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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洪派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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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 1月9日至25日，第十三届中

国戏剧节在苏州举行，由河北省戏剧家协

会选送的唐山市评剧团的评剧<从春唱到

秋)荣获“优秀剧目奖”，该剧主演、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张俊玲荣获“优秀表演

奖”。张俊玲，成为这一年评剧界备受关

注的演员。

1981年，中共唐山地委和行政公署

决定：重建唐山地区评剧团。洪影受命选

演员，来到玉田县评剧团，-oi就看中了

刚刚从旦行改行小生的张俊玲。其实这

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小姑娘，是1 976年刚

刚12岁时进团的小学员，由于她勤奋好

学、朴实机灵，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先学

京剧刀马旦<挡马>，后改学评剧小生演

<回杯记>中的张廷秀、<绣鞋记>中的

王令安、<花为媒>中的王俊卿，16岁

就成了玉田县评剧团的小台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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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洪影一句“这演员长相好、个头高、嗓子亮，是个难得的女小生材料，我们

要了”，便开始了二人的师徒之缘。尽管玉田县评剧团难割难舍，但毕竟要下级服

从上级。不久，俊玲从玉田县来到了唐山市，正式拜自己仰慕已久的洪影为师。洪

影教俊玲的第一出戏是她的代表剧目<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是一出唱功、做功皆

重的戏，不仅有大段起伏跌宕的唱腔，还有甩发、踢辫子等高难技巧。当年洪影为

演好这出戏，经历了千辛万苦。之所以选这出戏开头，老师是要让学生体味学艺之

苦、学艺之难，要让学生懂得“无技不惊人，无艺不感人”的道理。ij＼lj＼俊玲没有

被苦和难压倒，而是以超人的毅力、胆量迎难而上，不惧头昏、呕吐，不怕腰酸、

腿痛，老师越教信心越足，学生越学决心越大。当这出戏首演成功时，洪影从俊玲

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以戏为命”的影子，俊玲从洪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找到了自己

的追求目标。正因为师生二人心相通、志相连，师生之情已升华为“母女之情”。

接着，洪影倾囊而出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拿手好戏<六国封相>、<周仁献嫂>、

<御河桥>、(刘伶醉酒>等，都一招一式原汁原味地传授给了俊玲。

张俊玲也和恩师洪影一样是先学京剧后改评剧，只是京剧功底没有老师厚实，

她的评剧基础是在玉田县评剧团排演的<回杯记>以及经老师口传心授的<杨乃武

与小白菜>等代表性剧目。

明代曲论家王骥德言： “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洪影当年的创新，此时

传到张俊玲之手已成为传统。如何接着使继承、创新两个轮子协调地转起来，实实

在在地摆在了张俊玲面前。而她真正触及到这个问题，始于2000年第一届中国评

剧艺术节。面对新编剧目(红龙泉>中的吴明这个一面是穷儒、一面是利欲熏心魔

鬼似的人物，她惊呆了，她不知该怎样塑造这个坏蛋，压力很大。在编剧、导演以

及洪老师的帮助下，她闯过了一关又一关，获得成功，拿了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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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

这个良好的开端．既让她尝到了创作人物的艰辛。也让她品到了成功的喜悦。

其后她又演了《嫦娥奔月》中的蓬蒙、《成兆才》中的成兆才、《香妃与乾隆》中

的乾隆、《马寡妇开店》中的狄仁杰、《从春唱到秋》中的成兆才，以及《梦断红

楼》中的贾宝玉等。通过这几出戏，她不仅继承了洪老师唱、念、做、舞，手、

眼、身、法、步的优长，而且凸显了她在塑造不同人物中与时代融为一体的优势。

2012年第八届评剧艺术节，在《从春唱到秋》中她三饰成兆才，四剃秀发。

这出戏全景式展现了成兆才的一生，最后一场可谓画龙点睛之笔，是俊玲演得最精

彩的一场。三段唱腔唱得曲曲迥异，感情不同、声腔不同、板式不同，细腻而准确

地揭示了人物不同情境中的内心所思所想。这场戏看似由于如月(成兆才妻)与陈

小山(成兆才师弟)偷情震惊了成兆才，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矛盾，深刻地揭示了成

兆才一生倾情评剧的事业心。珍爱人才的人才观。三个唱段清晰地唱出了成兆才此

时的心声。开场面对跪在地上的陈小山、如月，此时的成兆才肝肠痛断： “难吃的

黄连难咽的苦果，酸辣苦涩百味多。莫不是苍天捉弄我，写也无法写，说也没法

说。”但他还是不得不说了句“你们都起来吧”。随后唱了段“成兆才命中只有

戏”。这段唱写了他的无奈，写了他的宽容，写了他”几十年戏班一路蹉跎”，写

了“如今落子成大戏。唱响关内外走到塞上北国”。由于“成兆才命中只有戏”，

却“落的今日羞羞辱辱、苦苦涩涩”的尴尬境地，但成兆才面对此情此景却想到了

“人才难得“。当俊玲唱到最后两旬“羞辱未尽人才难得”，先用两板慢二六唱出

“羞辱未尽”，一声“仓”戛然而止，他看见蒙羞负罪垂首低头站立的陈小山，

头脑中立即迸发出“人才难得”四个宇，连说两个“人才”，突转紧打慢唱，旋律

高起递升，音量从弱到强，可谓宇宇掷地有声，音音如江河横溢，撼动天地。再重

复“人才难得”之后，特加了一个“呀”字，唱得撕心裂肺，震耳欲聋，是叹息，

也是呼唤。更是成兆才已从羞辱中走了出来的转折点，是“成兆才命中只有戏”的

再升华。当小山遵照师兄的话走出屋门，成兆才要如月带着家里的全部余钱“立刻

走开，永远不要回来”。如月听了这句话，悔恨交加地哀求兆才留下她赎罪，成兆

才坚定地说： “我让你走是离开小山，你要不走。小山就会台上神不定，台下心不

《从春唱到秋》中饰成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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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人前背后抬头难。到那个时候，这百部大戏谁来唱。吉庆班

谁来挑大梁!如月，我要保住评剧这条根。你帮帮我，你帮我，

我求求你咧!”这段白话，写得纯朴透明，沁心彻腹，念得层次

分明，起伏有致，字宇珠玑，如锤击心，戏圣的胸襟在这里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接下来唱了段“莫笑我”，从列祖列宗，家

乡父老、死去的妻儿、梨园的祖师，直到天下的男人和女人，

最后以“成兆才含羞向天说，成兆才忍垢向地说，我跪天跪地

跪祖跪宗，保住陈小山评剧的夜明珠一颗”结束这段耐人寻味的

唱段。成兆才把所写的剧本留给陈小山，恋恋不舍地背上自己的

衣物离开了戏班，朝着生他养他的绳各庄，走到他熟悉的戏台，

他抚摸着台口两边的柱子，看着“真真假假世上岂无台上事，虚

虚实实常有坐中人”，触景生情唱了段“青灯照白头”，这是成

兆才评剧人生的自白，意满情深、有抒有激，酣畅淋漓，令人

神往，形象而深刻地唱出了成兆才“百部戏文写就，世人用心

收”， “戏台一亩三分地，血泪尽在戏里头。如今我难舍难走也

得走，绳各庄半间茅屋写春秋”的毕生追求。

俊玲在1 1年中，饰演了三个版本的成兆才，角度不同，形

式有别，故事各异，给我的感觉她越来越走进成兆才的内心。

如果说她2002年初演成兆才，还在追求形似，戏演得还比较拘

谨，还有雕琢的痕迹，而在(从春唱到秋>中，全戏从头到尾，

演得非常流畅、自然、鲜活、入神、感人。其中有剧作家、导

演、演职人员指导、协作的功绩，但就俊玲而言，她已把职业评

剧演员视为自己的事业，她已走进成兆才倾注评剧一生情的境

界。

随着2000年首届中国评剧艺术节在唐山举行，开幕式上洪

影携爱徒张俊玲同台献艺，洪派艺术首次在全国同行面前亮相，

赢得了一片赞扬声。很多同行是第一次听到“洪派”这个称谓，

第一次欣赏到坚守唐山评剧阵地50年、改变评剧半台戏窘况的

先锋、能和旦行比翼竞飞的洪派艺术特色。

<香妃与乾隆)中饰乾隆

散场后， “洪派”二字成了大伙议论的话题，而且几届评

剧艺术节越来越升温，进而引起张俊玲的特殊关注。为了研究

评剧洪派特色，弘扬传承洪派艺术，她于2005年紧锣密鼓地筹

建“唐山市评剧洪派艺术学会”，当年12月隆重举行了成立大

会，张俊玲当选会长。

把虚职当实职来干。每个年初，她都有一个计划，年度大事

要千方百计办好，日常工作要常抓不懈。诸如洪影先生从艺七十

周年之际，她不仅组织会员排练了洪派代表作，还请来了崔连

润、郑桂芳、马会民、王冠丽、戴月琴等全国评剧大家，举办了

隆重的“评剧洪派艺术创始人洪影先生从艺70周年——评剧名

家、洪派弟子演唱会”。2009年是评剧诞生一百周年，她特选

择评剧生日4月22日晚在龙泽路街头举行了一场会员演出，既有

各年代优秀唱段演唱，又有专家就评剧的历史和观众交流，活动

搞得既热烈又生动。

洪派创始人洪影逝世一周年，学会把举办纪念活动列为重

点。为了办好纪念活动，俊玲找到时任唐山市文广新局局长罗向

军汇报。罗向军说： “洪影老师一生为唐山评剧事业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局里正准备举办纪念活动，希望

你们协助局里把这个事办好。”这让俊玲喜出望外，她和几位会

员一起，同文广新局专门负责此活动的同志一起积极筹备，经过

周密策划，终于成功举办了洪影石榴儿红演唱会、洪影逝世一周

年追思会，出版了<评剧表演艺术家洪影——逝世一周年纪念画

册>。张俊玲十分感动地说： ”我老师生前常说的两句话是‘没

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洪影的今天，共产党是我的大

恩人’。她在九泉之下，看到这次系列纪念活动，一定又在高呼

这两句话。”

张俊玲带领下的学会把传承洪派艺术作为主要任务，常抓不

懈。理论研讨、影像制作、慰问演出、艺术培训经常举行，老红

军养老院、截瘫疗养院、成兆才的家乡、市内社区、乡镇农村，

都留下他们慰问演出的足迹。艺术培训工作，俊玲总是身体力

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评剧洪派传人。

(责编：刘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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