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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与丑生创造 
秦华生 

《中国文化报》2001 年 6 月 2 日第 3版 

- 

         秦华生  

升官记》、《膏药章》，还是改编《法门众生相》，湖北省京剧院继承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之传统

反思人性之弱点，以丑角为主演装扮主要人物，丰富了京剧丑角表演和唱腔，创造出京剧丑生这一新行当，成效卓

示官场里人性异化过程。 

权力。有官则有权，官位意味着权力。官大则权大，官小则权小。权力还能给官员带来名誉、地位，获取官位，自

。徐九经升官上任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就说这歪脖子树吧，要是它有朝一日被哪位木匠师傅看中，选去做金

雕个龙头呢。”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谈》所言：“首先为徐九经设置了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坎坷不平的个人命运：虽有才华，但其貌不扬；久不得志，

最后纵然抑恶扬善却不得不弃官而遁。他既有为民做主的大抱负，又有个人升官的小算盘；他正直、善良，却又在

然好酒，并不贪杯……有意把这矛盾着的诸方面都有机地溶成一体，围绕着人物性格来构思情节，结构场次。”即

的官场漩涡中。徐九经在官场派系争斗中的处境，内心深处良心与私心的灵魂搏斗，惊心动魄并使人可信。“当官

巧妙审案后主动辞官归隐，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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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徐九经升官记 

  

强烈的权力等级，加之官吏的升迁降黜取决于上司的赏识与否，而并不完全在于官员的德行、才干、政绩等方面，

官员要维持自己的权力，满足自己的极度欲望，便不得不阿谀奉承上司，甚至放弃个体人格尊严，对上级一味屈从

法门众生相》，把生旦为主演的戏改为以丑角为主演，大大增加了贾桂的戏。表演艺术家朱世慧扮演贾桂，把这位

，巧言令色，见风使舵，既为虎作伥，又内心痛苦，猥琐自嘲，折射出特殊环境导致的扭曲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

 

京剧《法门众生相 

  

音，即广大民众渴望官吏清正廉明，要求公平公正的善良愿望。 

而下的授权制，金字塔式的“场力”从塔尖逐层向下辐射。相当长一段时期是不同形式的封官制，或军功、或因袭

目光投向科举考场，从考场通向官场，实现个人的各种欲望和人生价值。为提高官员思想素质，历朝把弘扬儒家道

中选取科举考试题目。而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模式是由各级官府颁行各类规约，来调整各个阶层以及个体之间的利

的会寻求官员庇护。这类“寻求”向社会规则的公平公正挑战。作为社会裁判的官吏就面临严峻考验。徐九经正是在

治贪赃枉法，希冀刚直不阿、秉公执法的清官，如把包公神话到“夜间断阴间冤案”的地步。剧场若上演平反冤案

，元杂剧、明清传奇、京剧及各种地方戏中均有公案戏这一大类。观看公案戏，可使观众在剧场中宣泄对官场腐败

理基础。 

殊环境中人生的困惑与无奈，反思人性的弱点及民族意识中的劣根性，折射出历史与现实的荒诞性。 

动荡时代小人物的明哲保身而不能保身，既善良又胆小，想爱又不敢爱，复杂性格的某些方面与鲁迅笔下的阿Ｑ有

上一个重要的艺术形象。而在特殊的环境中徐九经的困惑，最后对现实的逃避而归隐，贾桂的无奈与无赖，深入人

人物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渺小与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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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膏药章》 

北省京剧院上下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继承楚文化“优孟衣冠”干预现实、仗义勇为的精神，发扬唐参军戏以丑角为

象，突破以往正面官员以生角扮演的框框。尤其是膏药章的装扮和表演，更多地加入了生行的表演，以致形成了京

团对艺术的追求，使喜剧艺术由浅薄的搞笑变得深刻，喜剧人物性格由表面化进一步深化，拓展了民族喜剧反映生

表，还是唱、念，都有新的创造，难能可贵。这些舞台创新不仅给京剧丑角艺术以新贡献，而且给当代观众很多审

艺术魅力之所在。 

  (载《中国文化报》2001 年 6 月 2 日，第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