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身梨园世家
10岁学戏主工武生

与川剧结缘的70年里，任庭芳文武兼
备，擅长袍带丑及褶子丑。在《活捉三郎》
《秋江》《伍三拿虎》《赠袍跪门》《三开张》《审
玉蟹》《西关渡》《拦马》《困邢州》《白蛇传》
《和亲记》《夫妻桥》《荷珠配》等剧目中，饰演
过众多耳熟能详的角色。由他担任主演的
《变脸》一剧，荣获2003-2004年度“国家舞台
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

演出之余，任庭芳还跨界川剧导演，独
立执导川剧《夕照祁山》《白蛇传》《望娘滩》
《易胆大》《和亲记》《人迹秋霜》《还我河山》
《江姐》等，为四川省川剧院中、青年演员复
排的《变脸》现已上演。其中《和亲记》获第
四届中国戏剧节导演奖，《易胆大》荣获四川
省第二届川剧节金奖，《夕照祁山》获第十二
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人迹秋霜》获第
十一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最佳导演奖。2006
年为山西省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执导的
晋剧《烂柯山下》荣获第十七届中国艺术节

“优秀剧目奖”。
任庭芳出生于梨园世家，他的父亲和二

姨妈都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川剧演员。其父任
心田主工花脸，曾在阳友鹤、曾荣华主演的川
剧《铁龙山》中饰“牛乃成”，在周企何、袁玉堃
主演的《迎贤店》中饰“情天侠”。“我们家兄弟
三个，我是老二。那时候我父亲是川剧演员，
耳濡目染，我也学了一些。1951年，我母亲因
病去世，我弟弟才三岁不到。当时为了给母
亲治病，父亲把唱戏的行头都卖了。”

当时剧团每年都会招几个家属娃娃进
剧团培养，为了讨生活，不满10岁的任庭芳
于1951年春被送入重庆又新大戏院（重庆
市川剧院前身）。“那时候剧团只供应大锅
饭，菜要自己解决，晚上一家人就在舞台上
占个角落搭个蚊帐睡在那里，就算是家了。”
解决了生存问题，有过学戏基础的任庭芳，
开启了每天早课练功的模式。“我记得有一
次，我跟一批师兄前去慰问援建成渝铁路的
工人们，我在川剧《赤胆忠心》里演娃娃生。”

1953年，11岁的任庭芳见证了川剧史
上的一件大事：当年5月，以参加西南区观摩
演出队的演员和重庆又新大戏院为基础，组
建了西南川剧院。“院长为朱丹南，川剧大
师、老生大家张德成、贾培之任副院长，演员

也都是精英、名角，须生有张德成、贾培之、
陈淡然、蒋俊甫，小生有曾荣华、袁玉堃、谢
文新、赖祥林，旦角有阳友鹤、陈书舫、许倩
云、竞华、戴雪如，花脸有吴晓雷、蔡如雷，丑
角有周裕祥、刘成基、周企何、刘裕能等。”

西南川剧院成立3个月后，1953年8月，
西南川剧院附属川剧实验学校（原四川省川
剧学校前身、现四川艺术职业学院前身）成
立。任庭芳和一批小学员被保送到学校，和
另外招的一批学生总共80人成为该校第一批
学生（被大家统称为5年级）。“我们校长是张
德成，教务主任周裕祥、阳友鹤，一批非常有
成就的各行当戏曲演员来任教，当辅导员。”

在任庭芳的记忆里，当年的学习场景历
历在目。“我们是早上8点吃饭，8点半上课，
课程包括声腔课、身段课、文化课、武功等。”
一年后，任庭芳被分到了“武生”行。“人小
嘛，主要就是翻跟头。有时候也出去跑跑场
子，翻翻跟头赚点小钱。记得有一回我把发

的钱全部买零食吃掉了，着实挨了父亲一顿
饱打，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任庭芳学的头
一个武生戏，是传统剧目《夜奔杀滩》。“武生
行当，京剧更好。所以我的武功很多都是跟
演京剧的老师学的，当然川剧老师也教，像
我们有个老师就很严厉，有时候怄到了还会
自己打自己，觉得没把我们教好。”也正是这
些老师的严格与严谨，才让包括任庭芳在内
的众多学子们获益良多。

经典折子戏《拦马》是一出武丑戏。“我
第一次演的时候，要从椅背上翻下来打斗。
这只能靠练，慢慢达到想要的效果。”任庭芳
说，当年大家都很单纯，能吃苦，练功从不偷
懒，“那时候成为‘角儿’的意愿也不像现在
年轻人这么强烈。我们一天到晚就是练功、
学戏。”

赴东欧四国演出
在国外度过17岁生日

1960年，在川剧实验学校学戏7年的任
庭芳毕业了，“本来我们应该学5年的，结果
学了7年。因为戏曲没有捷径，哪怕学了7
年，也不能说你的水平就非常成熟了。”7年
里，任庭芳不仅不用交学费，学校还免费发
衣服，“还有两个保姆照顾我们，帮我们洗衣
服，让我们专心学戏练功。”

毕业前一年（1959年），任庭芳在国外度
过了自己的17岁生日。这一年，他随中国川
剧团出访东欧四国。“我也不知道自己咋个
被选上的，当年7月份就随出国演出团出去
了，一直到12月底才回到北京。”长达半年的
演出里，任庭芳随团走访了国外40多个城
市。因为还没毕业，武生行当的任庭芳主要
在各演出剧目里“串角”，比如在《金山寺》里
翻跟头，在《焚香记》演鬼兵等。“虽然都不是
重要角色，但这次出国演出，对我后头的艺
术发展有很大影响。”

回国后，任庭芳还与前辈艺术家们一
起，在北京为老一辈领导人演出，“我主要是
作为串角演出。”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
次到北京演出，周恩来总理因为一些外交事
务来晚了，他还专门派秘书过来说因为有任
务，实在抱歉。我们听了之后特别感动，这
可以看出总理人很谦虚，也能看出他对戏剧
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图片除署名外皆为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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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丑角表演艺术家任庭芳：
从艺70年，终其一生为川剧（上）

“ 能 文 能 武
焦光普拦马忆往
昔，亦庄亦谐水
上 漂 变 脸 看 今
朝。”这是著名川
剧表演艺术家、
川剧导演任庭芳
家客厅中的一副
对联。上联写现
实中的他既有文
才、又通武艺；下
联赞舞台上的他
既 严 肃 、又 风
趣。另一侧墙壁
上，悬挂着三幅
绘有任庭芳在川
剧《白蛇传》《跪
门》《活捉三郎》中
的艺术形象的画
作，浓厚的戏曲
气息扑面而来。

越上台阶来
到书房，最显眼
的 ，是 他 在《变
脸》中饰演“水上
漂”时，与“狗娃”
的合影剧照。虽
然尺寸不大，但
看得出照片主人
的爱惜与珍视。
旁边还摆放着三
个重量级奖杯：
第八届“文华表
演 奖 ”、第 十 届

“ 白 玉 兰 表 演
奖”、1998 年“四
川十佳演员”。

2021 年入冬
以来，封面新闻
记者三次走进任
庭芳家中进行采
访 。 与 以 往 相
比，正在跟病魔
做顽强斗争的任
庭 芳 清 瘦 了 不
少。虽然每次采
访只能交谈一个
小时左右，但聊
起自己钟爱一生
的川剧艺术，他
的眼睛里始终闪
烁着光芒，平和、
质朴又亲切。

任庭芳，1942年10月出生，四川泸州市纳溪县
人。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川剧代表性传承人，原
四川省川剧院副院长。他于1951年进入重庆又新
大戏院（重庆市川剧院前身）学习川剧表演，1953年
转入四川省川剧学校学习表演，1960年毕业后进入
四川省川剧学校实验团（后改名为四川省实验川剧
团，现四川省川剧院）工作。

任庭芳曾主工武生兼武丑，他气质阳刚、嗓音
明亮、身段矫健，在唱、念、做、打等各方面都打下了
坚实基础。1978年，他拜川剧四大名丑的表演、导
演艺术家周裕祥为师，开始专工丑角表演艺术。经
刻苦钻研，他不仅深得周裕祥表演风格的要领，造
诣颇深，还得到了四大名丑中另一位艺术家周企何
的指点，因而创新运用多种传统川剧表现手段，艺
术呈现各种人物的个性，把川剧独有的传统表演元
素与新的审美观念融为一体，形成以机趣、幽默为
主要表现手法的川剧丑角表演风格和戏剧流派，成
为新一代著名丑角表演艺术家。

个人
简介

任庭芳出演川剧《审玉蟹》。

任庭芳（第三排右三）与师父周裕祥（第
一排右二）及川剧界同仁合影。

任庭芳在家中接受封面新闻采访。荀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