的内容，让读者有兴
趣走进京剧艺术的世界。

读品：书中的一个故事让我
印象深刻。您的一场活动上，陈
佩秋先生说：“艺术面前不分男
女，只分好坏。如果你们是以性
别为标准来评价艺术的话，那是
不公平的。”您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
生，谈谈您在艺术生涯中遇见的
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王珮瑜：艺术领域，首先不
应该以性别来论成就高低。我
所有的老师都是男性，但学习的
是艺术本身。学艺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也不来自女性身份，比
如扮相或唱腔上的局限，是个人
气质或偏好导致的。还有一些
困难是行业从业者共同面对的，
比如现在关注传统艺术的人较
少，个人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
比，心里当然会别扭、会难过，但
这重要吗？什么阶段就做什么
思考，有了什么思考就进行什么
实践，做事本身没有太多“不可
能”的约束。这件事情是我比较
擅长或比较有兴趣的，我就去
做；这件事情不太擅长但需要去
做，我就努力补课；如果这件事
情我既不擅长也不喜欢，我就干
脆放弃。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
女性身份带来的困难没那么多，
我也不会过分感悟或强调。

读品：学习京剧或者说以京
剧为此生志业，对您个人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

王珮瑜：学京剧让我明白了
“艺无止境”的深刻含义。小时
候读书，人们习惯用考试来检验
一个人是否完成一个目标。但
京剧艺术没有天花板，那些伟大
的艺术家、流派创始人，在艺术
境界上，也没有认为自己达到顶
峰之说，他们一直在精进前行。
我也曾苦恼每天花这么多时间
和精力来学习、锻炼，为什么还
是达不到理想中的高度？学习
京剧，也是一个体会“艺无止
境”，并最终与这个词和解的过
程。在学习京剧、学习中国文化
艺术的道路上，我不再盲目追求
一个目标或结果，而是更多地去
体会过程中的酸甜苦辣，体会学
京剧给我带来的生命格局的提
升与拓展。

戏曲人“出圈”后还
能持续提供什么？

读品：去年，越剧演员陈丽
君大火。每隔一段时间，都有一
位戏曲界的演员大火进而引发
一阵人们对戏剧的关注。您如
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珮瑜：先有角儿，再有戏，
再有流派，对某个演员的关注，
引发了对演员背后的剧种的关
注，这是必然路径，也绝不是今
天才有的现象。百年前梅兰芳

等四大名旦，哪个不是一个角儿
带火了一批剧目，带动了观众对
京剧的喜爱。在京剧的传承和
传播方面，我们这一代戏曲演员
没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现在
有互联网和自媒体，想成名、想
被看到很容易，稍微有一点话
题，与别人不太一样，很容易被
看见。容易被看到优点，也容易
被看到缺点。大众对公众人物
的要求日益提高，被看到不难，
难的是被看到以后，能持续提供
什么，这才是今天所有戏曲从业
者，尤其是已经有一定社会影响
力、被大众看到的人应该共同思
考的。

读品：这些年，您致力于京
剧的传播与传承工作，从 2010 年
成立“瑜音绕梁”个人京剧推广
平台，到后来的“京剧清音会”

“瑜音社”，参与各类综艺……如
何评价自己的工作成果？哪些
方面存在遗憾？

王珮瑜：我没有系统地总结
做过的事情，所谓的总结可能是
公众、媒体或一路陪伴着我和团
队成长的有心人，进行的记录、
梳理和回顾，所以有了从“小孟
小冬”到“瑜老板”的蜕变这样的
说法。最初，我的动机和愿望都
很朴素。成立自己的小团队，是
因为在剧团里登台演出的机会
不饱和，所以组织了乐队、服装、
舞美，有了“京剧清音会”。后
来，我把中国京剧骨子老戏的复
排、展演整合成相对品牌化的项
目——“余脉相传”王珮瑜京剧
骨子老戏展演，一季一季演下
去，关注度更高。

这个过程中，我和团队不断
地思考和探索：上综艺、做节目，
跨界、出圈，不知不觉也积累了
很多内容：几十万字的文字、几
千分钟的视频。在我个人能力
范围内能涉及的形式和内容，基
本都落地了。对我而言，接下来
的课题更难更重大，很多人因为
我和我们的小伙伴开始了解京
剧，接下来呢？如何让这些人在
我身边继续成长？他们对艺术
的认知能否提高，看戏的喜悦能
否维持，这些都对我和团队提出
了更高要求。

京剧艺术的教育和
培训，价值不在眼前

读品：您曾说自己的目标是
成为一个“学者型”演员，觉得自
己在多大程度上能达成这个目
标？谈谈平时的阅读偏好。

王珮瑜：年轻时，我说过自
己想要成为“学者型”的演员，现
在这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学习是
一辈子的事情。学习和阅读是
一种生活习惯，和吃饭睡觉一
样。我读书读得很杂，做教育和
培训，就读管理类、金融财务类
的书籍，如果想管理身材，就读
医学健康类的书籍。书架上的
书籍未必每本都读了，但我知道
需要时，可以在哪本书里找到答
案。

读品：今年两会上，关于传
统文化的推广、普及与传承，很
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比如用新
媒体方式来“圈粉”、开设传统文
化课程培养观众、鼓励传统艺术
的“当代化”……其实都是您这
些年一直在做的，接下来还有哪
些计划？

王珮瑜：今年的工作重心是
继续完善“瑜音社·京剧小科班”
的教育和培训。有人说我做的
事情没有商业上的想象力，我的
目标当然不是商业方面的成功，

小科班显然不能让我和团队发
家致富。但这件事情的价值不
在眼前，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
甚至更久之后，价值才会显现。
我希望与同行共同努力，改善下
一个时代的一些文化生态。怀
着这样的愿景，我不太在意眼前
的盈亏，虽然目前的确要通过其
他渠道来弥补教育和培训的资
金缺口，但苦恼是眼前和现在
的。“京剧小科班”完成了自己的
使命后，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与我一起来南京参加活动的
几个小朋友是“京剧小科班”的
大师兄，最小的虽然只有七八
岁，但已经学习了两年京剧。他
们表演时的状态、家长欣赏孩子
们表演时的神情，能感受到他们
对京剧艺术有非常高的接受度
和幸福感。他们不认为学京剧
是一件苦差事，孩子们都说想一
直唱下去。这对未来在更大范
围内进行京剧艺术的少年儿童
推广和普及有很大好处。目前，
我的多重身份首先是京剧当代
化的传播和教育，离自己理想中

“学者型”演员的差距很大，只能
努力去接近。我希望自己是一
个勤于思考和实践，不说空话，
能把自己所有承诺兑现的戏曲
从业者。

读品：一 定 会 有 家 长 有 疑
问：“学京剧有什么用？”您会如
何回应？

王珮瑜：学京剧能帮你升学
或找到好工作吗？不能。但学
没学过京剧，对世界和自己的看
法、对艺术的看法和追求，真的
不一样。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都想是用一百种方式来回答，
还是直接告诉家长：“老实说我
也不知道有啥用，但学了一段时
间你就知道有啥用。”每个人对
实用性的看法不一样，这次来南
京，很多“京剧小科班”的孩子和
家长一起来了，见见观众、演出
一场，有什么用？但他们很高
兴、很欢喜：与王校长一起，成为
京剧推广者，为京剧艺术的推广
作贡献。静待开花，不问收获，
耕耘的过程就是结果。这是我
作为一个京剧教育一线战士的
心里话。

王珮瑜：特立独行的国粹传播者

舞台上的王珮瑜，穿蟒袍、戴
髯口，看起来那样高大威严。卸
下行头，出人意料，这位京剧坤生
又是如此的清秀温柔。

反差不止于此。学京剧不是
件容易的事儿，成角儿更不容易，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专业戏校培养
的第一位女老生，王珮瑜先后斩
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白玉兰戏剧
主角奖等重要奖项。京剧艺术的
追求之外，看似文弱的她，主动肩
挑起了京剧艺术“当代化”与推广
传播的重任。

18 岁时，一场演出，大幕拉
开，台下观众寥寥不足百人，大部
分已白发苍苍。这刺激了王珮
瑜：“等这些老观众不在了，属于
我们这一代人的观众在哪里？”她
知道，京剧艺术来到了一个传承
与传播同样重要的时代，“我们这
一代人，不光要唱好戏，还得让年
轻的观众走进剧场，得让他们通
过我们看见：原来京剧也活在今
天。”

2010年开始，王珮瑜尝试用
更符合当下年轻人喜好的方式，
探索京剧的不同可能性：混搭京
剧、相声和评书的《乌盆记》，录制
京剧纪录电影，排演墨本丹青版
《搜孤救孤》。此外，她通过各类
平台和渠道进行京剧艺术的传播
与普及，参加《奇葩大会》等综艺
节目、入驻各大视频平台……王
珮瑜逐渐成为京剧界当之无愧的
“流量担当”，但她仍说自己“出
圈”得还远远不够，“我始终希望
大家对我个人的喜爱，可以变成
对这个剧种的兴趣。”

近日，王珮瑜携新书《瑜声有
戏》做客南京“牛首十二讲堂”，活
动现场座无虚席。除了资深戏
迷，还有许多“非戏迷”和年轻人，

他们告诉记者，都是慕“王珮瑜”
的名而来。王珮瑜的“出圈”，的
确带动了人们对京剧艺术的关
注。值得一提的是，王珮瑜及其
团队打造的“瑜音社·京剧小科
班”的小朋友们也来到了现场，与
南京市京剧团、南化第四小学共
建的京剧社团，一起登台演出了
经典京剧唱段，引得现场阵阵叫
好声。

活动开始前，王珮瑜接受了
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回顾自己
近年来在京剧艺术推广方面的工
作，她告诉记者，在个人范围内能
涉及的形式和内容，基本上都落
地了。一路走来有困难也有质
疑，不过对她而言，做事情本身没
有太多“不可能”的约束：“什么阶
段就做什么思考，有了什么思考
就进行什么实践。”

王珮瑜表示，她和团队接下
来的工作重点，仍然在京剧艺术
的青少年推广和普及上，“有人说
我做的事情没有商业上的想象
力，我的目标当然不是商业方面
的成功，小科班显然不能让我和
团队发家致富。这件事情的价值
不在眼前，可能五年、十年、二十
年甚至更久之后，价值才会显
现。我希望与同行共同努力，改
善下一个时代的一些文化生态。”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张垚仟王凡/文
牛华新顾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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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京剧演员王珮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