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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获得者杨双赫

2012 年 9 月，河南省京剧院的杨双

赫，年仅 22 岁唱老生的女青年演员，在

中央电视台第七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

视大赛上，喜摘金奖桂冠，成为河南获

全国京剧大赛金奖的第一人。

杨双赫 1990 年 4 月出生于吉林省长

春市，有着东北姑娘的高挑身材，小时

候学了 7 年钢琴 , 还练过舞蹈。10 岁时

进入吉林省艺术学院学习戏曲表演，由

于她的身材和嗓音，老师为她选定了老

生行当。她先后学习的剧目有《上天台》、

《四郎探母》、《搜孤救孤》、《空城计》、

《秦琼观阵》等，都是老生的骨子戏。

杨双赫是个用功的学生，每个学期的期

末，总能拿到最高的专业分。

杨双赫毕业时，很多单位愿意接收

她，河南省京剧院的领导也求贤若渴，

几次去杨双赫家做思想工作，她的父母

也深深地被这种真诚所打动，同意她到

远离家乡的河南工作。2005 年，杨双赫

作为“突出人才”被引进河南，来到河

南省京剧院工作至今。

杨双赫来到河南省京剧院以后，非

常注意向老前辈学习，曾跟京剧名家郭

德全老师学过戏，受到其指点和教益，

很快就“小荷才露尖尖角”。工作第一年，

她就在河南省文联、河南省文化厅举办

的“第四届河南省青年戏剧演员大赛暨

第三届中国戏曲红梅大赛河南选拔赛”

中荣获银奖；2007 年，在河南省文化厅

举办的“‘大涧杯’河南省第五届青年

戏剧演员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008 年，

在新编大型神话京剧《嫦娥》里，杨双

赫成功地扮演了十王子角色，荣获优秀

奖。

2010 年 5 月，经河南省委宣传部推

荐，杨双赫考入中宣部和文化部主办、

中国戏曲学院承办的“京剧流派传承班”。

首届传承班的学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全国仅选了 66 位。学员班成员年龄最大

的五十多岁，最小的是杨双赫。杨宝森

的亲传弟子叶蓬教授成为了她的导师。

其实，她与叶蓬先生早有缘分。2009年底，

著名京剧演员于魁智为叶蓬老师举办了

一次盛大的集体拜师仪式。当时于魁智

在全国广泛寻找后备人选，挑选了 30 位

比较优秀的老生演员，其中就有杨双赫。

2012 年 9 月，杨双赫荣幸地获得中

央电视台第七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

大赛金奖。对于一位青年演员，这是了

不起的殊荣。提起参赛的整个经历，杨

双赫的心情像坐过山车一样跌宕起伏。

杨双赫参赛的剧目分别是：初赛《文昭

关》、复赛《搜孤救孤》、决赛《珠帘寨》。

杨双赫在《断 涧》中饰王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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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四届河南省青年戏剧演员大赛暨

第三届中国戏曲红梅大赛河南选拔赛”

中荣获银奖；2007 年，在河南省文化厅

举办的“‘大涧杯’河南省第五届青年

戏剧演员大赛”中荣获一等奖；2008 年，

在新编大型神话京剧《嫦娥》里，杨双

赫成功地扮演了十王子角色，荣获优秀

2010 年 5 月，经河南省委宣传部推

荐，杨双赫考入中宣部和文化部主办、

中国戏曲学院承办的“京剧流派传承班”。

首届传承班的学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全国仅选了 66 位。学员班成员年龄最大

的五十多岁，最小的是杨双赫。杨宝森

的亲传弟子叶蓬教授成为了她的导师。

其实，她与叶蓬先生早有缘分。2009年底，

著名京剧演员于魁智为叶蓬老师举办了

一次盛大的集体拜师仪式。当时于魁智
杨双赫在《断 涧》中饰王伯党

复赛的时候是电视直播，也是她第一次

进中央电视台，既激动又感觉压力很大。

复赛完了就回家等通知，然后她得到通

知进入决赛。按规定复赛和决赛的剧目

不能重复，但可以选初赛剧目，杨双赫

打算选初赛的戏《文昭关》。叶蓬老师

不赞成她选这个戏，建议她选《珠帘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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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盆地以其山川景物之美而孕育

了丰富多彩的戏曲及曲艺，那种感人肺

腑催人泪下的大戏，随着一代代名演员

的精湛表演而传播四方，使人心旷神怡、

耳目一新。

戏剧和曲艺，在南阳自古以来都有

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不仅爱看爱听，

而且爱学爱演。南阳素有“书山曲海”

的美誉，戏曲成了地域风俗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南阳是“戏曲之乡”，不仅上演的

曲目多，而且从事演出的艺人也多。不

仅有土生土长的曲剧、宛梆、越调、汉剧、

罗卷戏、鼓儿哼等地方剧种，而且还有

外来的秦腔、豫剧、京剧、川剧、花鼓戏、

清戏、安庆戏等剧种。古戏楼众多是这

一习俗的最好证明。

在南阳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戏曲可

以称得上源远流长，戏曲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些名目繁多的

剧种中，既有流行时间长、群众爱看爱

听的古老剧种，如越调、宛梆、汉剧，

也有曲剧、豫剧这些后起之秀。后者虽

然产生的时间较晚，大多在清末民初时

期，但它们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

越大。除此之外，在南阳的戏曲舞台上，

还常常出现一些局部流行或短时期存在

的剧种。所有这些剧种在南阳大地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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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出现早晚、影响大小，都有着自己独

特的艺术形式和流行空间，都有着属于

自己的艺人和观众。

南阳是戏曲之乡，如今流行的主要

有曲剧、越调、梆子等剧种。

曲剧亦称曲子戏、南阳曲子、高台

曲、南阳大调曲，是在南阳鼓子曲的基

础上发展而成的，它是南阳地方戏中影

响最大的剧种之一。它的初创时期，只

是按照南阳鼓子曲的调门韵律就地清唱，

既不搭台，也不化妆，直到清宣统年间

才始有登台化妆演出。当这种化妆登台

演出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第一次在

邓州李堂村娘娘庙会上闪亮登场后，其

鲜艳的色彩、饱满的韵味、优美的唱腔

音乐、新颖的艺术形式立即博得广大民

众的认可和欢迎，引得各县的南阳曲子

戏班竞相效仿，镇平、淅川、南召、内

乡、方城等地相继建立了化妆的曲子戏

班。到了民国十八年（1929 年）前后，

曲子戏的影响以南阳为中心逐渐向周边

省市波及，先后波及到山东、河北、山

西、陕西、甘肃、湖北、四川、安徽等

省。流传的过程，亦是不断完善丰富的

过程，在以后数十年的流传演绎中，曲

牌得到了较大的丰富和完善，形成了 [大

汉江 ]、[小汉江 ]、[银纽丝 ]、[打枣竿 ]、

[ 剪剪花 ]、[ 哭皇天 ]、[ 马头 ]、[ 高山流

这个戏有亮点有特色，可以把她的优长

发挥出来。本来参加决赛应该是平时最

拿手、最熟悉的戏，应该胸有成竹才行，

但《珠帘寨》杨双赫从来没学过，报送

这个戏实在是冒了个险。从得到通知到

决赛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她每周五乘

火车去北京，向叶蓬老师学戏，周日晚

上乘火车返回郑州，周一照常上班。由

于她有着扎实的基本功，很快掌握了《珠

帘寨》的演唱技巧，终于在决赛时一鸣

惊人，夺得金奖。

全国青京赛电视大赛的影响很大，

有三亿观众关注。刚参加完复赛，就有

人给杨双赫打电话想挖走她这个人才，

但杨双赫没有动摇。杨双赫说，“我在

河南京剧院呆了七年，成了半个河南人，

我对河南很有感情，也相信河南的京剧

能振兴起来。为了河南的京剧事业，我

愿意在这里生根开花，并且把父母也接

到了身边，以便做到忠孝两全。”

河南省京剧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

有过鼎盛时期，那时候职工有300多人，

还拍了很多电影。改革开放后，地方剧

种 --- 豫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国剧

——京剧却处于边缘化的境地，成为一

个行当不齐全、没有创新剧目的弱势剧

团。新世纪以来，河南的京剧人“穷则

思变”，作了很多的努力，其中有新剧

目的打造，有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杨双

赫的获奖，使河南的京剧工作者、京剧

观众信心大增，鲜花与掌声接踵而来，

开封、信阳等地的戏迷也给她寄来明信

片表示祝贺。杨双赫说，这次大赛是个

契机，通过大赛能感觉出来大家对河南

京剧的认可。

是金子总会发光 ! 杨双赫，这个年

仅 22 岁即荣获全国青年京剧电视大赛金

奖的女老生演员，已光彩照人地出现在

千家万户的电视荧屏上，刻印在广大戏

迷观众的心目中，杨双赫这个名字被观

众记下了，河南省京剧院也被全国观众

记住了。杨双赫的人生与事业必然有着

广阔的未来和希望！

[ 责任编辑：雷桂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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