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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戏、演戏、教戏，到向大众传
播、普及传统戏曲，王珮瑜做过很多创
新尝试，如京剧和现代音乐融合、参加
综艺节目、开发导赏讲座及一系列音
视频京剧普及课程等等，不断拓宽京
剧传播的边界。

在“名家会客厅”导讲环节，被问及
“哪一种传播和推广的形式最利于京剧
艺术的传播”时，王珮瑜直言：“任何一
种传播形式都是有效的，只是在不同场
域、不同纬度、不同年龄段人群当中选
择最有效的传播。如果说哪些情况最
有传播力度，我想在今天不可避免的是
利用新媒体平台和渠道传播。”

王珮瑜也着重强调，新媒体只是手
段，最终实现有效传播的关键，还是要
依靠优质的内容。“未来我会继续‘两条
腿走路’，一条是在舞台上用一出出经
典剧目去传播；另外一条是走出舞台，
继续在‘有人的地方’去传播”，让更多
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京剧。

随着时代发展，传统戏曲的受众
群体和市场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戏曲
艺术的创作该如何在保留传统精华的
同时与时俱进，反映当代社会生活和价
值观？对此，王珮瑜表示：“不管用什么
样的形式进行创作创新，一定要记住

‘以谱为基’。”这里的“谱”，不仅指五线
谱、简谱等音乐曲谱，更涵盖了京剧表
演中的各种程式规范和传统范式，是京
剧艺术传承发展的根基。“我们的祖宗、
前辈先贤们给我们留下这么多‘谱’，我
们才能‘以谱为基’继续进行创作。不
能脱离了‘谱’，为创新而创新。”

王珮瑜：京剧创新
要“以谱为基”

王珮瑜与主持人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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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珮瑜师从王思及、朱秉
谦、谭元寿、李锡祥、张学津等名
师，是余派第四代传人。讲座中，
王珮瑜以余派老生这一分支为
例，梳理京剧传承脉络谱系：从谭
鑫培到余叔岩，再传至孟小冬等
等，“在过去，京剧艺术80%靠口
传心授，过去没有录像，全靠老师
口传、学生硬记，艺术传承非常艰
难。”她感慨，“如今科技助力记
录艺术，是时代的幸运。”

提到京剧名家，梅兰芳的大
众知名度首屈一指。“梅先生不
仅艺术好，而且他所处的那个时
代非常注重记录和传播。这也
说明了，不管是哪个时代，谁懂

得记录和传播，谁就在历史上留
下记忆。”王珮瑜说。

王珮瑜特别讲述了余叔岩
先生的艺术故事，“他身体不是
太好，在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不
长，留下的唱片资料也很有限。
而且，余叔岩先生秉持这样的宗
旨：绝不多言，绝不多出唱片，也
不多收徒弟，追求艺术的极致。”

余叔岩的艺术观给王珮瑜不
少启发，“当我们在工作或者事业
上创造高峰的时候，如何让自己
退回平凡的状态，这其实非常
难。很多人做不到，扪心自问我自
己也做不到。但在我们面前有这
么多高人，我们要向高人学习。”

“返本开新、守正创新是我们这些
年一直在做的。”在王珮瑜看来，“守正
创新”是对传承与创新关系的精准概
括。“首先要守正、返本，找到京剧的

‘原谱’，有了‘谱’，所有的创作就有了
‘抓手’，而且都是健康且良性的。”她
呼吁戏曲艺术从业者，在未来的创作
过程中，都要坚守“以谱为基”的原则，
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在导讲过程中，王珮瑜注意到她
与主持人的座椅的摆放呈“八字”形，
于是即兴展开了一场小科普。她介
绍，这种“八字椅”的摆法是京剧舞台
上的经典范式。在正式表演时，舞台
中间通常会放置一张桌子，桌子两侧
各摆放一把椅子，主人坐在“小边”（右
侧），客人坐在“大边”（左侧）。这种座
位安排和舞台调度，并非随意为之，

“是戏剧艺术、京剧艺术依托中国传统
文化、传统礼仪脱胎而成的。”

讲座最后，王珮瑜呼吁：“希望大家
多去转发、多去思考、多去看正能量，看
一些已经被流传为传统经典的内容，经
典永远是值得推荐，永远值得学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摄影 陈羽啸

7月2日下午，著名京剧演员、
余派老生、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王
珮瑜来到成都锦城学院锦城剧场，
在2025名人大讲堂“非遗传承”季
第二场讲座中，做了一场题为《瑜
乐京剧课：“有声必歌 无动不
舞”——京剧的舞台魅力》的精彩
分享。她从京剧形成的历史、唱
腔特色、表演方法、传承创新等多
个维度，向大家展示了京剧的强
大魅力，讲座现场掌声不断，大家
被“瑜老板”的魅力深深折服。整
场讲座，堪称一堂精彩纷呈的京剧

“大师课”。

谈及京剧的唱、念、做、打，
王珮瑜特别提到，京剧的“念白”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念”，“念白
也是唱，它是有歌唱性的，只是
没有伴奏。”

一些人认为京剧节奏慢，王
珮瑜说，其实京剧叙事节奏是非
常多元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废话绝对不说。比如《乌盆记》
的节奏慢，《击鼓骂曹》的节奏
快，但如果进入京剧的世界，了
解京剧叙事的规律以后，“你会
对这个规律这种节奏表达非常
接受。这也是为什么会说，听戏
最高境界是闭上眼睛听。”

在与现场观众互动中，王珮
瑜还将一些日常讲话、网络用
语，用京剧的唱腔唱出来，让大
家感受京剧声韵的顿挫变化，很
是有趣，把现场气氛推向一个高
峰。“其实，万事万物都可以用京
剧来表达。套用一句流行语就
是：宇宙的尽头是京剧。”

在讲座的尾声，王珮瑜说，
希望自己的分享，在“还不知道
自己喜欢京剧”的朋友们心中，
种下一颗渴望了解进而爱上京
剧的种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实习生罗一茜摄影陈羽啸

我是王珮瑜，
一名京剧演员。

京剧是国粹瑰宝，但它是如何形成的
呢？王珮瑜从清朝“四大徽班”（三庆、四
喜、和春、春台）进京为乾隆皇帝庆生开始
讲起，阐述了京剧从地方戏曲成为国剧的
历史演变过程。

清朝光绪年间，来自北京的一个戏班
在上海演出，领衔主演是当时的“顶流”谭鑫
培，反响很好。上海观众叫这个北京来的戏班
演的戏为“京剧”，“京剧是在北京形成的，但

‘京剧’这个名称是在上海率先被叫响的。”
针对一些观众“听不懂唱词”的困惑，

王珮瑜从字韵、音韵的角度，指出“听不
懂”背后有一个“技术原因”。“京剧唱腔的
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其中涉及
湖北省四声调，河南、陕西、山西中原这一
带字韵，以及北京音、昆曲的韵味等等，共
同组成京剧的‘字正腔圆’。我想说的是，
你听不懂不怪你，但京剧的确是这样形成
的。我们要尊重它的历史演变。”

京剧表演讲究“有声必歌，无动不
舞”。王珮瑜解释道，只要在舞台上，发出
声音就得有歌唱的旋律，举手投足得有舞
蹈之美。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中国戏曲，
非常注重演员的舞台表演功底，即便借助
最简单的道具也能展现出万千气象，演员
用眼神和手势就能让观众‘看见’远山河
流。舞台上很少借助真刀真枪真器物，这
叫京剧艺术的极简“贫困”美学。不管表
演还是欣赏，都需要人的想象力参与，这
是很先锋很高明的表演方式。“京剧不但
不过时、不陈旧，反而恰恰是颠覆的、先锋
的、浪漫的。”

名家会客厅

京剧是先锋的、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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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旦接触就会爱上它上它””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京剧真的很好
玩、很有趣。”讲座现场，王珮瑜以多个经
典京剧片段为例，亲自示范“唱、念、做、打”
和“手、眼、身、法、步”，生动演绎讲解京剧
魅力秘诀所在。她还现场教大家做起了
京剧“表情包”——惊提、怒沉、喜展眉。

王珮瑜坦言，曾有一段时间，京剧不
被理解甚至受到冷落。作为演员的她一
度“羞于启齿”自己的职业身份。“但现在
不一样了。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国潮’
兴起，京剧等传统戏曲越来越受重视。我
对这个身份充满自豪。”她笑称，“这个世
界有两种人：喜欢京剧的人和还不知道自
己喜欢京剧的人。”

现场，她向观众发起小调查，询问一
些人未接触京剧的原因。看不懂、节奏
慢、锣鼓吵，或觉得是“老人专属”，原因很
多。王珮瑜鼓励大家尝试去观看并了解
京剧，“很多人一旦接触就会爱上它。”

从口传心授到科技助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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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尽头是京剧”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