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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
讯员 李瑞生）4
月 27 日，在临清
市京剧会馆，国
家二级京剧演员
马士利、陈红娟、
张宝祥为临清市
京剧团青年演员
及戏曲专业班学
生上了一堂干货
满满的京剧艺术
培训课。老师们
用朴实简洁的语
言，极具感染力
的示范，为大家
带去更深层次的
京剧艺术启示，
引导大家继承发
扬京剧艺术。

据了解，“京
剧传承在行动”
今年 3 月 3 日启
动，由临清市委
宣传部、临清市
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临清市京剧
团承办，该活动将
持续开展，为广大
京剧演员、戏迷票
友们提供零距离
接触国粹艺术的
机会，让其尽情感
受传统文化魅力，
开拓文化艺术视
野，为其学习京剧
艺术营造浓厚的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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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若要用
一个文化符号来代表京剧，除了脸谱或许
就是戏画了。梅兰芳先生曾把表现戏曲题
材的绘画称为“戏曲画”，当代人大多用“戏
画”代之，也有人称“戏曲绘画”，总之是指
与戏曲艺术相关的绘画作品。

与戏画为伴，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临
清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雪涛已经走过了
20多个年头。从最初看戏时的随手速写，
到今天在十几米长卷上的挥毫泼墨，他不
仅用绘画的形式讲述京剧，还将戏画带到
一个新的高度。

缘 起

无京剧 不戏画

中国是戏曲艺术大国，戏曲史有2000
多年，戏曲的表演形式有360余种，戏曲剧
目数以万计。最早有类似戏画的作品是在
汉代，在洛阳发现的汉墓中就有描绘“鸿门
宴”的壁画。当时的戏画作品，只是一种较
为简单的人物形象，还谈不上更多的美术
价值。明清时期是戏画的繁荣时期，戏画
随着画种的丰富，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戏曲
插图、戏曲年画、戏曲版画不断出现。

戏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在原先以商
业推广为主的基础上，又诞生了更多带有
个人情怀的水墨彩墨写意戏画，早期有关
良、林风眠、叶浅予，之后又有高马得、韩
羽、聂干因，他们对戏画的贡献，是发自内
心热爱戏曲和戏曲美术，并以各自独特的
艺术手法，把戏画从过去的附属作用中解
放出来，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戏画史。

无京剧，不戏画，两者好比并蒂莲，一
荣俱荣。临清是京剧之乡，也是滋养临清
戏画的一方沃土。京剧在临清究竟有多
火？从十多年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
海给了临清“京剧之乡”的称号至今，许多
京剧名家来临清演出，都有种亲切感。

时间的指针拨到明清时期，临清就是
大运河岸边重要的水运码头和货物集散
地，也是徽班进京的要道。临清人酷爱京
剧，票友遍布全城。无论是大街小巷、酒楼
茶肆，还是普通家庭，角角落落随时都有可
能飘出一段抑扬顿挫的京腔京韵。

徐雪涛的京剧表演是被季羡林先生称
赞过的，他的初中老师马景瑞在回忆录中
有这样一段描述：“季老在《祝寿晚会》一文
中特别夸赞了徐雪涛，他写道：‘唱老生的
那一位一鸣惊人，字正腔圆，响遏行云，获
得满堂喝彩。京剧我稍微懂一点，一听就
知道演唱者是一位行家’。唱老生的即是
徐雪涛。”

坚 守

情寄丹青绘梨园

近水楼台先得月，正因对京剧有着痴
狂的热爱与深厚的表演功底，在徐雪涛的
戏画作品中，戏剧人物得以入木三分地表
现出来。戏画是创作者的才情流露，正因
为徐雪涛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又能博采
众长，一幅画才能在他的笔下生发出无尽
的感染力。

1968 年，徐雪涛上初中，当时的美术
老师是杭州美院毕业的名师查华，查华
发现徐雪涛有着惊人的绘画天赋，就让
徐雪涛专门负责学校的板报创作。1970
年，徐雪涛被选拔到临清县文工团当演
员，后专攻京剧，拜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元

寿先生为师，成为临清京剧团的台柱子、
唱老生的名角儿。徐雪涛回忆：“当时跟
着剧团到处演出，每到一处，我都会拜访
当地的书画名家，和他们交流切磋，艺术
的融会贯通让自己的绘画水平有了很大
提高。”

真正开始戏画艺术创作，得益于戏剧
人物画家施胜辰，施胜辰是叶浅予的学
生。徐雪涛用“莫逆之交”形容两人的关
系，正因为交情匪浅，两人才有了深入的
艺术交流。1989年，经恩师谭元寿先生力
荐，徐雪涛拜在全国著名书法博士生导师
欧阳中石先生门下，之后，又受到国画家
周思聪、卢沉夫妇多年的教诲，受益匪
浅。“一个画家，不能像磨道驴一样，蒙着
双眼，在泥泞的道上转圈圈。只有踏出前
所未有的足迹，道路才能继续向前延伸。”
周思聪先生的话，至今在徐雪涛耳边萦
绕。

“雪涛多方拜师学艺，画起了戏剧人物
画。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又是梨园中人，触
类旁通，没过多久，他便把戏剧人物画得有
模有样，鲜活灵动，广受好评，在全国书画
大赛及展览中，多次获得大奖。”马景瑞赞
叹道。

发 展

笔墨当随时代

“艺术都是相通的。”徐雪涛说，“舞台
上讲究抑扬顿挫、唱念做打，绘画上讲究浓
淡干湿、穿插避让。京剧艺术家认为画的
是京剧，国画家认为画的是国画，这才是成
功的作品。”

戏画与其他绘画的创作有什么不同？
如何创作出来的？简单来说即看戏、懂戏、
爱戏、画戏。“要想画好戏画，必须对戏剧有
深刻理解。戏画不是戏剧某一幕的简单再
现，而是一出戏中最典型的场景或造型的
精练呈现。”说到戏画，徐雪涛说，“笔墨当
随时代，画家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样欣赏者
才可以读画、听故事、品人生。”

徐雪涛补充道，自己的戏画作品追求
以书入画、以画代情的表现风格。把戏中
人画得太像，那是摄像师与工笔画家的任
务，不是一个国画家的追求与目标。一个
好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是通过唱念做打表
现出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表达出剧本与
导演所赋予的思想和观点。而画家切不可
以戏画戏，必须要以再创作的态度，以国画
元素为载体，用笔墨语言道出画家自己想
要表达的心声。

创作时，徐雪涛常以中锋为主，兼以
侧锋，以水墨为主，兼施淡彩，运笔如行
云流水、一气呵成，神态、动势、意境、情
趣相得益彰。凝神欣赏一幅幅戏画作
品，只见画中人物虽只有简单的几笔勾
勒，一点淡雅的色彩涂抹，却画得栩栩如
生，活灵活现。

让古诗词、长短句、打油诗等为自己的
戏画作品添彩，是徐雪涛一直坚守的原则，
每幅作品中题款成为点睛之笔。《三娘教
子》中有“教子读书修功德，得志莫忘育花
人”之句，《英雄义》中便有“虚动干戈便是
戏，曲终人散方罢休”之语……如此种种，
若能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思想精
义。唱念做打、喜怒哀乐、百态人生都在方
寸之间静静流淌。

一幅戏画，何止百般滋味。这里面印
刻着岁月的洗礼与沉淀，也珍藏着一段段
刻骨铭心的记忆。当京腔再次在这片沃土
响起，值得感念的还有在四尺宣纸上的戏
画人生。

相关新闻

徐雪涛在画戏画

徐雪涛的戏画作品《霸王别姬》

徐雪涛的戏画作品《三娘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