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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岁转工丑角
接过老师衣钵传道授业

任庭芳最想感谢的，就是他的师父——
著名川剧丑角表演、导演艺术家周裕祥先
生。“我最开始学的是武生，1978年在老师建
议下转工丑角表演。”那时候，他已经工武生
表演多年，“我和周老师住在一个院儿，有一
天他跟我说，‘任庭芳你样子不好看，人又矮，
嗓子不好，你唱啥子武生哦，跟我学丑角嘛。’”
看到这么好的老师主动收自己为徒，任庭芳
马上就答应了。

可从武生转到丑角，任庭芳整整花了三
年时间。“武生要正气、英武，丑角要幽默、滑
稽，简直是两回事，我很久都没改过来。观众
一直不承认我是个丑角，直到三年后大家才
说‘任庭芳你像个丑角了’。”让他感动的是，
这三年里，师父周裕祥从未收过自己一分钱，

“他是无偿教我的，一手一脚去教，全心全意
去教。没有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现在，任庭芳也接过了师父的衣钵，把川
剧丑角表演艺术传给了众多徒弟，如青年川
剧演员万多、薛川等。他还受师兄赵又愚临
终前所托，将《赠袍跪门》《活捉三郎》分别传授
给了重庆川剧院演员张帆、陈飞、吴熙。近些
年，任庭芳还不局限于门派剧种之分，跨省传
艺，毫无保留地把川剧丑角表演艺术传播到了
各地，受教者就有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国家
一级演员梁忠威、杭州小百花越剧院演员金芳
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传承与推广，使得川剧丑
角表演艺术在另一片土壤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55岁遇川剧《变脸》
饰演“水上漂”名气大涨

在70年的表演艺术生涯中，任庭芳塑造
了大量艺术形象，代表作有《活捉三郎》《拿
虎》《荷珠配》《西川图》等。不过，将其推向川
剧表演艺术巅峰的，则是在“巴蜀鬼才”、著名
剧作家魏明伦创作的川剧《变脸》中，饰演第一
主角“水上漂”。任庭芳也因该剧先后荣获文
化部第八届文华奖表演奖、第十届白玉兰表
演奖、“四川十佳演员”等荣誉称号，该剧则荣
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

有评价称：“任庭芳塑造这一艺术形象的
独特之处在于，以武生行当表现一个身怀绝
技的民间艺人的尚武精神，以老生行当烘托
一个饱经风霜且穷途者的蹒跚老态，以丑角
行当展示一个‘老江湖’的幽默、机智、谐趣的
文化韵致，并把3个看似如隔山的行当，经过
概括、提炼、加工，和谐地统一于一人，弘扬了
川剧艺术寓庄于谐的优秀传统。”

“1997年，我已经55岁了，当时我并没打
算演这个角色，想把机会留给别人，我就搞点

行政工作，辅助大家把《变脸》搞出来。是谢
平安导演坚持让我演，具体想法他没跟我说，
他了解我。”任庭芳回忆道，“导演对这个戏的
要求，就是要有幽默元素。我看了剧本之后，
感觉魏老师写得真好，人物鲜活。当时就感
觉，如果我唱腔过关，就能演好。”

任庭芳透露，当初《变脸》的投入费用在
20万元左右，“这个投入显然不够，我们的服
装除了少量定制，都是从其他现代戏里找的，
只要服装颜色合适就行。场景布置也很简
单。其实，做《死水微澜》时也没什么钱，真的
是贫穷艺术。这也恰恰体现了戏剧美学，通
过演员表演，情景交融。”在他看来，“空灵的
舞台，移动的时空，突出的是演员的人物表
演，且不拘泥于舞台的限制。”

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川剧《变脸》甫一
首演便受到戏迷追捧。“当时非常火爆，400
多人的座位挤爆了，有的人进不来，就在外面
听，后来实在没办法，剧团就在剧场旁边的小
街上安了一个扩音器，实时播放现场的演出
声音。”2020年4月，在四川省川剧院建院60
周年之际，川剧《变脸》启动复排。当年的“水
上漂”任庭芳接过导演棒，将这一经典作品传
承给新一代川剧人。

80岁仍未退休
赠年轻川剧人16字箴言

除了川剧演员，任庭芳还有一个身份：戏
剧导演。他执导的大型川剧《白蛇传》，曾先
后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西欧四
国演出。凭借导演作品大型川剧《和亲记》，
他获得了第四届中国戏剧节导演奖。之后，
他复排导演了《易胆大》（荣获四川省第二届川
剧节金奖）、《夕照祁山》（获得第七届巴蜀文艺
奖特别奖等大奖）等作品。同时，还有大型现
代川剧《人迹秋霜》（第十一届中国人口文化奖
最佳导演奖）、大型近代川剧《还我河山》（首届

四川艺术节四川文华奖剧目类“最佳剧目奖”）
等。晋剧《烂柯山下》荣获第十七届中国艺术
节“优秀剧目奖”，并被七个剧种移植上演。

任庭芳习惯阐述、总结自己的导演心
得。导演川剧《江姐》时，任庭芳就曾写过一
篇“导排后记”。他写道：“歌剧《江姐》1964
年搬上舞台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全国各
地竞相移植。后来京剧、黄梅戏等剧种又移
植演出了此剧，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如
何打造川剧版的‘江姐’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
大的挑战。”他认为，“移植不是复制而是一个
创造的过程，我们是用戏曲中川剧的形式演
出此剧，化歌曲为川剧，按照戏曲的规律，突
出体现川剧的风格与特点。在此基础上适当
吸收其他艺术元素，使其既有浓郁的川剧韵
味，又有现代的审美品质。”

采访中，任庭芳也强调了自己的四个导
演观点，即：“一，传统的基础与现代的思维相
结合，找准传统基础与现代思维的契合点。
戏曲有戏曲的审美观念和呈现章法，其最大
特点就是它的虚拟性、写意性、层次性，而且，
各个剧种都是建立在本土人文基础上的，如
果你把这些丢掉了，就不是戏曲了；二，抓艺
术的综合性，建立一个完整的演出形象；三，
以表演艺术为中心，狠抓戏曲演员的表演，这
个很重要。现在有很多作品，通过布景把演
员的表演挤压了，还有的导演把演员当成木
偶，实现他所谓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四，导
演不能把演员的表演淹没了。导演应该把自
己的观念、想法，完全附在演员身上，通过人
物的表现，达到表演的最高任务。”

在任庭芳看来，“剧作家是通过语言文字
表现生活、塑造人物，而导演是依据剧作家写
出来的文学作品（剧本），调动和运用各种不同
的艺术手段，形象化地再现生活，塑造人物。”
而作为一个戏曲导演，“不但要懂得一般的导
演艺术，还必须要懂得戏曲的特点。这是因为
话剧和戏曲虽然都是综合性的艺术，都是创造
形象再现生活，但是它们在表现方法上有很大
的不同。属于两种不同的演剧体系。戏曲有
它自身规律、美学原则及特点，只有熟悉和掌
握了戏曲的特点才谈得上调动和运用戏曲中
的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段，塑造舞台形象。 ”

对于年轻演员，任庭芳给出了16字箴言：
“终其一家，博采众长，广取博纳、为我所用”。他
希望年轻川剧人要沉下心来学戏，而不是把“出
名”放在首位。“谁都想当名演员，但并不是你演
了一两个戏，就是名演员了，必须耐得住寂寞，要
沉得下去，一心一意钻研。演到老学到老，艺
无止境。要始终看到自己的不足，始终找出
自己的差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哪怕你
做到了十全十美，但时代在发展，观众的审美
情趣在变化，你要跟着时代走，啥子都要学。”

封面新闻记者荀超图片除署名外皆为翻拍

著名丑角表演艺术家任庭芳：
16字箴言，艺无止境勉后生（下）

在 学 戏 、演
戏的过程中，任
庭芳不断提高自
己的学识。他意
识到，只有把文
化知识学好，才
能不断进步。“艺
术水平如何？在
四功五法（注：戏
曲演员唱、做、念、
打四种表演功夫
和手、眼、身、法、
步五种技术）解
决之后，就要看
文学修养了。”为
此，他会在每晚
演出结束后，继
续 学 习 文 化 知
识，“从《中华活
页文选》到唐诗
宋词，经常看到
凌晨两点。除了
学文化，我也看
了 很 多 戏 剧 知
识，包括戏剧导
演的书籍，受益
匪浅。”说到这儿，
任庭芳特别感谢
在戏剧道路上引
导他的前辈、老
师们，“没有他们
的引领，我最多
只是个匠人。”

任庭芳在川剧《变脸》中饰演“水上漂”。

任庭芳在川剧《白
蛇传》中“扯符吊打”。

任庭芳在川剧舞台上。 任庭芳出演川剧《杨广逼宫》。

任庭芳与《变脸》艺术画。荀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