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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人物介绍

关于潮剧

“世上再无姚璇秋”

姚璇秋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

代潮剧演员，她成名较早，1959年，年

仅 24 岁便先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同时也得到了梅兰芳、欧阳予

倩、郭沫若、老舍等文化艺术界大师的

好评。数十年来,可谓“海内外凡有潮

音之地,无人不闻姚璇秋”。让人痛惜

的是，7 月 2 日，如此一位影响巨大的

潮剧艺术家，却永远离我们而去，不得

不让人哀叹“世上再无姚璇秋”

前年，姚璇秋曾接受收藏周刊记

者专访，她一举一动的优雅，行为举止

的大方，待人接物的得体给记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她还多次强调，“我只

是个普通演员,做好潮剧演员的工作

是我的本分。”

在姚璇秋逝世后，黄剑丰感叹，

“姚老师，您是守约的，您说一辈子要

为潮剧事业奋斗终身，要为潮剧不停

奔走，只要潮剧需要你，您会随时站出

来，这些您都做到了。”

“雅歌妙舞动京华”

姚璇秋生于 1935 年,在家中排行

第八。抗战期间,失去双亲,真正能照

顾她的兄姐无几,虽然父母未为其留

下珍贵财富,所幸,天生的好嗓音和对

潮剧的喜爱让她迎来了改变一生的机

会。在“童伶制”被取消的同时,她被

潮剧界的有心人陈炳光发现,吸收到

当时最有名气的职业剧团——老正顺

香班。从此,开启了潮剧生涯。

新中国成立之后,潮剧也迎来了

发展的高峰,一改以前依靠口授相传

的传承方式,传统的剧目、材料以及道

具名称等逐渐整理成册,规范并成熟

了潮剧的表演。

1955年,正式入行不到3年的姚璇

秋跟随戏班到广东宝安(即现在的深

圳)表演,当时也有不少香港“潮人”前

往观看,看完之后大为惊讶,对姚璇秋

等的演出纷纷表示赞赏。

同一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从

日本回国途经广州,恰逢在广州中山

纪念堂上演潮剧,姚璇秋演了《荔镜

记》里面的主角黄五娘,给梅兰芳留下

了深刻印象。两年后,姚璇秋随团到

北京演出,梅兰芳再次对姚璇秋的演

出大加赞赏,并题写“雅歌妙舞动京

华”七字进行高度评价。

“一曲宋元遗韵在”

“一曲宋元遗韵在,冠山韩水此情

长。”(注:冠山是指汕头澄海的一处千

年村落)老舍先生的诗句不但勾勒了

潮剧历史,更导出了其中潮剧的文化

内核,在潮汕文化中,潮剧所起的“成

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几乎是其他艺

术门类难以比拟的,这也是潮剧在历

代中均能深入民心的原因之一。不

少潮剧里的角色、故事成为了家教中

被引以借鉴的最佳例子,滋养了潮汕

人的人文精神。

王金真的温顺贤淑、黄五娘的真诚

多情、苏六娘的坚贞执着、李梨英的丹

赤情怀、陈壁娘的柔肠侠骨、江雪琴的

威武不屈、王凤梨的深情壮志……姚璇

秋之所以深得人心，正是因为她以惊人

的毅力和禀赋，塑造了一批情志各异、

性格不同的艺术形象。其中,在《扫窗

会》《荔镜记》《苏六娘》《松柏长青》《辞

郎洲》《江姐》《万山红》中,都由她担纲,
创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

多年来,来自新加坡的李诗瑶、马

来西亚的吴慧玲等,多位潮剧演员从

外国专程找到姚璇秋“跨国拜师”,成
为行内佳话。

谈及具体的传承,姚璇秋认为,经
典剧目必须要一个一个传承下去,“要

承前启后,我承接了前辈的技艺,我也

有责任、有义务把经典继续传下去,把
新人培养起来。”在她看来,《扫窗会》

为潮剧标志性剧目之一,较完整地保

留了潮剧传统曲牌、唱腔音乐和表演

艺术。而当年,也是这部剧,奠定了姚

璇秋作为潮剧青衣名旦的地位。

姚璇秋介绍,“潮汕群众非常喜欢

潮剧这个剧种,潮剧和潮州音乐共同

繁荣了地方文化,丰富了地方艺术。”

她说,潮剧有近六百年的历史,有强大

的生命力,现在更得到了国家的重视,
发展尤可期。

著名潮剧艺术家姚璇秋逝世
曾说一辈子要为潮剧事业奋斗终身

“海内外凡有潮音之
地,无人不闻姚璇秋”。昨
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潮剧代表性传承人
姚璇秋在广州逝世，享年
88岁。常伴姚璇秋左右，
现任广州青年作家协会副
主席的黄剑丰表示，“姚老
师走得轻松，之前没有任
何征兆。昨晚（7月1日）
跟家人吃饭还有说有笑，
饭后八点多说头有点晕，
然后呕吐，出现昏迷，救护
车送到医院，十二点多医
生下达病危通知，今天（7
月2日）早上七点零五分
安详离开。走时面容安
详，没有任何牵挂。”

1. 重视身份官阶和等级的区

别，并反映在戏服的样式、颜色、

图案花纹上。潮剧戏服的等级标

志有严格的界限，不能逾越。

2. 潮剧剧目大多描写宋、明

时期，因此戏服多以明服饰为基

础，参用剧目所描述朝代的服饰

特点。按时间划分大致是春秋

到汉代、隋唐五代、宋至明代、清

代。除清代服饰特点突出外，其

他都在明服饰上做小修改。潮

剧戏服是古代服饰的美化和艺

术的再创造。它以明为主，又糅

合了上至汉代下至清朝的各个

朝代服饰样式，创造出特殊的服

饰系列。

姚 璇 秋,

1935年-2022

年,新中国成

立以来、潮剧

打 破“ 童 伶

制”后的第一

代女旦之一,

是 国 家 非 物

质文化遗产(潮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

员。于1989年、2010年荣获中国首届金

唱片奖和广东省首届文艺终身成就

奖。姚璇秋,1935 年-2022 年,新中国成

立以来、潮剧打破“童伶制”后的第一代

女旦之一,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剧)

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于1989年、2010

年荣获中国首届金唱片奖和广东省首

届文艺终身成就奖。

记者手记：

举手投足间散发着雅气
两年前，记者与姚璇秋有过一次深

入的专访。还记得那次由于她的行程

安排太满，最后决定将采访时间安排在

她与一众好友用餐完毕时。记者按大

致约定的时间赶到，在餐馆的一个角

落，与姚璇秋进行专访。这样的无缝对

接，在我们感到歉意时，姚老师却表现

十分热情。她待人接物的态度，落落大

方，有条不紊。

她举手投足间均散发着一种雅气,

采访前,她让助理把手机的前置摄像头打

开,轻轻地整理了一下发丝与领口,尽管

她已是耄耋之年,但采访的一个多小时,

一直保持着一个优雅的固定坐姿,相当得

体。虽然她大半辈子都在舞台上度过,但

日常的她,仍带点内敛含蓄,或许这也是

潮汕人民较为明显的谦虚与朴实。

她说，只要对潮剧文化有积极推动

意义的事，她都愿意做，都乐意做。采访

过程，姚老师思维清晰，尽管普通话不算

标准，偶尔夹有潮汕用语，但谈吐流利，

采访结束后，她拿出本子写下了这样一

句话：愿潮剧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

■《春草闯堂》中饰演李半月

■姚璇秋（左）指导新加坡学生李诗瑶

■姚璇秋(右一)在潮剧电影《荔镜记》中饰演黄五娘
■姚璇秋寄语潮剧文化

潮剧,又名潮州戏,是使用潮州

话演唱的一个古老的汉族地方戏

曲剧种,于2006年入选国家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潮剧

因受弋阳腔(高腔)的影响,至今仍

保留高腔剧种特有的帮腔形式。

潮剧行当齐全,其中以生、旦、丑最

具地方特色。

潮剧戏服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