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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大师常香玉》

章节摘录

书摘记者怀着敬慕心情，访问了这位老艺术家。谈话一开始，常香玉便兴致勃勃地从“木兰从军”谈
到豫剧的传统。她说：“像《花木兰》这样的传统戏，我们还是要演的，但豫剧应该更多地演现代戏!
”豫剧来自于人民，服务于群众，丰富多彩的群众生活，成了我们创作和表演的艺术源泉。常香玉回
溯了豫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成长发展过程，告诉记者，豫剧50年代演出的现代戏《朝阳沟》，60年代
演出的《人欢马叫》、《李双双》，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粉碎“四人帮”后，尤其三中全
会以来，上演的《于无声处》、《冰山春水》、《柳河湾》，受到普遍欢迎。这些戏，大多是农村题
材，反映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成长过程和丰富的农村生活。    当记者问常香玉，为什么她对现代
戏，特别是反映农村生活的现代戏感情这么深厚时，这位老演员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
时拾过柴，尝过各种野菜味道，对农民苦处体会很深切。农民富裕起来后，对文化生活要求很迫切，
我们就要为他们多演戏，演好戏，满足他们的需要。    说到这里，记者请她谈谈听了彭真同志的六届
人大开幕词和赵紫阳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感想。常香玉说，我们剧团是搞精神文明建设的，有责任向
农民提供更多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向人民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实现
两个根本好转。我们要保证精神产品的质量，警惕和防止精神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常香玉说，作为演
员，不但要讲艺术质量，还要讲艺德。这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有的
剧团承包后，不但演出水平高，演员作风也好。如洛阳青年豫剧团上演的现代戏《金鸡引凤》，反映
当前农村实行责任制后的巨大变化，农民越看越爱看，一连上演40多场，看戏的农民还是络绎不绝。
我还看了商丘的一个剧团演出的《春暖花开》，这个戏题材好，主人公心灵很美，群众评价很高，河
南省委领导同志也希望我们多演这样的现代戏。有了领导的大力支持，群众的热情鼓励，更增强了大
家演好现代戏的信心。P56    在舞台下看见这位剧坛红星，在我还是第一次，但她没有任何“红”的印
象，她是一位质朴的快乐主妇：她中等的身材上罩着蓝布大褂，微胖的面庞并没有被朱粉遮掩起来，
使人还能看到她真情的流露。她那长不及肩的蓬松卷曲的发丝，配合着面部柔中有刚的轮廓线条，更
显灵动。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诉说着她还葆有着强烈的青春的活力，在她具有弹力曲线的宽阔的唇
纹波动时，吐出的言语是那么爽直、有力而亲切。当我谈到抗战前在开封我是常出现在她的舞台下的
一个观众时，她脸上泛起了回忆的笑，笑得那么甜蜜与谦逊，因为那时她的艺名已照红了沙城风色(开
封多风沙故名沙城)。那时她才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而与绰号“狗妞”的陈素真齐名，接着们谈到她
的过去：    她的故乡是河南西部沿陇海线上的巩县，她的令尊，是梆子戏上早负盛名的青衣花衫张福
仙，自幼就爱戏剧艺术，所以虽然她祖父在北京做官，她父亲压根儿讨厌“之乎者也”地读四书五经
”。有其父必有其女，她幼年在北平，常逃学偷偷跑去看戏，她父亲发现了她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
便干脆把她送到北平某一个科班里。那时学戏就名为“打戏”，小小年纪的珊姑娘，受不住，不过半
年，便离班，跟父亲回到河南郑州，改习“梆子”，凭着她的努力和天才，不到两年便崭露头角。她
告别开封的那一年，只是刚满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那时唱全行的《八蜡庙》，可以一连背栽几个筋斗
。七七事变后，在洛阳、西安、汉中、宝鸡，都曾有她的芳踪，也留下了一些传奇的罗曼史的故事，
她为了减少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麻烦，便不慕虚荣，由黄自芳介绍和一位并不豪阔的公务员陈君在宝鸡
结婚，这是民国31年的事了。据说她的父亲对她和陈君的婚事并不同意，现在她已是二男二女四个孩
子的母亲了，对于这样的既成事实，张老先生恐早已失去反对的勇气了!P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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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大师常香玉》

编辑推荐

常香玉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艺术大家，本书记录了常香玉的舞台形象、一生为艺术事业奋斗的轨迹、她
个人对艺术的感言、众多专家对她艺术的评价以及常香玉的具有代表性的剧目和唱段，为你展现了一
位德艺术双馨的“人民艺术家”的光辉艺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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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大师常香玉》

精彩短评

1、非常全面，内容丰富。值得收藏。。强力推荐。
2、珍贵，自己收藏了一本，书中记录了大师的艺术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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