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范瑞娟，大家首先想到的便
是梁山伯。的确，范瑞娟在舞台上和
银幕上塑造的梁山伯形象，给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她表演稳健大方，质
朴无华，具有男性气质的阳刚之美，擅
演正直、敦厚、英武一类人物。唱腔在
继承男班[正调]的基础上，吸收了京剧
名家的唱腔音调和润腔处理，形成音
调宽厚响亮、咬字坚实稳重、行腔迂回
流畅的特点，被称为“范派”。

1335年，11岁的范瑞娟到“友凤舞
台”学戏，师傅最初让她学花旦，后发现
她嗓音响亮，分行当不久便让她改演小
生。1938年，范瑞娟参加姚水娟所在越
升剧团到上海演出。这个剧团是抗日
战争爆发后到上海的第一个越剧团。
到上海后，范瑞娟很努力，一面暗自学
习竺素娥、马樟花等著名越剧小生的表
演和剧目，一面努力学习京剧的唱腔，
特别是马连良、高庆奎、余叔岩的唱
腔。这对于范派风格有着很大的影响。

范瑞娟真正有意识地研究唱腔，
是从 1944年开始，这年秋天，她开始
与袁雪芬合作，成立雪声剧团，开始新
越剧改革，在一系列新剧目中，为发展
越剧小生唱腔进行了探索。1945年 1
月，在演出《梁祝哀史》“山伯临终”一
场中，她和琴师周宝才一起首创了“弘
下腔”。1946年5月，《祥林嫂》中她扮
演牛少爷。1947年袁雪芬因病暂离舞
台，她邀傅全香联袂，将剧团改名为东
山越艺社。同年，以越剧十姐妹之一
参加了《山河恋》义演。1948年，由袁
雪芬主演的《祥林嫂》搬上银幕，她在
剧中一人饰演牛少爷和祥林两角。从
1944年到新中国成立，范派得到了观
众的承认并越来越受欢迎。

范派在越剧小生流派中，是男性
化最强的一个流派。范瑞娟在与袁雪
芬合作后，感到两人一道唱，唱得差不
多，区别是不大，甚至自己唱得更脆
些，于是她决定想办法在唱腔上、唱法
上避免与旦角相同，不要被女腔同
化。她特别注意咬字发音，咬得正，咬
得硬，并注意润腔棱角分明。比如，范
瑞娟“楼台会”——

那一日钱塘道上送你归，
你说家有小九妹。
长亭上面做的媒，
愚兄是特地登门求亲来。
短短四句话，在咬字方面体现了典

型的范派风格，这段虽用尺调中板，表现
梁山伯会见祝英台时的喜悦之情。她唱
得字字实在，音准、声稳、旋律济，并且力
度收放自如。“送你归”“做的媒”等处，声
腔刚劲有力，“归”“媒”拖得很长，最后的

“来”字，出口时稍有顿挫，接着在拖腔中
力度由弱渐强，使人听起来有稳重、浑厚
的感觉。这种风格与女腔的区别非常明
显，我们在欣赏时，可以发现这与其他流
派的小生有不同的韵味。

范派唱腔旋律性很强，节奏平稳
而有起伏，速度较其他流派略慢，小腔
多，长腔多，尤其是拖腔部分更是变化
多端，引人入胜，有余音绕梁之感，听
起来回味无穷。一起欣赏《梁山伯与
祝英台》“回十八”唱段：

祝家庄上访英台，
一边走一边喜，
同窗竟会成连理。
一边走一边想，
我与她同桌共读情谊长。
一边走一边呆，
我不辨男女三长载。
一边走啊一边忖，
想起了十八里相送她到长亭。
眼前就是旧时景，
回忆往事喜又惊。
她曾经梅花透露春消息，
我竟自泥塑木雕不知音。
记得出了城，过了关，
她曾经比喻樵夫为妻把柴担。
过一山又一山，

她说是家有牡丹等我攀。
下了山过了塘，
她说是水里鸳鸯两成双。
过了塘啊见条河，
英台说山伯真是呆头鹅啊。
她说是独木桥上织女会牛郎，
她说是庄上黄犬咬红妆啊。
想起了井边照影分男女，
想起了观音面前好拜堂。
一桩桩比喻我猜不透，
英台说对牛弹琴，
这牛就是我梁兄长。
在长亭亲口许九妹，
想不到九妹就是祝英台。
袖中取出玉扇坠，
欢欢喜喜藏起来，
英台叫我花轿早去抬，
那英台叫我梁兄早相会。
叫四九急忙赶路程，
恨不得插翅飞到她妆台。
这是一场梁山伯唱做并重的戏。

师母告诉她英台就是九妹，英台还给
他留下许婚的玉扇坠，山伯兴奋不已，
未等天亮，就循着送英台回家的原路
赶向祝英台家。在这段唱腔中。第一
句是“小导板”，在唱完“祝家庄上”上
场亮相后，深情唱出“访英台”，这个

“台”字，先重后轻，表现出了梁山伯难
以抑制的喜悦之赙，接着八句用慢中
板，唱得外松内紧，把山伯喜、想、呆、
忖的不同情绪描绘出来。“眼前就是旧
时景……”是整段中最慢的唱腔，唱得
深情储蓄，将梁山伯丰富的感情唱出
来了，并由此引出了“十八相送”中的
场景。“她曾经梅花透露春消息，我竟
是泥塑木雕不知音”里的“她”轻声，温
柔而亲切，充满对英台的爱慕；“我”则
用的重音，显出梁山伯的自责，等等。
我们将在后面的经典片断欣赏时，再
详细分析和欣赏。这段唱腔中，范瑞
娟在演唱中较好地控制了音乐节奏，
有快有慢，有急有缓，较好地利用了音
乐节奏与戏剧节奏相结合的表现手
法，这也是范派的最大特点。

范派唱腔的结构严谨，层次清楚，
长短句节奏变化分明。比如在《宝莲
灯》“夜宿”中，由范瑞娟扮演的刘彦昌
的一段唱：

山坳里夕阳西下，
万峰间新月将挂。
飞鸟回巢樵夫打柴归家，
我读书人啊何处可歇脚？
见红墙一角在半山崖，
却原来白云深处有人家。
权作个游方僧人过路客，
与和尚去共榻夜话。
这段唱唱腔舒展而流畅，到底是有

着文人雅致的书生，即使路途颠簸，也要
将黄错的景致描绘得如诗如画，天色晚，
前面只有一寺庙，这时候，完全启动了功
名利禄，权做个游箬方客，与老僧人“煮
茶夜话”，一幅超然脱俗的感觉，这段唱
颇有特色，成为越剧的保留剧目。

范瑞娟关于吸收各种艺术形式的
营养，使范派唱腔具有多种色彩和表
现勇。在《李娃传》中，她演郑元和落
难行乞，唱了一段“打上一个莲花落”，
在唱腔中糅进了说唱音乐“莲花落”的
曲调来刻画人物强装自得而又无可奈
何的形象，受到观众的欢迎。

卑田院的下司，
刘九儿宗枝。
落难人当日拜为师，
传与我这“莲花落”的稿儿。
抢柱杖走尽了烟花市，
挥笔写就了龙蛇字，
把摇槌唱一个“鹧鸪词”，
这个不是贫虽贫的风流浪子，
莲花莲个莲花落唷嗬……
2017年2月17日，范瑞娟在上海华

东医院病逝，享年93岁。越剧舞台上最
知名的“梁山伯”化蝶而去。作为越剧代
表人物之一，她给我们留下了《梁山伯与
祝英台》《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等传世
佳作，她的学生和传人有陈琦、江瑶、邵
文娟、史济华、韩婷婷、章瑞虹、方雪雯、
吴凤花、张志明、张伟忠、韩林根、孟科
娟、陈昕其、陈雪萍、徐铭等，其中以章瑞
虹、方雪雯、吴凤花、徐铭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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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场所大概是专门用来盛放
记忆的，譬如博物馆。12月 8日，纪
念康平先生诞辰 100周年作品回顾
展在江苏省如东县博物馆举行，笔
者应邀参加开幕式。从一代人共同
的记忆中，我深切感悟到一个人何
以精神不朽、何以魅力永在。

博物馆展厅里集中展示的康平
先生国画、书法和速写作品，以及珍
贵文献史料、手稿和往来信件等，还
有同时举办的“峥嵘岁月——上世
纪七十年代如东文化馆美术学习班
作品展”，承载着历史沧桑，沉淀着
如梭岁月，仿佛在静悄悄地告诉人
们，当代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康
平先生对翰墨丹青的真心热爱，对
美术事业的倾情付出，他是中国当
代美术史上“如东现象”的神话缔造
者，他是那个黄金时代的铺路人，历
史和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康平是如东浒澪人，早年参加
革命，从事群众文化和美术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文化部门做
组织领导工作，历任县、市文化馆
长、江苏省文化局美术创作室副主
任、江苏省美术馆馆长、南通书法国
画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康平在家乡
如东任职期间，开拓创新、拼搏进
取，创办了工农兵美术创作学习班，
竭尽全力培养美术创作人才，使得
如东的群众美术活动在全省乃至全
国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繁荣局面，为如东创建“中国
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创造了“中国美术如东教育现
象”的奇迹。

因为疫情，主、承办方尽力缩小
展览活动规模，但还是来了不少
人。文化界人士以及康平先生的亲
朋好友、老同事、老门生通过线上线
下的方式回顾彼此交往中的一幕幕
温暖感人的情景，诉说心中的思念、

崇敬和爱戴。
侯德剑、江勇、黄书皋、郭华、谢

骏、丁征峰、徐海峰等嘉宾深情回忆
康平先生一生为美术事业所做的贡
献后，由吴文灿老师发言,此时，我
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原来隔
我一个座位，戴鸭舌帽、穿黑色迷彩
服的老人正是吴文灿，他弯腰在包
里找出几张纸走上台，言未发而泪

婆娑，哽咽之声漫溢了主旨发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大队富业
场养蚕，县文化馆的潘宗和、汤继明
等老师到我们大队深入生活，收集
创作素材，看到了我在灶旁墙上用
墨汁画的杨子荣，回馆后作了汇
报。康馆长让我参加美术学习班。
在康馆长的关心指导下，我刻苦学
习，一年多后创作的《垦区新花》参
加了全国美展；《棉田灯火》《我家后
院》《室内育秧》等作品参加了省级
美展并获奖，被省美术馆收藏。康
馆长很关心我，有一次我生病在家，
他请尤文绚老师来看我，还带给我
美术书籍。可以说，没有康馆长和
文化馆各位老师的关怀，我不可能
有今天。前段时间我为马塘、岔河、
新店等地画了几百幅墙画，书写了
标语，近一千平方米，为美化乡村环
境作出了一点贡献。”邻座的唐翠平
女士对我说，吴文灿是一位了不起
的画家，一辈子扎根乡村，不简单！

台上，吴文灿颤颤巍巍从袋子
里掏出一张发黄的信纸说：“康馆长
还经常写信鼓励我，我珍藏至今。”

吴文灿发言完毕，我看到了当
年康馆长用红色抬头“江苏省如东
县文化馆”的信笺纸竖写的小行书：
吴文灿同志！

经研究，还要请你来画一幅花
卉题材的年画，以油菜花为主的，大
块田内一群妇女在田间培管，但来
前要请你做一些生活上的调查工
作，比如油菜花盛开的季节有哪些
工种可做、病枝头能否整修等情况，
然后再予构图。并希即来落实任
务，专此函来，如何？致礼！

康平
六月八日

信后附言：来前请你和大队领
导招呼一声。

康平先生对一位农民美术爱好者
指导之精心，关怀之备至，由此可见。

“当接到通知，让我参加康平伯
伯的百年纪念活动，激动得彻夜难
眠。虽然我没能走上美术之路，但
康伯伯默默奉献，默守高尚的情操
和高超的艺术风范让我一辈子难以
忘怀。”如东县作家协会副主席王晓
晴回忆，50年前，她是小红花艺术团
成员，知道县文化馆有个省城下放
来如东的大人物——康平。康平的
家就在去母校掘港小学的必经之路
上。当时，康家墙外的几幅画深深
地吸引了她，让她爱上了绘画。每
逢休息日，她就会到文化馆跟康伯
伯等老师学画。高考毕业，插队到
农村，曾多次作为工农兵学员参加
康伯伯举办的美术培训班学习，得
到了康平、潘宗和、尤文绚等老师的
指教。“在如东这块热土上留下了康
伯伯深深的足迹。……康伯伯，您
老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您的学生真
的好想您啊！”讲到动情处，王晓晴
潸然泪下。

开幕式上，如东县人大原副主
任潘金环深情回顾康平艺术馆创建
过程后，盛赞康平道：“……您的一
生，坚持的是真理，讴歌的是人民，
赞美的是工农，弘扬的是正义。一
生的勤奋，一生的质朴，一生的执
着，一生的睿智，一生的忠诚。您留
下的人品说话，您留下的墨宝说话，
您培育的学子说话，巍峨的康平艺
术馆说话，您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
称号！”

打开展览画册，细读一行行关
于康平先生的记忆文字，不由得让
你心生赞叹——

康平同志在南京工作期间，做
了很多工作。在任江苏省美术陈列
馆馆长时，举办展览、组织创作、组
织学术讨论、对外文化交流，以及征
集收购馆藏艺术品等等，成绩卓著，

为后来的江苏省美
术馆的基本建设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俊发
他的那段创业

史，已成为我们馆
（江苏省美术馆）史
撰写的重要篇章。
尤其需要指出，康
平早在五十年代就
能明确美术馆不仅
是 举 办 临 时 性 展
览，而且具有收藏、
研究、陈列功能，这
认识比国内同行要
早了许多年。

——马鸿增
康平馆长是我

们江苏美术馆人当
中的突出代表。我
那时候在南艺读书
的时候，见过几次
康馆长，我和康荣
还是同学，我们住
在一个走廊里，教
室靠得也很近，非
常熟悉。我从康平
先生的作品当中感
受到，他作为一个
美术馆人，在中国
画创作方面取得了
很高的成就。

——周京新
康馆长在家乡

培养了不少优秀画
家，使如东成为中
国现代民间绘画之
乡。这凝聚了他老
人家的心血、精神
与艺术理念。康馆
长是我们如东的骄
傲！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德艺双馨
的艺术家！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王冬龄
康平先生是位了不起的美术前

辈。……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美术
南通现象，实际上跟康平先生在如
东文化馆，在南通书画院的工作展
开、领导有着密切的关系。

——范 扬
可以这样讲，康平先生是如东

美术事业的奠基者，如东美术教育
现象的引领者，没有康平先生也就
没有今天如东美术事业的繁荣，我
们大家都是受益者。 ——丁 杰

康老对我的恩情我终身难忘，
我觉得他是一位性格耿直、对人真
诚、为人善良的老者。我对他的人
品、画品充满敬意。 ——吴元奎

县文化馆四楼的一间画室几乎
成了那些年县城的灯塔，通常晚上
我们轮流做模特儿画素描，文化馆
的几位老师艺术造诣很深，也很热
情。当时的馆长康平是由江苏省美
术馆首任馆长下放回乡的，正是因
为他，如东才成为继陕西户县、上海
金山后的又一个具有全国影响的农
民画之乡。 ——管怀宾

拜读先生的作品，读出他一生
中将酷爱绘画艺术的情怀融化在新
中国成长、发展、强盛的历程中……
读懂了他用毕生精力打进传统，掌
握了中国画之精髓，充满了人文气
息……其作品朴实、敦厚，一如其
人。 ——潘金美

康平伯伯知行合一的人格魅力
吸引了我们几代如东人在艺术的路
上探索前行。康伯伯是激情的革命
者，是高雅的艺术家，是睿智的师
长，是和穆、永远的康馆长！

——潘 坚
…………
任何不朽总是以生命为代价

的。正如美籍华人画家,美国新泽

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版画系主任、
终身教授丛志远所说：“康平先生高
尚的品格和不朽的艺术正是他倾其
一生精力的追求。”

《记忆的场所》主编皮埃尔·诺
拉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之多地谈
论记忆，是因为它不再存在。那天，
在如东县博物馆，对于在历史时空
中逐渐消逝的“我们失去的世界”，
一种集体的历史记忆弥漫开来，久
久不散。

身处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记
录过往的记忆，既是我们对先辈的责
任，也是我们自己安身立命的支柱。

记忆流成河。我从岸边经过，
留下诗一首，悲欢交错：

扶海涌潮壮志酬，平民美术竞
风流。罡风彻骨苍松劲，皓月当空
喜鹊柔。笔墨淋漓传万世，丹青韵
致沐千畴。只缘超逸风神见，仰止
高山忆大猷。

凝重典雅范瑞娟
□ 越 明他 缔 造 了 一 个 神 话

——纪念康平先生诞辰100周年作品回顾展开幕式侧记
□ 康海群

烟云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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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 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