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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作为中原和中国的第一剧

种，剧团分布最广，观众数量最多，

剧目影响较大。之所以豫剧能在京

剧、越剧和黄梅戏之上一枝独秀，是

因为有了一批又一批杰出人才在鼎力

推动。在表演艺术家序列中的陈素

真、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和阎立

品五大名旦之外，还有作为当今领军

人物的李树建。在剧作家序列中，除

了不同时期出现的樊粹庭、姚金成和

陈涌泉等人之外，还不得不提到石磊

其人。他在诸多名家当中凸显出来，

已经成为豫剧文化中必须描述的石磊

现象。

石磊现象，首先表现在其教育

背景较为正规、艺术实践接通地气。

他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本科生，后

来又在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深造，

接受了张庚、郭汉城、阿甲等多位先

生的指导。上承中国最高艺术机构的

熏陶，下接河南豫剧文化的地气，数

十年如一日地在豫剧文化的丰腴土壤

中辛勤耕耘，日积月累，以致蔚为大

观。五卷七册煌煌大著汇集成的《石

磊文集》，连同他创作、导演的剧目光盘集锦在一起，令我们每一

位戏曲人所感动。在北京的艺术院校中求学的大部分毕业生，都不

愿意离开北京。但是以中国之大，既要有人留在京城，也要有人回

到家乡为戏曲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石磊先生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

优秀的典范。

回到中原故土的石磊，既带有几分经院气，更在豫剧文化的

天空中自由驰骋。他没有这样那样太多的条条框框束缚，而获得了

更多的身心自由与创作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回到民间、回到传统、

向着观众，向着明天，充分展示出他亦编亦写亦论，亦导亦唱亦社

会活动等各个方面的才能。在中原文化的广阔背景之下，他纵横驰

骋，自由放歌，开花结果。当然,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都要付出

极大的代价。在自由追求下，任何一种独立的前进与认真的思考，

都与生俱来地伴随着孤独。但是，石磊却在孤独中坚守。当大家都

在主旋律的宏大叙事之道上前行时，他却在走着自己的一条道，一

条不同于主流的道。他不怕小众和另类，就是把自己所坚守的戏曲

理想，在古典主义的旗帜和民本关怀的实践中走下去，走到底，既

能获取更多百姓的掌声，也能把一些剧目流传下去。在主流的豫

剧作家之外，也有石磊这样思考独立、人格自由、成果丰硕的艺术

家，值得我们每一个戏曲从业者敬重。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原本

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仅仅是主旋律、大制作、新创作的一元化道

路。艺术发展最好的状态还应是百花齐放，而不仅仅是一两朵花的

绽开。石磊现象的充沛展现，就像一朵带有古典精神和民间气息怒

放的鲜花。

 同时，石磊又是一位非常独到的戏曲作家，他将原创剧作的撰

写、传统剧目的整理与再创作结合起来，因此凡有所作，都能成为

演员的看家戏、剧团的“吃饭戏”和特别有观众缘的招牌戏。原创

戏《女贞花开》、《秦少游与苏小妹》固然精彩，《三娘》和《寻

儿记》更见出经典的风范。尤其是后者，经过他的妙手打造，画龙

点睛，点石成金，使之更加符合当今舞台，符合当今戏曲观众的需

求。这就是他本人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他在朝着将传统剧

目脱胎换骨打造成新经典的方向努力，这就特别符合中国戏曲的本

体。因为，戏曲不仅仅是原创的艺术，更重要的则是要把历代的精

华，把各个剧种中优秀的传统剧目不停地优化提高、与时俱进，这

豫剧文化中的石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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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云蒸霞蔚、山海常新。在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实

践中，石磊成绩颇大，收获颇丰。

石磊现象还表现在打通编、论、导演等不同艺

术行当，成为一个多面综合、全面发展的艺术家。如

前所述，学而优则创作，创而优则立论，论而优则

导演，导而优则粉墨登场……环顾古往今来的戏曲

艺术家，兼顾以上各部门而能融会贯通者，能有几

人？关汉卿说偶倡优而不辞，汤显祖说自掐檀痕教小

伶，我觉得还只是偶然兴起而已，他俩都不会真的常

演戏、常导演。但是石磊却能在不同的艺术行当中融

会贯通，游刃有余，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出自己

多才多艺的禀赋，能够逐渐接近和实现自己的艺术理

想。他的论著中，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戏曲改革启示

录》、关于《戏曲流派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文艺现象》

等，都曾令人关注。我特别瞩目的还有其《樊戏研

究》，这是关于豫剧编剧大家樊粹庭论述中最为精到

的一部专著。我们中国戏曲学院编写《中国戏曲文学

史》时，关于樊粹庭这一章，还是得约请石磊来写，

因为他才是樊戏研究真正的专家。当然，石磊还在樊

戏中选了一些剧作改编演出，从《麻风女》改编而成

的《女贞花开》，就是一出好戏，很多剧团都盛演不

衰，感人至深。作为一位很好的编剧和戏剧评论家，

他常常觉得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能被导演深刻理解和充

分采纳，所以他又走向了导演的角色，亲自导演、教

演甚至作曲，成为戏曲界可以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在海峡两岸的豫剧文化交流方面，不算赴台参

加学术会议，石磊曾经五进宝岛，导演了《秦少游

与苏小妹》等五出大戏，同时又多次邀约宝岛的豫

剧团队到大陆演出，实实在在地为两岸豫剧交流与

协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与同仁们推动了台

湾豫剧在新的层面上更多的发展，台湾同行共同谋

求新的创造，寻求两岸文化人与艺术家的心灵沟通

和情谊的互惠，寻求为两岸观众所理解和心灵感动

的共同密码。

正如台湾著名艺术家王海玲女士的贺电所云：石

磊先生才华出众，多次应邀赴台交流，并参与台湾豫

剧团年度大戏创作脍炙人口之作品，《女贞花开》、

《秦少游与苏小妹》、《三娘》、《狸猫换太子》等

在两岸均拥有众多戏迷，对于传统戏曲之传承与推广

贡献良多。

在台湾戏曲界，豫剧就是大陆过来、官方支持的

第二大剧种，豫剧今天不仅仅在台湾影响很大，台湾

的豫剧在海外也都有了极好的口碑。豫剧在台湾、在

海外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这既与台湾本土艺术家们

的奋斗分不开，也与石磊等一批豫剧精英莅临宝岛的

相互推动分不开。这样，豫剧艺术不仅仅在台湾有了

新发展，还与作为母体的河南豫剧血肉相连，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只有两岸携手，才能将豫剧共同推向

当代中华戏曲第一大剧种的重要位置。

在研讨石磊现象的这一个平台上，高朋满座，名

家云集，汇合了中国戏曲界最具备智慧、最具备学养

同时也具备正义感的一批高端专家们，与石磊京华论

道，风云际会。研讨会上真正做到了人与人的呼应，

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沟通。通过石磊现象的个案

研讨，从他的个人奋斗史及他的诸多成就与业绩延伸

开来，我们大家都在忧国忧民，都在思考当今中国的

信仰重建。都希望在信仰重建的过程中，戏曲能够润

物细无声地发挥移风易俗、潜移默化的作用；都希望

戏曲能够具备古雅而又现代的气韵；都希望戏曲艺术

能够给百姓们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美感；更加希望中国

不仅是制造大国、经济强国，同时还要成为文化强国

和戏曲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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