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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剧表演与其他剧种的风格不同，

要求声腔上大喊大叫，表演上大蹦大

跳，舞美上大红大绿和音乐上大锣大

号。作为一名资深徽剧演员，汪育殊根

据多年表演经验总结了自己对现代戏

剧的观点：新创剧目多、风格雷同多，忽

略了“做”的作用。

汪育殊认为现代人较以往的一桌

二椅、闭目“听戏”转变为对视觉效果高

要求的“看戏”，他更是例举现代相声与

小品艺术的发展，突出人们更倾向于表

演元素丰富的艺术作品。在他看来，徽

剧要发展，就应该将徽剧表演传统观念

中的“唱、做、念、打”改为“做、唱、念、

打”，以表演为中心，演员们要动起来，

带给观众目不暇接的视觉感受。

汪育殊还叙说了一段他和粉丝

的故事，在武汉参与京剧节的徽剧巡

演时，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名为夏文宇

（音译）的70多岁老戏迷曾到后台与

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令他印象最深

的就是夏老先生直呼“徽剧好看”，后

来他们也成了忘年交。这位夏老先

生是一名摄影师，回到上海后将自己

拍摄的汪育殊表演剧照制成精美画

册并邮寄给他，令汪育殊十分感动，

并激励他更加认真表演、将徽剧传统

发扬光大。

徽剧续写“徽文化”新传奇
无画皆妙境

安徽省戏曲艺术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品种繁多，丰富多彩。早在清朝乾隆55年，“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
班相继进京，成为汇成近代京剧艺术的主要源流之一。徽剧作为安徽四大优秀剧种之一，距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在中国戏曲
发展史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它不仅孕育京剧，且中国南北几十个地方戏曲剧种都同它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同时，它还是
徽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直观方式反映了徽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

为纪念徽班进京225周年,我省精心组织了徽剧《徽班进京》、徽剧《惊魂记》等六部带有“徽”字招牌的创新精品力作，将进
京展演。以“新徽班进京”姿态续写当代“徽文化”的新传奇。

日前，作为这两部徽剧的第一男主角，安徽省徽京剧院著名演员汪育殊接受了市场星报记者的专访，畅聊他的戏曲之路。

实习生 殷一冉 记者 吴笑文

“多出戏、多出人”
树立未来新目标

汪育殊平日里教导自己的学生时，常告

诫他要多看多积累。他坦言这个时代娱乐项

目太多，戏曲艺术环境的熏陶太少，“原来科

班出身的人每天都是演戏、练功、再演戏，现

在搞艺术的少了，演戏的机会也少了。”这也

就是汪育殊除了环境之外提及到的“土壤”问

题，只有土壤肥沃，戏曲之花才能绽放光彩。

徽剧面临着“断种”的危险，演员老化，传

承乏人，经费紧张，从业人员越来越少，必须加

紧从保护传承入手，进行徽剧的抢救、挖掘、整

理工作。安徽省徽京剧院通过校园巡演、在小

学课堂上普及徽剧的方法，吸引更多年轻学子

加入到徽剧的戏曲学习中，这一点也得到了老

师和家长的接受。希望政府能够为徽剧发展

提供更多的支持，达到“多出戏、多出人”的理

想目标。

2011年赴意大利演出时，汪育殊与黄梅

戏、庐剧和京剧演员们一起在罗马街头拍艺

术片，每每回想当时场景他都备感骄傲：“路

人们全部都围到我的身边来，想跟我合影留

念。因为徽剧的服装是中国传统戏剧服饰，

对外国人来说充满了东方艺术的神秘感。”

谈起2015年的新年计划，汪育殊说除了

在国内演出，徽剧也会走出国门。由汪育殊主

演的《惊魂记》就是由世界名著莎士比亚四大

悲剧之一《麦克白》改编的，海外演出时唱词也

改编成英文。除了对海外华人展演，徽剧也会

真正走进外国人的生活，向外国朋友们展现纯

正的徽剧文化。

“人前显贵，人后受罪”道尽表演真哲理

汪育殊在戏曲表演艺术中专攻小

生行当。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团队一

起准备进行徽剧《徽班进京》的排练。

即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眉宇间依然透

露着俊秀之气，嗓音宽厚洪亮。

汪育殊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

普通工人，出于对孩子未来工作安排的

考虑，便把他和姐姐都送去学习戏曲。

汪育殊坦言自己并非从小就对戏曲充

满兴趣，只是对戏曲艺术充满了好奇，

九岁时以年龄最小的身份考入省艺校

学习徽剧表演，每天6点起床，先练早

功后吃早饭，“那时候年纪小，开始就

是觉得艺校的生活和学习新鲜好玩，后

来长时间没回家，开始有思乡情绪

了。”

1987 年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

后，他师承著名徽剧表演艺术家李龙

斌，开始了徽剧团里漫漫十年的龙套之

旅。李龙斌不仅是对他传道授业，更是

他的人生导师，对他进行精神上的启

蒙。说起李老师的事迹，汪育殊满满都

是敬佩之情，“1990年时，剧团为庆祝徽

班进京200年，演出四部折子戏。有一

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去练功房，发现里面

已有一个人在练，原来是李老师在排练

下高台的动作，后来才知道他每天早上

7点就来，而我们的规定练功时间是8

点开始。”这一点给了汪育殊很深的触

动，也对他的表演之路启发很大，后来

经过自身表演经验的积累，他开始渐渐

懂得了老师口中“人前显贵，人后受罪”

的道理。

剧团也并非一直蒸蒸日上，期间也

出现了一段不景气的时间，那段时间里

汪育殊先后参与了影视拍摄，跨入了饭

店经营领域，也去过歌厅演出。1997年

对于汪育殊的表演道路来说是转折性的

一年，他出演了剧团原创戏剧《刘铭传》

中刘铭传儿子一角，并获得第五届中国

艺术节优秀表演配角奖，“我对这个角色

很感兴趣，所以想去争取一下，是我向老

师推荐自己，老师又向导演举荐我，最后

才得到这个表演机会的。”虽然没有主角

的光环环绕，但是这次的获奖对于汪育

殊而言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激励着

他在戏曲表演道路上继续前进。

1999年，汪育殊凭借作品《小宴》获

得全省小戏、折子戏调演一等奖，从这

次开始他调整了这出戏的唱腔，充分展

现了自己的表演风格，获得业内人士的

一致好评，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位戏坛新

秀。2000年，原徽剧团程励耘团长带着

自己的新剧本《赵奢收赋》来选角，汪育

殊报名参加却遇上困难，原来表演中有

一个高难度的技巧动作名为“倒食虎变

克子”，需要表演者脚穿厚底、头戴纱

帽，从桌子上翻身跃起最终背后落地，

这个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动作对于武生

演员都不算易事，更别提汪育殊这样的

小生演员。为了学会这个动作，他每天

从早到晚反复练习，即便受伤也忍痛继

续，终于在一个月后，他将这个“难度系

数五颗星”的动作熟练完成了，获得了

团长的肯定、赢得了表演机会，同时也

凭借这部戏一举夺得第六届全省艺术

节戏曲表演一等奖。汪育殊十分看重

这个奖项，认为它含金量高的原因不在

于名次，而在于这次比赛是与很多前辈

老师们同台竞技，获奖的结果也是对他

努力的肯定。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演出一生真本领

“做、唱、念、打”新时代下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