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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璎珞）“纪念锡
剧大师王彬彬诞辰 100 周年暨首届锡剧
艺术周”活动将于 10 月 17 日正式启动。
今年是锡剧大师王彬彬诞辰 100 周年，
数十名锡剧名家登台亮嗓，让广大戏迷
朋友重温经典，感受锡剧艺术的独特魅
力，表达了艺术家们坚持让无锡本土传
统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决心。

从半个月前，小王彬彬（王建伟）就
忙碌了起来。 作为此次展演的导演、统
筹、编曲，他几乎一人包办了大部分的
活。 昨天上午，当记者来到无锡市锡剧
院的排练厅时， 他已经开始当天第三
批演员的排练。“由于此次演出人员、
曲目众多，每个人演唱的选段也不同，
需要将所有的人串联起来， 工作量就
有点大。 ”小王彬彬告诉记者，每一位
上台的演员，从编曲唱腔到走台身形，
都需他亲自看过， 以此保证整个舞台
表演的完整性和串联度， 他感慨总导
演不好当。

从演出表上发现， 不管是 “彬彬
腔”经典撷英展演，还是锡剧《珍珠塔》
群英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锡剧名家几
乎全员上阵，如周东亮、黄静慧、董红、
董云华、孙薇、房美华、张金华、万建
焕、小小王彬彬、蔡瑜、汤达、潘佩琼、
黄彪、曾丽军、姜雪峰、曾亚明。 值得一
提的是， 王彬彬的徒弟魏景清、 高惠
法、徐新艺、朱文亮等也将登台，众位
徒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已有 85 岁。

对于小王彬彬来说，父亲王彬彬把
一辈子的热情都给了“锡剧”，自己亦
是如此， 他的儿子也会这样坚持。 最
初， 锡剧只是在苏锡常及上海一带受
到欢迎，真正走向全国，王彬彬功不可
没。 小王彬彬回忆，1959 年地方戏进京
汇演，锡剧《珍珠塔》就在其中。 演出结

束后，周恩来总理拉王彬彬坐下，说了
一句：“我也是江苏人呐， 锡剧我从小
就听过，也爱听，你的演唱字正腔圆，
别具一格。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文
章《锡剧“珍珠塔”在京打响第一炮》，
向全国介绍锡剧，称赞王彬彬唱腔抒情
优美、柔中带刚、朗朗上口、字字清晰，
并首次提出“彬彬腔”的说法。 从此，
“彬彬腔”自成一派，成为锡剧艺术中
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如今，锡剧界唱小
生“十生九彬”，“彬彬腔”不可取代。

回想起初接过父亲衣钵时，自己没
日没夜地练功，“当时既固执也拼，练
功时候经常韧带撕拉，疼得眼泪都流下
来了，我都不出声。 ”小王彬彬表示，年
少气盛时， 自己一度想摆脱父亲的光
环， 当时作为初次崭露头角的锡剧新
秀，想要在锡剧中创新自己的内容，未
曾想，热爱锡剧的戏迷们却毫不买账。
如今想来，自己过于自信和轻狂了，但
谁没有那个时候呢。 王建伟表示，对传
统文化艺术心怀敬畏，才是弘扬民族文
化的正道。

如今，王建伟已年过六旬，依旧驻
颜有术，在舞台上风姿翩翩，虽然退休
了，却闲不下来。“请我演出、演讲的人
很多， 自己也很喜欢跟年轻一辈交流，
教授表演技巧则是我最喜欢做的事
情。 ” 小王彬彬笑着说， 现在演出的唱
腔、 台词几乎都是自己写， 使得表演可
以更完整全面。 为了戏，他不抽烟、不喝
酒，睡觉、吃饭更是准时定点，在养生方
面几乎到达了严苛的地步。 王建伟感慨
道，锡剧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位，而“彬彬
腔” 的接力棒现已传到了其子小小王彬
彬和徒弟们的手中， 希望年轻一代能够
和其他锡剧艺术家们一起， 继续传承和
发展“彬彬腔”。

这个新学年开学， 无锡市
文化艺术学校戏曲表演专业
（锡剧表演方向） 来了 13 名小
学毕业生。 前不久， 学校对这
13 名新生进行了摸底调查，男
生只有 3 位， 土生土长无锡娃
约占三成。 该校副校长、市季志
良锡剧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季志
良说，作为锡剧发源地的无锡，
肩负着传承、振兴锡剧的使命。
虽然目前锡剧专业招生本地娃
比较少， 但是他对锡剧的未来
很有信心。

这 13 名一年级学生中，外
乡来的娃占了 7 成以上。 该校
老师坦言， 现在的小孩子能讲
无锡话很少， 有的根本就听不
太懂。 锡剧有其独特的韵味，唱
词和念白中也有韵脚， 孩子还
需从了解无锡话开始。

戏曲表演讲究男女搭配，
诸如锡剧经典选段《双推磨》等
不少剧目表演都需要男演员。
今年新生中男生只招到 3 人，
男学生过少无疑限制了锡剧的
表演与未来发展。 他分析招收
的学生基本为小学六年级学
生，招生期恰逢“小升初”，“无
锡是教育高地， 家长比较注重
孩子的教育。 把锡剧作为一项
兴趣爱好培养家长还能接受，
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未来从
事锡剧表演， 更愿意让孩子走
常规的升学路径。 ”为此，为了
招到好苗子， 无锡文化艺校扩
展了招生范围， 近年来学校从
常熟、常州等周边城市招生，甚
至还远赴徐州到当地武校中找
寻锡剧表演的好苗子。 学校还
计划明年招生提前开展并多招
收一些男生。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自
小受锡剧熏陶的季志良介绍，
众所周知，一名锡剧演员必须
多年如一日学习“唱念做打，
手眼身法步”， 付出的努力多
于常人。“但学员们苦练多年
后工资很可能还没有快递员、
销售员多”， 他们中的一些人
虽然一度感到迷茫和困惑，但
坚持下来的还是很多。 季志良

坦言，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会说
无锡话， 更听不懂锡剧念白，
然而，进戏院听过锡剧的年轻
人不少会被锡剧打动，慢慢成
为锡剧迷。

近年来无锡不少学校成立
锡剧社团 ， 创编锡剧校本课
程，教学不断推陈出新，不少
孩子乐在其中。 江阴市南闸中
心小学将锡剧融入美术、音
乐、 语文等多门学科教学中。
副校长耿宇红说：“音乐课师生
共唱锡剧，美术课画锡剧人物，
语文课会分析锡剧人物， 发掘
孩子们对锡剧的兴趣， 爱家乡
爱祖国。 ”省锡剧团锡剧老师韩
卫忠还为学校改编锡剧曲目，
深受学生欢迎。 无锡文化艺校
戏剧科科长王国林介绍， 他们
学校近年来创编了《白蛇传》
《沙家浜》中的《奔袭》等新戏，
锡剧教学对唱段和武戏含量进
行了调整，以京剧、昆曲训练学
生基本功和身段。

2012 年起， 市少年宫每年
举行无锡市“小小红梅奖”少儿
锡剧邀请赛， 吸引了越来越多
学校参与其中。 无锡市“小小红
梅奖” 少儿锡剧邀请赛的发起
者之一、 市少年宫副主任王伟
澍说， 第一届比赛举办时只有
10 余个节目登台， 到去年第七
届比赛已有 29 个节目 200 余
名学生登台表演。“锡剧要传承
和振兴一定要有观众基础，我
们做这些工作就是希望能培养
出新生代的锡剧观众。 ”王伟澍
介绍， 传统艺术的发扬还要借
助新手段。“去年‘小小红梅奖’
比赛首次进行了网络直播，有
大洋彼岸的观众给我们留言点
赞，让人欣慰。 ”

无锡文化艺术学校自 1959
年建校之初就开始培养锡剧专
业人才。 季志良表示，政策支持
坚定了他们培育锡剧人才的决
心。 锡剧革新和振兴是一个大
课题，还需各方共同努力，期待
有一天无锡市民都愿意自掏腰
包购票观戏。

（陈春贤）

学生娃学唱锡剧
大有可为

纪念锡剧大师王彬彬诞辰 100 周年

众多锡剧名家将献演首届锡剧艺术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