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贵 的 探 索
——与 青 岛 歌舞 团 独 唱 演 员 徐丽君一席谈

长夏

去年 秋
季，一次偶 然
的机会，在 沈
阳万人体 育馆
有幸 欣 赏 了 全
国单列城市歌星演 唱会。在劲歌
狂欢、通俗歌 曲 一边 倒 的 气 氛
中，青 岛 歌星徐 丽君 则 与 众 不
同，以 其婉 转 、激 昂 、优美的 美
声唱法 ，演 唱 了 世界 著 名 歌 剧
《 茶 花 女 》中 薇 奥 列塔喧序调 、
咏叹调 “在我 狂 欢的 日 子里”，
给观众 和 在场的 行家 们 留 下了 深
刻的 印 象。在 通俗歌 曲 的 海 洋
里，能够聆 听 一 曲 美声，确实令
人耳 目 一新，如 今余音仍在耳边
萦绕 。

这次她 随 青 岛市歌舞 团 来西
安，我 观 看 了 首场 演 出。令人惊
讶的 是 ，徐丽 君一反 去 年 的 腼
腆、拘 谨 ，而 以 充满 时 代气息的
风姿，用 带有 浓厚 民 族 韵 味 的
《 黄土高坡 》为 首 曲 ，溶美声 唱
法与 民 族 唱 法于一体，接 唱 《卖

花姑娘 》插 曲 ，甜润 的 童声演唱
技巧 ，开 口 就 紧 紧地吸引 住了 观
众……

听完她 的 演 唱，我 百思不得
其解，一个毕业于 上海音乐学院
声乐 系 的 专 业美声演 员 ，怎能丢
掉专 业而改 唱 民 族 、通 俗 歌 曲
呢？就 此，我在后台 和她进行了
短暂 的 交谈：“我是学美声唱法
的，就是用 科学的 演唱方法演唱
一些难度较 大的 声乐作品，但这
种作 品现在还不 为大多 数观众所
赏识 ，不如 通俗唱法 那样便于和
观众交 流 感情 ，易于使人接受 。怎
样能够做到既保持高 水 平 的 演
唱，又能让观众听到他们所 喜爱
的歌曲 呢 ？通过搜集通俗歌曲 磁
带，研 究其 唱法 特点，在
掌握了 通俗演唱 的基本发

声方法后，我
根据美声 唱法
的科学 发声位
置，运用气息
调节方法，尝

试演 唱通俗歌 曲，终于 达到了
目的。现在我 既 能演 唱高难度
的美声歌 曲，又能演 唱广大观
众喜爱的 流行歌曲 ，并且将两
种不 同 演唱 方式的 歌曲 同 时奉
献给 观众，既 保持 了 我 的 美
声专 业，又适应了 不 同 层 次
观众的 欣 赏 需 求 ，我 作 为 一
个声 乐 演员 ，为此 而 感 到 欣
慰。”

短暂的 交谈，在我 的 脑海
中浮现出一种 想法，在 当 前文
艺演出不 景气的情 况下，一个
文艺工作者如 何适 应社会 发展
的需求 ，徐丽君的实践，不 是
可以作为 借鉴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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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戏 曲 的 “雅”，近 来很
有些 议 论，有 的 赞 成，有 的 反
对。赞 成 的 以 为 戏 曲 不 景 气 ，主
要因 其 太 俗 、太低 、太 不 入 流 。
目前 观 众 的 文 化 素 养 和 审 美 情 趣
不断 提 高 ，逼 使 得 戏 曲 理 应 向 高
层次深 层 次 发 展，使 其 具 有 忧 患
意识 、哲 理 意 识 、生 命 意 识 乃 至

宇宙 意 识 ，总 之，要 有 现 代 意 识
或当 代 意 识。反 对 者 以 为 戏
曲原 本 就是 大 众 化 的 、民 间
的艺 术。如 果一 味 的 “雅 ”
下去，就会 脱 离 大 众，脱 离
人民 ，走 向 “宫 廷 艺 术”，

“ 圈 子 艺 术”，将 导 致 戏 曲
消亡。他 们 觉 得 应 该 大 喝一
声：“雅 ”是一 条 死 胡 同 ，

请勿 前 进 。
其实，“雅”并 不 是一 个坏

名词 儿 ，甚 或 具 有 贬意。“雅 ”
有雅 的 好 处 。中 国 不 是 有 “文 人
雅士”“附 庸 风 雅”之说 么 ，可
见“雅”是一 个 褒 意 词。戏 曲

“ 雅”了 ，就真 得 不 好 么 ，也 不
见得。梅 兰 芳 的 “洛神”、“贵
妃醉 酒 ”可 谓 雅 矣 ，俞 振 飞 的

“ 醉 写 ”也 有 些 雅 意 ，但 是 看 的
人依 然 很 多 ，甚 至很 有 些 “票 房
价值”。而 “牧 丹 亭”、“西 厢
记”也不 可 谓 不 雅 ，只 那 “原 来
姹紫 嫣 红 开 遍，似 这般都 付 与 断

井颓 垣 ”与
“ 西 风 紧 、北

雁南 飞 ”两 阕
曲词 就 够 雅
了，可 是欣 赏
的人还 竟 然 那 么 多 。

因此 ，问 题 的 实 质 不 在
“ 雅”，而 在 于 是 不 是 真 正 的 雅 ，

不是 冒 牌 的 雅 ，或名 之 曰 雅 ，其

实并 不 雅 ，甚 或 把 山 芋 当 人
参，把 干 芋 片 儿 染 黑 ，当 作
木耳 兜 售 。还 有 就是 学 了 些

“ 雅”术，但 未 到 家 ，弄 得
风搅 雪 ，雅 不 雅 ，俗 不 俗。
这不 要 紧 ，慢 慢 奋斗 ，向 雅
提高 也 就 是 了 。所 以 ，就 戏
曲来说 ，雅 并 不 是 坏 事 ，

雅就是 美 ，美 有 什 么 不 好
呢？

问题还 有一 面 ，就 是 观 众

层。有 欣 赏 雅 的 ，有 爱 俗 的 。
“ 娘 家 姓 蔡 （菜 ）各 拣 各 爱。”

就是 爱 俗 的 ，不 妨 看 看 雅 ，爱 雅
的也不 妨 看 看 俗。鲁 迅 先 生 不 知
有无 文 凭 ，文 化程 度 不 会 太 低 ，
但他 小 时 也 看 “社 戏”，而 且 成
了大 文 豪，也还 念 念 不 忘 。由
此，我 想 我们 的 戏 曲 不妨 多 多 引
导观 众，来 赏 一 赏 雅 ，戏 曲 自 己
也不 妨 向 雅 处 走 走，变 得 更 美 更
艺术一 些。

《 秦始 皇——中 国 第 一个皇 帝 》将开拍

《 秦始皇——中 国
第一个皇帝 》将于 最近
开拍，这是加拿大国家
电影局 与 西影厂 合 拍影
片，片种 为 IMAX艺
术片。此类 影片为 巨形
银幕放映，观赏 效果甚
佳。

镜头从 震惊 中 外的
秦兵马俑 威武方阵推移
至两千多 年 前的古代中
国。影片讲述 秦王统一
六国，建立中 国 历 史上

第一个强盛 帝 国 的 故
事，展现 当 时 中 国 历
史、社 会 、政 治 、经
济、军事概貌。该片编
剧王 吉 呈 （执 笔 ），
刘云辉 ，文 学 顾 问 郑
重。

由于我 国 秦代建筑
无一留 存，给置景工作
带来很大难度。西影广
置景部 门与咸 阳 古建公
司根据文字记载及文物
资料 ，设计了 气势雄浑 、

线条粗犷

的秦风建
筑，景地
将再现秦
都咸 阳 古
城门 。
（ 黎 钟 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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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 召 见 胡 适 趣 闻
金瑞 麟

溥仪，是中 国封建
王朝的 末代 皇帝 ，而胡
适，则 是在新文化运动
中颇有影 响的新人物。
殊不 知 在他 二人之间还 有一段 戏 谑性的 会 见哩 。

溥仪十五岁 时，从他 的 英籍 教师庄 士敦的 谈
话中 ，知 道了 有位提倡 白 话文的 胡 适 博士。庄士
敦一边 嘲笑他的 中 英合 璧 的 “匹克尼克来江边 ”
的诗句 ，一边 又说不 妨看 看他 写 的 东 西，也算一
种知 识。这因 此触动了 溥仪想 见 见这 个 新 人 物
的念头。那时，一心想 追求时髦的 溥仪，好不容
易冲破王公大 臣的 阻拦 ，才在紫 禁城 里 装 上 了
电话。电话局 送来了 电话本，他翻 着 电 话 本 ，
在好奇心的 驱使下，他给 当 时京城 名 优 杨小楼 ，
杂技演 员徐狗子都拨通了 电话。在他 的 一 阵 哈
哈笑声中 ，未待对方弄清他是谁时，就 把 电话挂
上了 ，就在这时，他忽然想起庄士敦讲起的 胡 博
士，想听听这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 作者 用 什么
调儿说话，于 是 又 拨了 他 的 号 码。不 想 ，正巧是
胡适本人接的 电话。溥仪说：“你是胡 博士呵 ，
好极了 ，你猜我是谁？”

“ 您是谁呵 ！怎 么我 听不 出来呢？……”
“ 哈哈，甭猜啦，我说 吧，我 是 宣统呵！”
“ 宣统？……是皇上？”
“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 我 听见了 ，我还

不知道你是什么 样儿 。
你有 空到宫里来，叫我
瞅瞅吧。”

没想到 溥仪这原本
无心的 电话，却真把胡
适引 进宫了 。胡 适为了
证实这个电话，还特意
找庄士敦。当 他确 认真
是溥 仪打 的 电 话 后 ，
连忙打听进宫的 规矩 。
因为 溥仪原本 出于开玩
笑，所 以 ，当 胡 适走到
神武 门 时就被挡驾了 。
之后，又费 了 不 少 口
舌，禀告了 溥仪，总算
才放胡 适进宫。

这次会见 ，虽 然仅
用了 二十分钟左右的时
间，但王公大臣及溥仪的 其他几位老师听说他 与
胡适这个 “新人物”私 自 见了 面，却 视之 为大逆
不道，吵 闹不 休起来。

书法　曹 发 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