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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
架米格－15战斗机。飞机的机身上，写着“香玉
剧社号”五个大字。这个称号，由中共中央命名、
郭沫若先生题字。其中的“香玉”，就是著名豫剧
大师常香玉。这架飞机，是常香玉通过义演为抗
美援朝战争捐赠的，它记载着常香玉一生最辉煌
的经历，也无声地诉说着她的人生传奇。

天生性子犟，为唱戏姓张改姓常

常香玉本名张妙玲，1923年出生在河南省
巩义县董沟村一个贫寒家庭。9岁那年，因为家
里实在太穷，亲戚让她去给别人家当童养媳。旧
社会的童养媳相当于卖给婆家，在婆家地位非常
低下，不但做牛做马，还经常挨打受骂。父亲张茂
堂不忍让心爱的女儿受苦，决定让她唱戏糊口。
张茂堂自己会唱戏，就亲自教张妙玲唱戏，有一
次张妙玲吐字不清，张茂堂就狠狠撕她的嘴，嘴
都被撕破了，还狠狠地踹了她一脚，她一下摔倒
在地，磕到头部，晕过去了。邻居看到张妙玲被打
得如此可怜，以为张茂堂是人贩子，就把他扭送
到当时的农会。张妙玲醒来之后，听说父亲被抓
走了，赶紧来到农会，告诉人家这是她的亲爹，张
茂堂才被放了回来。经过此事，张茂堂有些灰心，
就告诉张妙玲咱不唱戏了。张妙玲哭着说，我要
唱戏，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于是父女俩又开始教
学。张茂堂按照旧戏班的做法，认为“戏是苦虫，
不打不成”，逼着张妙玲刻苦学戏。他专门做了一
条皮鞭子，用来惩罚出错的张妙玲。他也教导张
妙玲“戏比天大”，台上万不能出错。

然而，张氏家族的族长认为戏子是“下九
流”，辱没祖先，就不让她唱戏，否则就要把她开
除出族谱，永不许回乡。热爱唱戏又性格倔强的
张妙玲，一怒之下，发下狠誓：不让姓张就不姓
张，不让回乡就不回乡。张茂堂让她拜一个姓常
的人为干爹，改从常姓，取名香玉。自此，世间少
了一个张妙玲，菊坛多了一个常香玉。

极强自尊心，不堪屈辱忍吞金

常香玉9岁学戏，10岁登台。1936年，13岁

的常香玉凭借一出《六部西厢》在开封一炮而红，
请她唱戏的非常多。然而，“人红是非多”，何况是
在时局混乱的战争年代，财主、官员、各路军阀都
是欺压百姓的恶势力，供人消遣的戏子同样如
此，甚至因为木秀于林而有过之无不及。常香玉
小的时候，父亲是她遮风挡雨的大树，为她处理
掉许多这样的骚扰。1937年，尉氏县商会王会长
为母亲过寿，请常香玉戏班来家唱戏三天。结果
军队一个张参谋看中了常香玉，百般纠缠，事情
闹得很大，张茂堂看实在惹不起，带着常香玉逃
出尉氏。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后来张茂堂带着
常香玉到西安，既有抗战内迁的原因，也有这方
面的原因。1938年常香玉到洛阳演出，晚上戏唱
完已经深夜了，这时一个姓严的参议员派人请常
香玉去唱堂会，张茂堂不敢得罪，只好赴约，结果
严参议和朋友一边打麻将，一边让常香玉唱一些
不堪的戏码，常香玉难以忍受，就借口上厕所偷

偷溜了。这样一来，洛阳没法待了，就只好一路向
西逃到西安。

1942年，常香玉19岁了。成人后的常香玉性
格不但倔强，而且非常刚烈。这一年，他们在陕西
宝鸡演出。当地有一个帮派头子李樾村请常香玉
去唱堂会。常香玉看着李樾村拿女人不当女人，拿
艺人不当艺人，气不打一处来，就唱了一出《鸳鸯
梦》，这是取材于《孔雀东南飞》表现刘兰芝与焦仲
卿爱情悲剧的戏，结果被人看出来，说她是诅咒李
二爷，让她跪地道歉。常香玉本来就一肚子气，又
想起自己这些年受到的屈辱，一怒之下，撸下手指
上两只金戒指当众吞了下去。李樾村又惊又怒，又
怕大喜之日人死在家中晦气，让张茂堂赶紧把常
香玉抬走。到医院后，医生说吞金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喝蓖麻油吃韭菜排出金子这个偏方。万念俱
灰的常香玉此时只求一死，不肯配合。直到常香玉

敬慕的陈宪章前来劝解，说她怒骂李二爷骂出了
宝鸡人民的心声，赢了李二爷，常香玉才吃下韭
菜，排出金戒指，保住了性命。从此，常香玉不畏强
权恶霸的美名传遍宝鸡。而这个陈宪章，后来成为
常香玉志同道合、琴瑟和鸣的终身伴侣。

拳拳赤子意，抗日义演赈灾民

1937年2月，唱红开封的常香玉在父亲张
茂堂、编剧王振南和史书明等的扶持下，成立了
中州戏曲研究社。然而，7月，日本人发动了卢沟
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常香玉亲眼看见
了许多爱国青年和艺人走上街头宣传抗战，也想
为抗击日本侵略做些事情。她首先在演出剧目上
下功夫，有意识地演《大破天门阵》《破洪州》等抗
击外侮的戏。她还想演一些直接表现抗日的戏。
曾为她改编过《六部西厢》的王镇南，就专门为她
写了《打土地》这出戏。

《打土地》是一出表现日军罪恶的戏，讲的是
一个原本平静地过着男耕女织生活的农民家庭，
在日军的屠刀下，家人都被杀死了，儿媳妇疯了，
婆婆带着儿媳四处躲避日军。有一天她们逃到土
地庙，婆媳二人不由得对着泥塑的土地爷神像又
哭又骂，控诉土地爷不给她们做主。正在哭骂，日
军又追了过来，婆媳二人不得不继续逃命。这是
常香玉演的第一部时装戏，也带着“旧瓶装新酒”
的时代特点，她身上穿的服装是当时的衣服，但
是头部却是传统妇女的装扮，但是这并不影响她
表演的激情，也不影响观众的观赏热情，他们愤
怒地往台上扮演日本鬼子的演员身上扔鞋扔鸡
蛋，还拉着常香玉问婆媳俩最后命运如何，起到
了很好的宣传抗战的作用。

常香玉成长的年代，是旧中国最灾难深重的
年代。她从小以讨饭为生，从河南到陕西，一路看

到无数百姓饥寒交迫，无比同情，她就通过自己
的演出挣钱施粥赈济灾民。

常香玉在西安义演的剧目有《贩马记》《香囊
记》《紫沙记》，她在自己设的粥棚前挂出标语：常
香玉演出“三记”，为乡亲们施粥。她施粥救济的
灾民不计其数。后来，河南作家李準在创作长篇
小说《黄河东流去》时，专门拜访常香玉，当面向
她致谢，因为当年李準在西安就曾经喝过常香玉
施的粥。

常香玉同情逃难到西安的河南老乡，尤其是
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因此当丈夫陈宪章提出办
豫剧学校的时候，常香玉立刻同意了，他们想通
过办豫剧学校既培养豫剧人才，又可以收养难民
儿童。他们上下打点，终于办起了香玉豫剧学校，
收的学员全是河南难民的孩子，不收任何费用，
请的老师是香玉剧社的演员。后来这批学员大部
分都成了才，还培养出了高玉秋、葛圭章、朱玉

霜、韩玉生等一批优秀的豫剧演员。

浓烈爱国心，抗美援朝捐飞机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常
香玉也从旧社会被欺侮的“戏子”变成了受人尊
敬的艺术家。在第一届西北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上，常香玉当选为西北文联执委。她第一次感受
到自己做人的尊严和作为一名艺术家受到的尊
重，由衷地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因此更加卖
力地为人民唱戏，为祖国唱戏。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决定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全国人民也掀起了捐钱捐物、抗
美援朝的浪潮。志愿军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与装备先进的美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常香
玉从收音机里听说美军100多架飞机对志愿军
的一个阵地发动进攻，立刻动了要为志愿军捐飞

机的想法，陈宪章非常支持。然而，当时的飞机都
是从苏联进口的，一架米格－15战斗机折合现
在的人民币15万元，以个人一己之力买一架飞
机谈何容易，但是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干了起
来，香玉剧社的演员们也非常支持，表示半年不
行一年，一年不行两年，一定要捐一架飞机。为了
配合义演，陈宪章用四天的时间，为常香玉量身
定制了一出充满爱国激情的新剧目《花木兰》。他
们卖掉香玉剧社演出用的卡车，卖掉了自己的房
子和常香玉的金银首饰，把三个幼小的孩子送到
幼儿园，带着香玉剧社59名演员出发了。中共西
北局书记习仲勋和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听说了这
件事，指示西北文化部派了几名干部协助义演工
作。1951年11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上看到
爱国艺人常香玉捐飞机的消息，指示要积极宣
传，大力支持。半年时间里，常香玉在开封、郑州、
新乡、长沙、武汉、广州五省六市巡回义演，他们
演到哪里，就得到哪里人民的大力支持，纷纷慷
慨解囊、捐钱捐物。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叶剑英为
常香玉题词“爱国艺人”。半年的时间里，义演募
得的经费不但够买一架米格－15战斗机，还有
盈余，常香玉把剩下的钱全部捐给了抗美援朝总
会，得到抗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的高度赞扬。
在常香玉的影响下，全国人民共捐献飞机2481
架，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河南豫
剧也随着常香玉的传唱而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

“花木兰”成为常香玉的代名词，“谁说女子不如
男”也成为脍炙人口的知名唱段。

1953年春，文化部决定派一批优秀的文艺
工作者赴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常香玉听说之后非
常激动，也非常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到朝鲜前线为
志愿军战士们唱戏，她这是受到爱国艺人相声演
员常宝堃先生的影响，常先生在朝鲜慰问演出的
时候牺牲在那里。因此，当常香玉得知自己将以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
长的身份赴朝慰问演出时，她特别激动，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在朝鲜战场，上有美军飞机轰炸，下
有火力封锁，但是在志愿军战士战斗和生活的坑
道里、掩体内，常香玉一次又一次地为战士们唱
起了慷慨激昂、激励斗志的《花木兰》，在朝鲜的
170多天里，常香玉演出了180多场，直到战争
结束。抗美援朝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专门为常香
玉题字：“谁说女子不如男。”

常香玉是一个爱戏如命的人，“戏比天大”是
她作为一名戏曲演员的最高追求。然而，在国家
和民族的利益面前，常香玉毫不犹豫地选择国家
和人民。她唱戏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人民、为了
民族、为了国家。

戏比天大戏比天大，，比戏更大的是国家比戏更大的是国家
————记豫剧大师常香玉记豫剧大师常香玉 □□李小菊李小菊

中国话剧从西方引进至今不过100来
年，但话剧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却充满了跌宕
起伏的动荡和曲折。话剧创作演出的参与者
们比起其他领域的艺术家，明显具有书写历
史的更强烈的自觉意识。因此，在这一个多
世纪的话剧历史的讲述中，就有着多元的学
术声音。既然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前贤撰写过
或全面阐述或只取部分的话剧历史著作，话
剧史还有多少空间可供后人继续开掘，可向
读者提供新知与新见？

张殷、牛根富编著的《中国话剧艺术剧场
演出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年出版）的
面世，部分回应了这些问题，他们用这部沉甸
甸的大书告诉读者与学术界的同行，尽管此
前有关话剧历史的著作不能说不丰富，然而
话剧史仍然还有许多内容一直处于尘封状
态，尤其是还从未有人从“演出”的角度出发
梳理话剧的历史，而假如我们的视野从作品
转到演出，就会发现这里还有一大片新天地，
还有太多尚未被人们领略的亮丽风景。

近年来中国戏剧领域形成了历史叙述的
新共识——戏剧史仅仅理解为戏剧文学史是
不够的，毕竟戏剧在根本上说是一种在舞台
上面对观众的演出，它首先作为表演艺术存
在，文学剧本的价值固然不容忽视，但只有在
演出中，戏剧才真正成为戏剧。然而这样的
共识如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也是不能令人满意
的，所有学术的新观点与新见解，都只有体现
为层出不穷的新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起到
推动学术发展的作用。这部《中国话剧艺术
剧场演出史》（以下简称《演出史》）最直观的
价值与意义就在于此，从演出的角度出发才
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戏剧的本体，这也暗合了
新近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
团改革的意见》。在这份政策性文件里，深化改革的“指
导思想”中就明确指出文艺院团应该树立“以演出为中
心”的理念。从演出这个维度看话剧，它短短百来年的历
史，就呈现出全新的模样。

这部《演出史》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戏剧史体例，正如
书名所示，它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话剧演出为经，以
这些剧目的剧目简介、各类媒体有关这些剧目演出的报
道、评论，还包括当时剧团登载的报纸广告等等为纬，编
织起以演出为中心的这样一部生动活泼的话剧史。书中

精心挑选并摘录了数以百计对当年创作演出
的话剧新剧目丰富多样的评论文章，它们是值
得细细品读的，毕竟这些撷自报章的评论，多
从评论家们直观的剧场感受出发，这些时人褒
贬兼具的评论，让当年各地上演的剧目顿时鲜
活了起来，而此前的话剧史，很少如此全面细
致地复述这些评论。该书叙述的1937-1945
年这个阶段的第五卷内容最为翔实，它分为上
下两册，每册篇幅都超过了其他各卷，这是因
为这一卷的对象，既是中国话剧高度成熟的时
期，又有最多的优秀作品和精彩的演出。其中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吴祖光编剧的《正气
歌》的演出，从该剧出现的背景、剧目的主要内
容开始，作者从当时的多家报刊搜罗了相关评
论，并分别按其讨论导演处理、演员表演、演出
整体情况、人物性格表现的角度，予以裁剪列

举，同时附上剧目图片和新闻报道、广告等等，这是此前
的话剧史家从未有过的尝试，而从阅读效果看，这种新的
体例是很值得赞赏的。

话剧的历史并不长，然而有关话剧史的观念纷争却
一直非常激烈。这些纷争经常是因资料的把握与运用导
致，这是话剧研究领域的遗憾，而要弥补这样的遗憾，就
需要回归历史现场，尽可能全面、完整和客观地搜罗历史
文献，借此建构话剧史的新认知。我们现在所见的这部
《演出史》，正因为编著者通过大量的原始资料，尽可能地

再现真实的历史场景，才让我们看到了
一部所涉及与记载的内容远比此前更为
丰富的话剧史。尽管在整体框架上看，
《演出史》并没有发现新的突破，但是得
益于作者开阔的视野与积年的勤奋工
作，还有近年来各地图书馆的电子数据
库的开发，《演出史》从20世纪上半叶的
各类报刊中搜集了非常丰富的原始资
料，当这些资料以图片和摘录的形式呈
现在书中时，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就会有
明显的改观。诚然，我们很少从该书里
读到作者挑战前人之说的评价，以及在
此基础上对新的学术认知的推进，本书
的优势与焦点似乎并不在此，但其实从
书中所展示的诸多材料里，读者其实是
很容易得到自己的新结论的。后人称孔
子“述而不作”，我们也不妨将它移用到
这里。

比如说，尽管《演出史》仍将中国话
剧史的上限定在1907年，但由于该书客
观呈现了不少1907年之前上海学生演

剧的史料，读者对中国话剧的起源，不难得出与所谓“常
识”相异的认识。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演出史》第一卷收
录的《醒狮》与1905年第2期“文苑”栏目所载的李叔同
诗一首，这是他为沪学会撰写新剧的剧本《文野婚姻》后
的夫子自道，资料本身就以最好的方式说明，李叔同之所
以会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春柳社演出话剧，是因为在赴
东洋留学之前，就已经在上海有过话剧创作的演出实
践。《演出史》第二卷，收录了陈大悲有关“爱美的剧”非常
详尽的材料，包括陈大悲和他倡导的“爱美的剧”的探索
与贡献，并且毫不讳言他们的失败。书里所引用的陈大
悲有关“爱美的剧”的反省，有很多令人警醒之语，而他那
些责人多于律己的反省，也很能体现他的性格。而经历

“爱美的剧”的沉浮，陈大悲、洪深、向培良转向努力介绍
西方戏剧，这些介绍还包含非常有价值的心得，无论是他
们当年仿效欧美戏剧创作演出经验的理论陈述，还是有
关话剧演出应该向职业化方向发展，而不能仅停留于票
友水平的认识，直到今天都仍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张殷、牛根富编著的《中国话剧艺术剧场演出史》多
达六卷七册，共200多万字，话剧诞生100多年来，这是
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规模如此宏大的史著。两位作者为
此付出了多少辛劳，只有经年著述的学者，才有最切身的
感受。这是一部厚重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部
生动活泼的学术著作。通过这部鲜活灵动的话剧演出
史，历史坦然地向我们展开，有此基础，今人对话剧的学
术研究，必将更上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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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以“从不惑走向大成”为主题，庆祝中国杂协成立40周年
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张雁彬，中国杂协主席边发吉，中
国杂协分党组书记唐延海、分党组副书记肖世革、副秘书长刘挥，以及中
国杂协顾问、杂技界代表等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唐延海主持。

座谈会回顾了中国杂协40年的奋斗历程，抒发了杂技工作者对党无
限忠诚和无比热爱的情怀。会议认为，中国杂协成立以来的40年是中国
杂技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中蓬勃发展、兴旺发达的40年，也是
中国杂技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继往开来、锐意创新的40
年。会议对中国杂协40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本质性、规律性的思考，总结
出“真诚信任、艰苦奋斗、追求卓越、敢于挑战、不畏艰险、勇于奉献的中国
杂技精神”，这是对杂技界极大的鼓舞和勉励。

与会代表孙力力、俞亦纲、董争臻、吴正丹、尹力、傅琰东等先后做主
题发言，纷纷表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杂协团结带领广大杂技艺术
工作者随时代砥砺前行，与祖国同频共振，迎来了杂技艺术发展最迅速、
变化最显著、成就最辉煌的历史阶段。中国杂技界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在
新的历史征程中奋力续写中国杂技事业发展新华章。 （路斐斐）

庆祝中国杂协
成立四十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由罗怀臻编剧、曹其敬任总导演、徐春兰任导演的北京文化艺术基金
2020年资助项目、北方昆曲剧院原创昆剧《国风》，8月3日将在京演出。
该剧取材自中国文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女诗人、春秋时期卫国公主许
穆夫人竭尽心力光复故国的历史事迹，弘扬了主人公崇高的爱国精神，谱
写了不朽的爱国诗篇。

据悉，该剧叙事结构精练、人物语言朴素，编剧在创作中既注重表现
勾栏瓦舍的烟火杂色，也着力突出了春秋战国时期民众的慷慨豪迈。整
出戏在呈现形式上做了新的探索，在艺术上寻求返璞归真、守正出新，用
戏剧手法开掘人物的精神世界以赋予历史题材以现实意义。在该剧导演
看来，用昆曲来演绎这个古老的春秋故事，颂扬中国古代的爱国诗人与民
族英烈十分适合。剧作力图在精神上接通古代与现代、古人与今人的内
在关联，进而追求古老昆剧艺术在当代人文环境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

剧中许穆夫人一角由昆曲名家魏春荣饰演。作为“北昆”当家花旦，
魏春荣表示，与她曾塑造过的诸多文学经典中的女性角色，如蔡文
姬、李清照等不同，许穆夫人更具政治眼光，是一位有才华、有志
向、有格局的杰出女性，剧中展现了其舍家庭小爱为苍生大爱，挺身
救国、至死不渝的精神，表现了人物旷远的胸襟和果敢的担当，在角色
塑造上避免了人物形象的符号化、扁平化，为新时代传统艺术打造新经
典做出了新的探索与尝试。

（晓 璐）

原创昆剧《国风》演绎爱国诗篇

数风流人物数风流人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常香玉在朝鲜战场演出常香玉在朝鲜战场演出

书林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