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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派，是艺术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
流派的多样化，是艺术繁荣昌盛的标志之一。
无论在哪一门艺术中，流派的形成都需要有一定的创作基础和社会条件，京剧艺术自不例外。
京剧形成之初，沿袭徽班体制侧重“剧本中心”，演员个人居于群体之中。
后来开始向“表演为中心”转移，创立以主要演员为中心、其他演员围列的一种新的剧团经营体制—
—“名角挑班制”。
“名角挑班制”成就了一批名角，这既是京剧表演艺术个性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形成演员个人表
演艺术流派的重要条件。
 本书是作者根据建国后三十年间的资料陆续编写而成的，全书共分4个章节，分别对流派的形成、流
派的作用、流派的局限性以及生行、旦行、净行和丑行的知识作了介绍。
该书可供广大京剧爱好者及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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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生行老生余三胜余二胜是和程长庚同一时期为京剧奠基的创始人。
他在程长庚接任“三庆班”主之前，就是“春台班”的首席老生演员了。
因他的原籍是湖北罗田，又是从武汉来的一个唱“楚凋”的演员，所以当时观众誉之为“汉派”。
到晚年又被称为“余派”。
“楚调”基本唱调是西皮调。
因他自幼在“汉剧”班学艺，自然对于西皮调的各种板式，既有基础又有研究。
自他进京被原是“徽班”底子的“春台班”邀请参加后，虽然也受程长庚的影响把“楚调”的西皮和
徽调的二黄合一炉而冶之，创造了“皮黄”新声；然而他还是以唱西皮调为特长。
他当时擅演的名剧，如《战樊城》、《定军山》、《当锏卖马》、《捉放曹》、《四郎探母》，都唱
的是西皮调。
可是他对于二黄调，也有所创造和革新。
当时他在《碰碑》里唱的大段二黄反调，而被观众称为“顿挫抑扬”、“缠绵悱恻”、“前古未有”
的“绝响”。
此外《琼林宴》的二黄（又称“四平调”或“平板”），也是余的拿手。
他的后学谭鑫培在唱腔中，有大部分是继承他的创造。
余三胜的嗓音特别好，既宽亮能响堂，又很挂味。
而且他还富于创造，善用花腔。
从唱工来说，他比程长庚的直腔直调，圆润流利。
因他有文化，喜看演义、小说，对于剧中的情节和人物有所体会，所以在他晚年登台的时候，有临事
镇定、随机应变的特点。
如一次贴演《四郎探母》，余三胜饰杨延辉，青衣胡喜禄饰铁镜公主。
胡因故迟到误场，余三胜出场后只得把戏放慢，临时将西皮慢板“我好比⋯⋯”引伸到几十句之多，
直等到胡喜禄扮好戏可以出场了，他才转到“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那段二六上去。
台下不但不觉得余三胜这大段唱冗长、厌烦，反而感到余三胜又有新的创造。
余三胜被称为“三鼎甲”之一“余派”，能为后辈作为继承的源流，而且也具有推动京剧发展作用，
他的唱、念、做表演艺术是有其精湛创造和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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