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08
2016年
12月31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足
迹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09
2016年
12月31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足
迹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北京京剧院在欧洲巡演时， 几位德国艺术家
上台向李宏图致意。

李宏图 （右） 在京剧 《赤壁》 发布会上， 与
于魁智、 李胜素、 窦晓璇合影。

李宏图 （左） 与本文
作者合影。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于于彧彧//文文 陈陈艺艺//摄摄李李宏宏图图：：4400年年戏戏如如人人生生

2016年对于李宏图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这
位京剧名家迎来了自己从艺的第四十个年头。 作为
当今叶 （盛兰） 派小生的当家传人， 周年庆自是容
不得丝毫马虎， 《吕布与貂蝉》 《罗成》 《柳荫
记》 《周仁献嫂》 《连升三级》 五出最具叶派特色
的传统经典大戏在长安大戏院连日上演， 引得宾朋
满座， 好不热闹。 台上的李宏图依旧英武俊美、 潇
洒大方， 岁月仿佛并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印痕， 都
说戏如人生， 台下的他一如其所扮演的角色， 直
率、 坦诚。 当阳光穿越北京京剧院练功房的大窗，
照射在他舞动长枪的矫健身姿上， 光影之间他的身
形随着灵动的步法渐渐模糊， 刹那之间竟分不清究
竟他是粉面郎君， 抑或粉面郎君就是他。

被评为“演啥像啥”

40周年剧目展演的系列演出以 《吕布与貂蝉》 这
出戏作为开场， 在记者看来正是李宏图对自己多年来
走过的从艺路的一次总结与回顾。 《三国演义》 中的
吕布被刻画为见利忘义的 “三姓家奴”， 是彻彻底底
的无耻小人， 然而这个背负骂名的文学形象， 在李宏
图的演绎下却透出了不一样的色彩。 在12月9日的这场
演出中， 随着一声 “带马来”， 在赢得满堂喝彩的同
时也将吕布这个角色引出场， 李宏图40年的功夫在这
气冲云霄的短短三个字中尽显无疑。 整出戏围绕司徒
王允巧施连环计诛杀董卓的故事展开， 而吕布戏貂蝉
这一幕无疑是整个故事的高潮， 也是最能展现小生功
力的戏份。 从携胜归来与王允把酒言欢的潇洒自信，
到见到貂蝉后一见钟情的喜上眉梢， 从相互试探的羞
涩之意， 到承诺终身的儿女情长， 再到吕布见不到爱
人而饱受相思之苦的煎熬。 正如莎士比亚所言， “爱
情不过是一种疯。” 青年男子真诚、 炽热、 婉转而又
不顾一切的爱情细节在李宏图的多年揣摩下被精准刻
画出来 ， 角色的可信在观众们的反应中也得到了体
现 ， 观众会为这位年轻儿郎的冒失与腼腆而会心一
笑， 也会为他们许下的海誓山盟为之动容。 至少在这
个时刻吕布的形象不再是刻板化的枭雄或单纯的酒色
之徒， 让人更愿意去相信他只是一个陷入爱情而又难
以自拔的有血有肉的痴情男子。 “演啥像啥” 是李宏

图戏迷对他的褒奖， 更难能可贵的是， 已过天命之年
的李宏图在能唱能打的同时， 还能将角色的性格拿捏
得这般到位，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天赋。

用三年的时间勤学苦练

这种天赋从李宏图小时候就显现出来。 同一般人
对艺术入门要从小做起的认知有所不同， 李宏图学习
京剧并没有“奶功”，直到文革后期他还在普通高中上
学。 由于当时的社会情况，说是上学其实并不准确，李
宏图当时身兼班长、 团组织书记、红卫兵大队长等多
职， 上学就是 “带学生学农学工， 根本不正经学习。”
这时他的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老李家从没出过
大学生， 我父亲渴望我能上大学， 一看这个状况够呛
啊。” 李宏图告诉记者其父亲的担忧。

1975年正好赶上河北省艺术学校招生， 李宏图的
父亲考虑到他考大学不太有把握，不如学一门技术，也
能养活自己，就为他报了名。由于父母都喜欢听戏，从
小耳濡目染的李宏图对此并未抵触， 虽然是京剧行的
“白丁”，凭着出身根红苗正，顺利就进入了学校。

可一进艺校李宏图顿时傻了眼， 由于他学戏年龄
比较大， 学习非常费劲， “那些打小就学戏的同学，
翻跟头和一些武打基本功都很成熟了， 我这腿还压不
好呢。” 大概是祖师爷赏饭吃， 李宏图嗓音高亮， 胡
琴的调门多高他都能跟着唱上去， 颇被老师看好。 启
蒙老师祁荣文就想让他学小生。 “我觉得不男不女的
不爱学， 后来试着学着， 总有人来夸， 就有信心了。”
李宏图说。

如果说在河北省艺术学校的3年是晚到的启蒙 ，
那么在中国戏曲学院的经历才算李宏图真正地学习艺
术。 1979年， 中国戏曲学校改名中国戏曲学院， 并面
向全国招收10名插班生， “那时候文革结束刚开始恢
复传统戏， 很多人都渴望考入这个学校， 全国好像有
几万人报考， 即便如此最后都没招够， 还是非常严格
的。” 考试的惨烈让李宏图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

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的李宏图进入学校后从没放松
自己， “我自知缺少幼功， 所以上学的时候誓要用三
年时间追上别人学七年的水平。 每天3点就起床， 把
排练场的玻璃卸下来钻进去练功， 等到5点同学起床
了我再离开。”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 他得到了包括著
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先生在内的多位名师的指
点， 1993年他正式拜师叶少兰。

在成为叶派传人后， 叶少兰不仅在专业方面给予
李宏图指点， 更是在为人处世上让他受益匪浅。 李宏
图说： “自己在1979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后， 就开始
跟随叶先生学戏， 1993年正式拜在先生门下， 至今已
有30多年了。 从叶师父身上， 我学到了 ‘明明白白演
戏， 清清白白做人’ 的道理， 我体会到了京剧传承、
特别是小生行当传承的意义和重任 。 更让我感动的
是， 师父对我情如父子， 倾其所教。 更是鼓励我多向
其他老师求教， 不断完善自己。 为我的每一点进步都

给予肯定和鼓励的同时 ， 也及时指正我的缺点和不
足。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 与师父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
的。”

从名演员到当团长不被理解

李宏图谨遵师父的教导精心耕耘梨园， 所获奖项
数不胜数： 1997年入中国戏曲学院首届 “青年京剧演
员研究班” 就读研究生， 获第十八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榜首； 2010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 “四个一批” 人
才培养工程……由于自身精湛的演技， 李宏图被许多
戏迷亲切地称作李老板， 戏迷们希望他能在京剧小生
这条路上潜心钻研大展宏图， 带来更多的好戏。 可是
李宏图却在2001年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无法理解的事
情———应聘团长。

“当时很多人都问我这是干嘛啊， 关心我喜爱我
的戏迷朋友还有老师们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当团长， 此
前也的确没有主演当团长这个情况。” 李宏图说。 不
过对于当团长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李宏图认为剧团的领导首先必须是内行， 剧团每
天都要演戏排戏， 会面对艺术创作这方面有技术性和
专业性的问题， 这就要求领导必须有一定的影响力和
艺术水准。 如果是个外行， 大家从心里就不佩服不尊
重你。 所以作为一个团长不懂行是肯定不行的， 还得
有相当的水平， 有群众基础， 他们才服气。

另外， 要有一颗真诚面对大伙的心。 过去说宁可
带千军万马不带一个团， 不少艺术家都个性张扬， 具
有排他性， 有着我好你不好的那种孤高， 如果他潜移
默化把这种思维模式融合到工作生活中， 你就很难管
理， 这就是艺术团体领导难当的原因。 管理剧团是一
门综合 “艺术”， 需要方方面面配合， 配合就需要团
结默契， 怎么才能让大家凝聚起来？ 就需要把整体的
思想意识抓起来， 还有就是作为团长有话语权、 决定
权甚至是参与权， 这样就能把自己的艺术思考和艺术
理念融进工作中。

不过促成李宏图成为团长最重要的一条理由， 是
在多年的戏曲生涯中 ， 他见到了太多让人寒心的事
情， 比如有些领导以权谋私， 艺术水准低下， 没有全
身心为团体服务， 造成演员们有很多情绪。 每当看到
这些， 李宏图常常会扪心自问， “你自己干这个团长
能不能干好？” 对此李宏图也思考良多， “我觉得领
导需要在业务、 开拓市场、 协调等能力方面都必须胜
任。 还有一个就是权威， 权是上级领导给你的， 威就
是你自己的德行， 平时工作中大伙对你信任不信任，
认可不认可， 决定你是否能够胜任团长这份工作。”

在带着名角的光环当上北京京剧院团长后， 李宏
图也迎来了许多的困难， “实际上不是我狂傲， 我做
一个主演或者说做一个名演舒舒服服其实挺好的， 谁
找我演戏都得求我， 用不着我去求别人。 当团长其实
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 受累多， 得罪人多。” 但至今
他觉得无怨无悔， “因为我内心有个追求， 京剧给了

我一切， 我希望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回报， 而不是因
为待遇不好凉了心， 转行干别的。” 纵观这十几年的
团长生涯 ， 李宏图自认为还是比较有群众基础的 ，
“有的人势利眼， 跟我说你跟领导不和， 你还怎么当
这个团长？ 谁还投你票？ 不过在几次单位岗位调整，
不管是摸底还是投票， 我都是前几名的票数。”

生性耿直也曾惹上“麻烦”

也许是人生如戏， 演惯英武刚健的小生角色， 眼
里揉不进沙子的性格也被带入到李宏图的工作生活
中， 这也使得他如其所言惹上了许多 “麻烦”。

2014年， 北京京剧院公示了 “李宏图被暂停梅团
常务团长职务的决定”， 决定中写道： “鉴于李宏图
同志组织纪律观念淡漠， 缺乏大局意识， 不能从思想
上与剧院保持一致， 不能正确对待领导批评， 经院长
办公会研究决定， 暂停李宏图同志梅兰芳京剧团常务
团长职务……” 这则决定经网上传播， 在喜爱李宏图
的戏迷圈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回顾两年前的这次停职， 李宏图也为记者解释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时排练的这出 《梅华香韵》 正是
去美国参演之前比较紧张的时候， 一位演员因外祖父
过世请假而没来参与排练， 正好赶上院领导来检查，
领导发现少人态度便一下严厉起来。

虽然这位演员并没有跟李宏图请假， 但李宏图还
是坚持认为应该把戏排完再去处理这个情况， “那位
演员其实就是一个龙套， 并不影响大局， 除了他以外
大家都来了 ， 应该看到服从组织纪律的还是一大部
分。 再者艺术创作者是用人刻画人物， 一旦有情绪，
就很难表达出来好的状态 ， 因为个别人影响大家情
绪， 大伙的创作激情没了得不偿失。 作为主抓团里业
务工作的领导， 更重要的应该是想尽办法调动潜在积
极因素 ， 让大家好好工作 。 我觉得大家都辛苦几天
了， 领导一来就指责埋怨， 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所以
跟院长就发生了争执。”

以推广叶派小生艺术为己任

“当时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 一个是艺术观点不
同， 一个是对剧团管理的分歧产生的意见， 当然也有
我不冷静， 在公共场合跟领导去争执这些问题， 有些
处理不得当。 停职了几个月后， 把事情处理清楚就恢
复了。” 这种事情在李宏图看来并不值得一提， 促进
京剧艺术和叶派小生艺术的传承与推广， 才是他看得
最重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李宏图在被问及未来十年的
打算时 ， 曾作出如下回答 ： “在我能力允许的情况
下， 把叶派小生艺术发扬光大， 还有就是教学， 普及
京剧； 有机会我们拴在一起做对京剧有益的工作， 我
觉得非常有意思。” 李宏图对记者也表示， 本次借着
从艺40周年的机会， 把能够展示叶派代表剧目的五出
大戏集中搬上舞台，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
欣赏了解叶派小生艺术。

由于京剧名段故事大多讲述家国事， 小生这种多
在男女情长剧目中出现的角色常被人认为不受重视。
李宏图并不反驳这种观点， “很多人对小生行当和我
们这些从业者失去信心 ， 觉得剧团里不重视这个行
当 ， 很多时候也就来个配戏 ， 顶多演个折子戏就完
了， 因此信心不足， 不像培养老生、 旦角儿这样， 全
方位的为你搭建平台。” 面对这种 “不公平”， 李宏图
认为， “谁让你学了小生这行的？ 演小生这行， 你就
得无怨无悔， 就得付出比其他行当演员多许多倍的努
力 ， 才能完成你所承担的角色和工作 。 因为你是小
生， 所以你穷的富的、 文的武的都得行， 所以你要付
出比其他人多很多的时间和劳动。 我一直在鼓励我的
师兄弟和学生们， 我们面对这些可能会有想法， 但这
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 只要我们有好的艺术， 就会得
到观众和社会的认可。”

在微信中， 李宏图给记者留言： “希望你能成为
喜欢戏的人。” 一句朴素的话语道出这位为京剧事业
奋斗半生的艺术家的心声。 而记者的思绪也被这句话
拉回到采访李宏图那个阳光明媚的普通冬日， 时光仿
佛就被凝结在那一刻， 只剩下一人、 一房、 一场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