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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剧王子周东亮从小就
对王彬彬有一种敬仰感。 不
仅是因为他的父亲周林华是
王彬彬的徒弟， 也是因为对
“彬彬腔”的喜爱。 锡剧界唱
小生“十生九彬”，周东亮也
是其中一个。“我的第一盘磁
带，就是王彬彬老师的《拔兰
花》。 ”周东亮表示，自己 4 岁
就会唱戏， 是听着王彬彬的
磁带长大的。 周东亮说：“观
众是最好的老师， 你唱的好
不好，看观众反应就能知道，
王彬彬老师以前上台， 不唱
到观众鼓掌，他是不会停的，
这点值得所有人学习。 ”

年过半百的李桂英虽是
“梅派弟子”， 却也是王彬彬
口中夸赞的“江阴小丫头”。
最让李桂英后悔的一件事情
是， 几次搬家将自己与王彬
彬的合影弄丢了，想到这里，
她就很心痛。“上世纪 80 年

代，我刚进锡剧团，就跟王彬
彬有对手戏，对于我们来说，
他就是一个偶像， 可是他完
全没架子， 不但耐心传授舞
台上的经验， 更会经常鼓励
表扬我们后辈。 ” 李桂英回
忆， 刚进团时候自己有点自
卑，在王彬彬的夸赞鼓励下，
自己增添了不少信心。 李桂
英直言，除了唱戏，王彬彬几
乎没有其他爱好， 也没有时
间。 上世纪 80 年代， 只要是
王彬彬的戏，都是一票难求。
连王彬彬自己请亲戚朋友看
戏， 居然也得早上 5 点多和
其他人一样去排队买票。

王彬彬一生举办过两次
个人演出 ，1986 年的“彬彬
腔”演出曾使锡城万人空巷；
2008 年 4 月的“高唱入云彬
彬腔———庆贺王彬彬老师从
艺 75 周年大型晚会” 又一次
轰动锡城。 （晚报记者 璎珞）

听着他的“声音”长大
追忆锡剧泰斗王彬彬———

不不唱唱到到观观众众鼓鼓掌掌
他不会停

“彬彬腔”经典回顾展演、名家荟萃版《珍珠塔》
已到了最后彩排的阶段，灯光搭台、妆容美服、唱腔选段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将跟随一众锡剧名角们“登台亮相”。这
一切，都是为了他———王彬彬。

到今年， 百岁诞辰的王彬彬已与锡剧结缘整整 85 年，
这 85 年里，他从一个孤儿成为一代锡剧泰斗，由他创立的
“彬彬腔”更是蜚声海内外。时至今日，他台上幕后的点点滴
滴依然让大伙津津乐道，后辈戏迷跟随他的“声音”长大，
追忆中都是美好； 年轻的锡剧观众将他奉为偶像，连
他生前的小趣事都甘之如饴。

父子传承 “父亲让我不必拘泥于他的世界”

1959 年 6 月， 因文化
部调地方戏进京汇演，锡
剧《珍珠塔》让王彬彬一战
成名。《人民日报》的记者
张贞发表文章《锡剧“珍珠
塔” 在京打响第一炮》，称
赞其唱腔抒情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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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说‘彬彬腔’特
别， 不如说是观众选择了
它。 ”王建伟（小王彬彬）告
诉记者， 锡剧跟其他剧种
差不多，女角比男角多，在
戏曲中阳刚之气本就很难
得， 父亲浑厚嘹亮的嗓音
可谓是独树一帜。 在自己
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说父
亲成名很早，未到 30 岁就
成了街头巷尾追逐的对
象， 一场戏时常演 2 个月
都座无虚席。

王建伟 9 岁的时候 ，
在父亲的督促下天天练
功， 与他一起的还有自己
的哥哥和姐姐， 可持续了
一两年就中断了。 直到 24

岁， 王建伟才重新走入锡
剧这一行。 王建伟回想起
学戏的过程， 时常自嘲：
“大伙都以为我得父亲亲
身传授， 其实父亲大部分
时间都是舞台上， 几乎没
时间教导我， 连他徒弟和
戏迷得到的福利都比我
多。 ”或许是天赋遗传，王
建伟天生也是一副好嗓
子， 再加上从小看父亲登
台耳濡目染， 一开口就震
惊了当时无锡锡剧团的
人。 于是，为了“彬彬腔”的
传承，王建伟也成了一位锡
剧演员。“你看，我其实又沾
了‘彬彬腔’的光。 ”王建伟
直言，唱戏后，小王彬彬就
成了自己的艺名，自己曾经
对此很排斥，每次演出单上
写着王建伟，后面一定有备
注“王彬彬之子”，观众更是
会不自觉地拿自己和父亲
相比。 如今，67 岁的王建伟
早已不在乎这些虚名，也更
能理解父亲。

“父亲让我自己走师
访友 , 不必拘泥于他的世
界。 ”王建伟直言，父亲虽
未亲自教导， 却总在关键

时刻给予自己帮助。 王彬
彬年幼家贫， 父母弟妹很
早就离开了他，就如《珍珠
塔》的角色“方卿”一样，家
中穷途末路， 只能投亲靠
友。 这也是王彬彬演《珍珠
塔》 千场而不休的重要原
因。 王建伟感慨，父亲总说
自己没能上学是最大的遗
憾，唱戏虽以唱为主，但随
着时代的发展， 戏中角色
的文化背景、 境遇都成了
揣摩角色唱腔、 表情的重
要环节。 谈到此时，王建伟
想到了一个小事。 上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 王彬彬几
位上海的专家朋友来无锡
看戏， 王建伟当时正在舞
台上排练《珍珠塔》中的一
个选段，等他唱完，其中一
位专家就问他，“唱这段戏
时，为何你要哭？ ”这个问
题让王建伟无言以对，为
何要哭？ 是因为父亲唱的
时候哭了， 他就也觉得应
该哭，因为这件事情，王建
伟更加重视对角色的揣摩
和了解。 他说：“唱戏也要
动脑筋，每一句对白、表情
都要事出有因。 ”

“‘彬彬腔’不是我们家族
的财富，而是整个戏剧界。 ”王
建伟说， 父亲的徒弟十余人，
有初出茅庐拜师学艺的，有技
巧娴熟再拜师提升的，也有因
缘分而相识拜师的……王彬
彬从来不拒人千里之外。 王彬
彬在世时，时常与他讨论锡剧
的发展，他觉得锡剧要传承肯
定要输入“新鲜血液”。 王建伟
笑着说，父亲王彬彬聊到锡剧
传承就很激动，他一直提到锡
剧发展的关键还是要靠人才，
剧目是死的， 人才是活的，有
叫得响的演员，才能让这个剧
种得到延续和发展。

此次“彬彬腔”经典回顾
展演的舞台上，就有多位王彬
彬的徒弟， 年纪最大的是 80
多岁的魏景清。 魏景清原是无
锡县锡剧团团长，在王建伟的
印象中，他最喜欢在饭桌上与
父亲对唱，唱到开心时停都停
不下来。 他也是这次演出演员

中年龄最大的，魏景清告诉记
者， 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就
算爬也得来。“我原来叫朱宝
贵， 我的名字是师傅给我改
的。 ”丹阳锡剧团的朱文亮，可
算是半路出家唱戏的人，在
1983 年，他因为机缘拜了王彬
彬为师，当时拜师的细节他还
历历在目：“那时是沪剧和锡
剧的巡回演出，我的老师总说
我的嗓子特别适合唱‘彬彬
腔’， 就把我引荐给王彬彬老
师，当时，我太紧张不敢说话，
没想到成功拜师了，就跟做梦
一样。 ”朱文亮笑着表示，师傅
说自己的名字不响亮，就为我
改名文亮，寓意是在舞台上发
光发亮。 王彬彬唯一的女弟子
也是关门弟子徐新艺说，这位
师父更像父亲。 当年，20 多岁
的徐新艺决定拜 60 多岁的王
彬彬为师，直言师傅一直把她
这个女弟子当女儿看待，悉心
教导。

师徒有爱 如父亲一般体贴关怀

后辈敬仰 听着王彬彬的磁带长大后辈敬仰 听着王彬彬的磁带长大

王王彬彬彬彬、、小小王王彬彬彬彬、、王王子子瑜瑜祖祖孙孙三三代代为为观观众众演演唱唱锡锡剧剧《《珍珍珠珠塔塔 一一夜夜功功夫夫大大雪雪飘飘》》。。
（（陈陈大大春春 资资料料图图））

11997799 年年王王彬彬彬彬演演出出《《珍珍珠珠塔塔》》。。（（无无锡锡市市锡锡剧剧院院提提供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