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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是中国五大剧种之一，与京剧、越剧同为中国戏曲三甲。

听戏离不开豫剧，说戏当然也离不开豫剧，它不同于越剧的“看

风过处，落红成阵牡丹谢，芍药怕，海棠惊”；也有别于昆曲的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那么在豫剧骄人的背后，却蕴藏着洗尽浮华的厚重，有着独属于

它的风采!它的痴与情。豫剧是发源于河南省的一个戏曲剧种，

它的繁荣与发展深深扎根于中原大地。

中国八大古都，河南占尽四个，洛阳为十三朝古都，所以中国自

古就有“逐鹿中原”、“问鼎中原”之说。戏与人文，永远脱不

尽的干系，如影随形。

当我们的指尖轻轻触碰到了这些，便渐渐融入了豫剧的魂，方能

理解独属于它的缠绵悱恻，侠肝义胆！

豫剧里许多剧目一出场，总是气势磅礴，场面恢宏。唱
腔铿锵有力，韵味淳厚。头戴金冠，身披战甲，尽显帝王将
相之风。如豫剧《花木兰》里“谁说女子不如男”、“哪一
天有外患我再去杀敌”等唱段中，刚劲豪放的武生唱腔，花
木兰替父从军，杀敌报国的威武英姿；再如《穆桂英挂帅》
里气宇轩昂、雍容大度、巾帼不让须眉的名将穆桂英；《五
世请缨》中百岁出征的佘太君，既是慈祥的太祖母，又是威
风凛凛的老元帅，从“寿堂”贺喜到挥戈“出征”，处处可
以感受到“满门忠烈，浩气长存”的忠勇气概。综观这些，
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形象鲜明，性格饱满，敢爱敢恨，敢怒
敢言，有勇有谋的女性人物也只有在豫剧里才格外惊艳，大
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它更象征了一种精
神，是中原的文化造就了中原女子的这般性格，赋予了她们
水与火，刚与柔，忠孝两全的品质。所以豫剧的兴衰离不开
这些名角儿们用生命用心血演绎的戏曲；离不开这座 "#$多
位帝王建都，历经十多个朝代的沧桑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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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里为什么
出了那么多“烈女子”？

起：今天的读者大概没想到，豫剧居然是比京剧
资格还老的剧种，因为豫剧先于京剧，豫剧形成于清
乾隆年间，京剧形成于清道光年间。

豫剧的起源最早有三种说法，但都证明为误传，
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大量资料证实，得出豫剧最早的
诞生地是在古都开封和周边各县的结论。

承：或许我们另一层的没想到，是民国时期豫剧与
京剧的 %& 中，京剧居然会败下阵来，京剧在后期发展
形成中借鉴了豫剧的许多元素，成为气势宏美，形神兼
备的“国剧”。

因豫剧的音乐伴奏是用枣木梆子打拍，故早期得名
河南梆子。上世纪"$年代末到'$年代，河南梆子的发展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著名艺人如陈素真、王润枝、马双
枝、常香玉等云集于开封有名的茶社，豫剧进入茶社演唱
之后，与早已进入茶社的二簧（京剧）形成了相互竞争的局
面，因豫剧强大的艺术魅力，使京剧败下阵来，退出茶社。

转：()'*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抗战中，各流派的
演员为了谋生而到处流动，他们打破门户之见，相互
搭班演出，使豫剧各流派有了更多的交流。

()+" 年 (" 月，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在北京
举行。香玉剧社的河南梆子剧参加了会演，在这一次
会演中，官方正式将河南梆子的称呼改为豫剧，豫剧
一词正式取代河南梆子。此后，中国各地纷纷成立豫
剧职业团体，迎来了豫剧的大繁荣时代。

(),, 年，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口号
中，豫剧同其他戏曲一样，大量传统服装、道具、戏
曲资料被视为封建残余而被烧毁。
“文革”结束后，传统豫剧剧目重新走上舞台，到

()-'年，“文革”时期的创造桎梏已被打破，豫剧新
剧目从作品内容到表现形式、从艺术实践到理论研究
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探索和实验。

合：()).年，河南电视台开播的《梨园春》得到
广泛好评。自 ()).年开播至今，已有近 "$年的历史。
是中国电视界生命力最强的节目之一。

"$$,年，国家文化部门统计的国有专业豫剧团体
数量为 (,*个，是全国拥有专业戏曲团体和从业人员
数量最多的剧种。并在同年的 +月 "$日，经国务院批
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年，中国戏曲学院首次从全国招收".名学生，
组成"$$)豫剧本科班，豫剧首次成为大学的一门专业。

众所周知，蒋介石的祖籍为
浙江奉化。谁会料想到蒋氏父子
会与豫剧一见倾心？本来蒋介石
无甚嗜好，惟喜京戏，而且鉴赏
能力颇高。蒋介石被逼退守孤岛
台湾后，他曾发下誓言：“不回
大陆，就从此不再看国剧 （即京
剧）。”也许是这个誓言的缘故，
反倒促使此公与豫剧结下了不解
之缘。()+' 年 . 月初的一天，他
偕夫人宋美龄于阳明山革命实践
研究院的介寿堂观看了一场豫剧。
当晚为他演出的是台湾豫剧界的
两个名伶———毛兰花女士和后来
的“豫剧皇后”张岫云女士。据
台湾河南安阳籍的“立法委员”
张金 先生著文回忆说：“蒋介
石夫妇始终未离场，演出结束演

员谢幕时，他脱去军帽，频频向台
上招手，并对左右的诸位政府要员
和台湾的诸多硕彦盛赞演出，他
说：“豫剧是最富教育之剧种。”

可能受其父的影响，蒋经国先
生对豫剧亦情有独钟。(),+ 年在
飞马豫剧队要奉命解编之际，蒋经
国在高雄听取了海军和陆战队的长
官们的意见后，下令保留飞马豫剧
队，蒋经国还想办法解决了豫剧队
的经费问题。在 ()*- 年的台湾军
队第 (. 届文艺金奖会演上，蒋经
国亲临观赏，并颁发给飞马豫剧队
奖金 .万元新台币。

豫剧跋山涉水，来到并不很适
合它发展的台湾，薪火相传，梆、
弦不辍，演遍了全宝岛，发展壮大
成为与京剧、歌仔戏、掌中戏并驾

齐驱的台湾四大剧种之一。并于
()-* 年始，走向世界舞台，演至
欧、亚、美三大洲的 (*个国家。

痴迷京剧的人会说京剧的好，
迷恋豫剧的人会夸豫剧的妙，爱上
昆曲的人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其
实中国 '$$多种地方剧种，无论作
者今天抒发谁，明日又赞美谁，这皆
是中国的国粹，在发达国家炫耀自
己多么如何时，这是他们无法炫耀
的，这更是我们应该珍惜与呵护的，
虽然它确实在如今“非诚勿扰”、“好
声音”的大环境下，总有些暮然回首
灯火阑珊的味道，但你听“花木兰”
那豪放刚劲的唱腔，那凛然不可侵
犯的威严，谁又能阻挡独属于它的
魅力与风采？豫剧是中国的骄傲，走
向世界的国粹！

是豫剧成就了常香玉？
还是常香玉成就了豫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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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刚亦柔说豫剧
云中君

豫剧的名气很大，常香玉的名气也
很大，所以她有句众所周知的话就是：
戏比天大。常香玉的一生是将“戏”永
远进行到底的人，从 ) 岁随父搭班学戏
到 -(岁高龄辞世，戏一直跟随她到生命
的终点!我们似乎已无法分清她是戏里的
“人”抑或“人”是她所演的所有的戏!

天塌了也要唱戏，“戏比天大”，正是她
一生的写照与恪守。

常香玉在豫剧《花木兰》里精忠报国
的飒爽英姿似乎像定格在了豫剧里，定格
在了一个时代里。而戏外的常香玉在她"-

岁那一年，也干了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因
为她决定要向正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许多人都觉得那
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事，但常香玉却在半年
时间内，率领她的“香玉剧社”共演出(*-

场，观众'(/"'万人次，演出的主要剧目(,

个，其中以《花木兰》一剧演出场次最多，
最受群众欢迎。义演捐款达到(+/"亿元旧
币，相当于现在的.$$$多万元人民币，圆
满完成了捐献飞机义演。在众多的戏剧名
旦里，捐飞机的壮举也就是常香玉这么一
个人，所以，无论是戏里的“花木兰”抑或
戏外的常香玉，无不体现着“谁说女子不
如男”的豪言，也无不体现着忠孝节义不
仅只是男人来担当。

豫剧里另一个代表剧目《拷红》，红
娘的泼辣机智让人印象深刻，而崔莺莺
与张生的一见钟情，私定终身的情节，
人们大多会觉得那只是在戏里大家寄予
的一个美好向往而已。谁又能想到从小
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常香玉，在父母阻挠
她与陈宪章相爱时，居然背瞒着爹娘，

凌晨 . 点悄悄跑出数十里搭上一辆没有
篷子的斗子车跑了，因为她的婚姻她要
来做主，不嫁给她爱的人她绝不会向任
何人妥协。这个倔强、勇敢又柔情似水
的女人，也让这个男人刻骨铭心地爱了
一辈子。也就是这个男人后来托起了生
活中所有的担子，只让常香玉唱好她的
戏，连同常派所有的剧本都是他写的。
可以说没有陈宪章也就没有后来的常派
艺术，没有陈宪章也就没有后来叱咤剧
坛的常香玉。或许是一段忠贞不渝的爱
情，一个无私奉献的男人成就了常香玉，
而她又把全部的心血奉献给了她痴迷的
豫剧，她热爱的观众。所以是豫剧成就
了常香玉，还是常香玉成就了豫剧，这
样的分辨已无足轻重：人与戏已完美地
融合，难分难舍！

（本版戏剧顾问 刘 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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