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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 韵 画 中 来 ”
尹桂芳越剧摄影连环画再版重生
11月24日，由颜南海博士总策划，汉廷文化携手影舞者文化策划推

广的“尹韵画中来”--《尹桂芳珍贵越剧摄影连环画》(再版)于中国钻石交
易中心大厦举办签售活动，并在随后于复旦大学举行首发式。该书将在网
上及上海博库书城独家实体书店发售。

连日秋雨，昨晨放晴。中国钻
石交易中心大厦挤满了怀揣数十载
热忱的戏迷，他们齐聚此地，与尹
门弟子茅威涛、赵志刚、王君安等
越剧大牌一起，见证画册《尹桂芳
珍贵越剧摄影连环画》重生，“尹
韵画中来”系列活动由此展开。连
环画于昨天下午在复旦大学举行首
发仪式，300余套连环画被抢购一
空。

寻寻觅觅三年整

一代艺术大师尹桂芳在鼎盛时
期留下来的影像资料很少，让尹门
弟子与尹派戏迷抱憾不已。得知

《尹桂芳珍贵摄影连环画》再版的
好消息，尹门弟子的欣慰之情自不
待说。

总策划颜南海博士回忆说，他
在复旦大学念书时常去尹先生家拜
访，和老人谈戏。有一次，尹先生
拿出一本 《宝玉与黛玉》 的连环
画，连环画用黑白相片记录下尹桂
芳的舞台身影，让他惊喜万分。不
过，廿年来，官方和坊间的档案资
料里难以再见这部连环画。2009
年，尹派一代传人、越剧表演艺术
家尹小芳告诉颜南海，尹先生录制
过三本越剧连环画： 1953 年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 1955 年的
《宝玉与黛玉》、1957年的 《珍珠
塔》，出版至今都超过50年，有的
出版社也不存在了，有的原始资料
都遗失了。

今年，断断续续寻觅终有收
获，福建连环画收藏家、戏迷周海
勇用自己珍藏多年的孤本换来了保
存完好的连环画 《梁山伯与祝英
台》，上海尹派艺术爱好者张勇也
无私提供了《宝玉与黛玉》《珍珠
塔》 的电子版。经过多方助力，

《尹桂芳珍贵摄影连环画》（再版）
终于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
限量发行 1000 套，包括 1953 年

《梁山伯与祝英台》（上下 2 册）、
1955 年 《宝玉与黛玉》（1 册）、
1957年《珍珠塔》（1册）、精美收
藏画册（1本）。

尹门弟子感欣慰

得知 《尹桂芳珍贵摄影连环
画》时隔半个世纪再版的消息，尹
小芳说：“老师的美，老师的好，
老师的艺术魅力，自己确实感受得
很深，但毕竟都只是记忆了。”茅
威涛表示：“追随太先生学习尹派
的二十多年中，在视觉和听觉上总
不能兼而有之，声腔是滋养我的巨
大艺术养分，而在视觉方面，却一
直留着空白。”赵志刚则回忆起老
师在病榻前传授饰演宝玉的情形。
尹桂芳关门弟子王君安道：“拿到
这套连环画，我一页一页翻开，一
点一滴回忆太先生当年的样子，我
想，要把太先生教过我的每出戏演
得好些，再好些。”

连环画推出的同时，由汉廷文
化与影舞者文化共同策划的，讲述
其重生记的微纪录片 《尹韵画中
来》也同步制作完成。曾为“小鹿
纯子”配音的朗诵艺术家姚锡娟担
任旁白，自小痴迷尹桂芳演出的
她，为了录制微纪录片旁白，抱病
数次往返沪粤之间，分文未取。

京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夫人李
蔷华，戏曲音乐家、《宝玉与黛
玉》作曲连波，昆曲表演艺术家岳
美缇等艺术家纷纷尽义务，为配套
微纪录片《尹韵画中来》奉献声与
影。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派
创始人、我的老师尹桂芳，她从
艺六十余年，为振兴越刚事业呕
心沥血，不遗余力。可谓艺精品
高，芳溢越坛。

我能作为尹门弟子。可说三
生有幸。一九四三年我年仅十二
岁，因生活所迫，被送进龙门戏
院投师从艺。当时的台柱小生就
是尹桂芳，她那俊美的扮相，迷
人的眼神，精湛的表演，悦耳的
唱功，将我这个不懂戏的穷孩子
吸引住了。我第一次看懂的越剧
是尹桂芳老师的演出，第一句学
到的是尹桂芳老师的唱腔，第一

个在我心底里最为敬佩的就是尹桂
芳老师的艺术。一九四六年我正式
师从尹桂芳，改取艺名尹小芳，从
此随侍老师亲聆教诲。我们师徒就
此结上了不解之缘。

创立“芳华”，是老师与当时
“雪声”共同在四十年代前期进行
越剧改革的继续。由于剧团有了比
较健全的艺术创作班子，老师得以
在与编导、作曲、舞美的通力协作
下，更充分地施展她的才华，至解
放后的五十年代，通过上演诸如

《西厢记》、《梁祝》、《浪荡子》、
《屈原》、《红楼梦》等剧目，使尹
派艺术更趋成熟、完美。老师醇厚

委婉、洒脱深沉和刚柔相济的唱
腔，使广大观众入迷；老师的台
风、气质、优美的身段和细腻刻画
人物的表演为无数观众倾倒。我钦
慕老师的艺术．用心模仿她的一腔
一调、一招一式，深受老师的艺术
熏陶。

我有幸在老师身边，除了直接
受尹派艺术的熏陶外，老师的戏
德、钻劲，都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
育。譬如，老师是以儒雅小生驰名
于越坛的，但一旦需要时她就主动
扮演其他行当甚至没有多少戏的角
色，只要能够博得观众喜爱，她都
乐于接受，认真对待。老师自己对

待艺术十分严谨，也如此要求学
生。记得我从师第二年，老师就介
绍我到刘金玉科班．让我加强基础
训练。在那里，每天练功、练唱，
跑龙套，什么行当都要学，所以
生、旦、净、末、丑．我都演过，
这为我以后开拓戏路．能比较自如
地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老师还教育我对艺术
必须一丝不苟，她说：”角色无大
小。上舞台就是背对观众也应演出
戏来，这才是艺术。”以后我总是遵
照老师的教诲，认真对待艺术。尹
派艺术对我的陶冶是非常深刻的，
自一九五—年春节起，每逢老师突

然倒嗓或外出活动时。我就沉着
顶替，代师演出，获得同行一致
好评和观众的赞扬。这是老师对
我的绝对信任和精心培养的结果。

随着自己艺龄的增长，在解
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结合演出与
教学，得以进一步探索尹派艺术
的精髓，溶入自己的演唱之中，
进行不断的尝试，使我在认识与
掌握尹派演唱艺术上有了很大的
长进。因此我为尹派艺术的承上
启下做了些弘扬工作，全是老师
亲切教诲、从严要求的结果。长
期来，我为有这样—位好老师而
感到自豪。

尹小芳

我 的 恩 师 尹 桂 芳

一次偶然的机会，陪同越剧
演员赵志刚去看望他的老师尹桂
芳。说是偶然，大抵因我不是刻
意的、做好准备的造访者，也没
想到能有这么个机会，心情到底
平静如水。若说偶然也并非偶
然，在我不多的戏曲经验中，越
剧所承载于心的比重更多，尤其
是尹派越剧。况且尹桂芳在我的
家乡福建落户多年，至少与她是
半个老乡，此番见面，不说眼泪
汪汪，却也是心潮荡漾。

进入淮海路段。乘上电梯。
踏入尹桂芳的家门。进入眼帘的
是一组画面—— 尹桂芳坐在轮
椅上，坦然、安详的面部表情，
露出几丝孩子般的笑意。右手无
法动弹，只好举起左手，轻微
地、颤抖地招呼客人的到来。然
后又笑了笑，嘴唇蠕动了几下，
却 不 知 说 了 些 什 么 ， 我 听 不
懂。

无需说些什么。那时那刻，
我突然知道了许多，听到了许多
她想要说的话，感受到了老艺术
家内心的清纯气息。可惜我不是

画家，无法描摹下这一幅令一生都
难以忘怀的画面。也许画家也是描
摹不了的，心底的感受更无法用言
语一下子表述得清楚，只能慢慢地
回味，细细地揣想。

我开始不平静了。视线悄然移
至墙上，那一幅真正的画——画的
是尹桂芳的舞台形象，画两边是一
幅对联，各以桂、芳二字开头：桂
子飘香怡红院，芳名永驻汨罗江。
对联以尹桂芳塑造的贾宝玉和屈原
的两个形象为素材。

然而，这一瞬间，不禁偷偷瞧
瞧眼前的尹桂芳，叫我如何想象，
当年的她是如何化身为清纯可爱的
怡红公子，又如何超然为深沉抑郁
的汨罗江魂？

无法想象。
眼前的她，是一个近乎天真的

“女孩”。人生的艰辛、岁月的沧桑
尽然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天真
的容颜。也只有这般容颜，才能寻
见她往日的心迹、青春的辉煌。这
是年逾古稀以后的天真。

眼前的她，是一个难免孤独的
老人。有如贾宝玉面对素烛白帏有

许多话要对林妹妹说的孤独；又
如屈原徘徊在汨罗江畔、壮志难
酬却依然豪气冲天的孤独。这种
孤独，绝非一般的身世孤单和凄
凉之感，而是灵魂与天地人生融
为一体的况味。这是年逾古稀以
后的孤独。 天真是美好的，孤独
是伟大的。尹桂芳老人此生拥有
的东西很少很少，但她却拥有了
一份天真，一份孤独。

闲坐之余，告辞之前，我们
吃了四季汤圆。尹桂芳也吃了，
还笑着说了一句“四季平安”。前
面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除了半
身不遂，她的发音功能也有严重
障碍。然而这一句我确实是听清
了，听懂了，她在说“四季平
安”。

是啊，尹桂芳老人，也愿您
的晚年，四季平安。

临出门时，她轻轻用左手握
了握我的右手。

我分明感知到她的左手同我
心里一样沉重。

因为，这一次见到老乡，难
免“眼泪汪汪”了。

初见尹先生
余青峰

伊桂芳饰杨忠宝的剧照

回 忆

艺术特色
深沉委婉，洒脱隽永，流畅舒展，缠绵柔和，韵味醇厚，独标一

格。其唱腔艺术，醇厚质朴，跌宕有致，具有“圆、润、糯”三大特点，
风靡越剧界，经久不衰，在越剧小生中学尹派的占大多数，有“十生
九尹”之称。

她的音域并不宽，唱腔多在中音区运行，很少用高音；她的鼻音
较重，演唱时按“字重腔轻，以情带声”的原则把字音吐清而别具风
味，又善于运用重音和音色、速度的变化表达人物感情的起伏。

在表演上，尹派讲究手眼身法步的运用，演技精湛优美，潇洒细
腻，格调清丽高雅，风度翩翩，多扮演风流潇洒、文雅温柔的书生，朴
实而不呆板，靴子功、眼神功更是令人叫绝，聪颖而不轻佻，潇洒而
不飘浮。

改革成就
20世纪40年代，她已具有比较丰富的艺术实践经验。投身越剧

改革：尹桂芳努力学习，多次观摩了京剧、话剧的演出，看的电影也
不少，眼界逐渐开阔，对科班那一套也感到不合时代要求，于是积极
进行越剧改革，决心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来。

在演唱艺术上，继承了竺素娥等同行的精华，又向京剧小生名家
叶盛兰、姜妙香、俞振飞等取经，借鉴其艺术成果，充实、提高自身的
表演水准。也从话剧电影中吸取营养，逐步形成了质朴流畅、醇厚
隽永的风格。在上海很快走红，这对越剧小生行当的成熟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

越剧“三花一娟一桂”的时代由此刻开始向“尹桂芳时代”转变，
万人空巷的“尹桂芳现象”成为越剧最终确立起以小生为台柱的风
格特征的有力佐证，成了上海越剧圈中的代表人物。

历史地位
在越剧界，她富有创新精神，是继袁雪芬之后最早投入“新越

剧”行列的著名演员，为越剧改革作出巨大贡献。编辑本段主要作
品 尹桂芳一生演过上百个剧目，其代表作有《屈原》、《江姐》、

《浪荡子》、《红楼梦》、《西厢记》、《何文秀》、《玉蜻蜓》、《信陵君》、《盘
妻索妻》、《沙漠王子》等。代表人物：贾宝玉、何文秀、梁玉书、屈原、
张生、信陵君等。塑造了一系列经典艺术形象。

本版编辑：陆益峰乐梦融梁建刚张乾

尹桂芳的艺术成就

尹先生的
其人其事
尹桂芳（1919年 12月

1日－2000年3月1日），女，著
名越剧演员。

越剧界曾有“十生九
尹”的说法，其中之“尹”便是尹
桂芳创立的尹派艺术。

尹桂芳，越剧小生表演艺
术家，生于1919年，卒于2000
年，祖籍浙江新昌。他 8岁丧
父，12岁进入嵊县醒狮剧社学
花旦，后考进嵊县华堂镇大华舞
台。1933年搭班演出，1934
年年底，沈家门一个戏班缺少小
生，班主自作主张将尹桂芳取名
为尹云峰挂出牌子，尹云峰竟一
唱成名。1938年，尹桂芳来到
上海，先参加越剧界慈善义演，
后分别与筱丹桂、王明珠、邢竹
琴、吕爱花搭档演出。1940年
秋，尹桂芳与竺水招合作挂头
牌。1942年 6月，尹桂芳与来
自四季春班的傅全香在老闸大
戏院演出了《黄金与美人》、《春
花泣秋风》等新戏。1944年，
尹桂芳在竺水招的支持下，请来
编导，采用立体布景、写实道具、
新颖灯光，在龙门大戏院演出
《云破月圆》。1945年春，她又
聘请洪钧、徐进、弘英、兰明等先
后编演了《石达开》、《夜短情
长》、《宝玉与黛玉》、《春闺梦里
人》、《几时重相见》、《荒岛恩仇
记》、《沙漠王子》等新戏，逐渐形
成自己的风格。1946年，尹桂
芳成立芳华剧团。1947年，她
积极支持袁雪芬倡导的《山河
恋》义演活动，放弃原定拍摄电
影《王孙公子》的计划。1948
年，越剧观众投票选举“越剧皇
帝”，色艺双绝、德艺双馨的尹桂
芳荣登榜首。1954年华东戏
曲汇演，她主演的《屈原》获得剧
本、表演、音乐一等奖。1959
年，芳华越剧团全体演职员迁往
福建。文革中，她遭到残酷迫
害，半身瘫痪。

尹桂芳的艺术特色是深沉
隽永，流畅舒展，缠绵柔和。其
唱腔艺术，醇厚质朴，跌宕有致，
具有“圆、润、糯”三大特点。

尹桂芳一生演过上百个剧
目，其代表作有《盘妻索妻》、《沙
漠王子》、《浪荡子》、《红楼梦》、
《西厢记》、《屈原》、《何文秀》、
《玉蜻蜓》、《信陵君》、《江姐》等。

尹派传人有尹小芳、尹瑞
芳、筱桂芳、宋普南、茅威涛、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