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引言
豫剧是郑州人的骄傲——《朝阳沟》响遍大江南北，《花木兰》堪

称家喻户晓；豫剧已经渗透到了郑州人的日常生活中——两三岁的
孩子张嘴就是“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街心公园、金水河畔，数不清的

郑州人在吊嗓子，生意红火的戏曲茶楼，熟悉或陌生的曲调和唱词悠然飘散。

《郑州晚报》这些年也一直关注着豫剧的发展，从豫剧大师常香玉去世的大规模报
道，到《梨园春》走进澳大利亚；从《程婴救孤》唱出国门、唱响罗马音乐
厅，到《河南河北两省争抢“朝阳沟”豫剧名段引发品牌之争》的“独家
责任”，《郑州晚报》甚至还组织省内豫剧界的权威人士专门举办了河南
戏曲大讨论的沙龙活动，引发了群众的关注。

晚报记者 李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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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梨园春》走红的同时，一台豫剧也在
全国唱响。它不仅几乎囊括了近年来中国舞
台艺术的最高奖项，也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
城市掀起了一场场“豫剧热”。这就是豫剧
《程婴救孤》。

“河南有3个豫剧团，一团有常香玉，三
团有《朝阳沟》，只有二团，既没有好剧目也没
有名演员。在生存完全取决于市场的情况
下，要想有出路，就必须有精品！”《程婴救
孤》编剧陈涌泉对记者说。

于是，2002年初的一天，河南豫剧二团团
长李树建找到了陈涌泉，他们打算将元杂剧
《赵氏孤儿》的内容改编成豫剧《程婴救孤》。

“当时真没想到能引起这么大反响。”陈
涌泉说，“《程婴救孤》诠释的是舍生取义、一
诺千金的精神，这与当下大力倡导的诚信，中
原人的朴实、韧性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有
一种契合，而且豫剧剧种阳刚、豪放的特点与
这个体裁也有契合。此外，作为豫西调的领
军人物，李树建的唱腔具备了豫西调苍凉悲
壮的特点。他的表演更加注重塑造人物，挖
掘人物的情感世界，可以说《程婴救孤》在表
演上借鉴了话剧艺术的一些元素，而不像传
统戏曲艺术仅仅注重的是技巧的展示。”

豫剧为什么在中国戏曲陷入“台上热闹，
台下冷清”这么一种现状的时候能够“叫好又
叫座”，《程婴救孤》的成功也许能带给我们诸
多思考和启示。

“如果要总结这台戏成功的原因，我觉得
是因为我们回归了戏曲本身，尊重戏曲艺术
的规律，我们把古典剧进行了现代转换，在艺
术的体现和思想的传达上，实现了与当代观
众的对接。此外这台戏还充分运用舞台技术
发展的成果，通过舞美、声光等现代科技手段
进行全新的打造。”

“通过这个剧让我认识到，在传统基础上
的发展是当下戏曲生存发展的最佳选择。”陈
涌泉说，“继承是基础，发展是目的。能否得
到当代观众的广泛认可，能否征服当代观众，
就得靠发展，不断提升，才有生命力。”

这些年，陈涌泉一直致力于戏曲走近当
代青年人。2007年陈涌泉带着《程婴救孤》
走进了郑州大学和河南大学。

“青年人不喜欢戏曲是个伪命题。”陈涌泉
强调说，“戏曲本身是中华民族艺术的瑰宝，是
民族精神的精髓，它和青年观众关系密切。不
是他们不喜欢，而是他们平时很少接触到，或
者是一些剧目不能吸引他们。我们带着《程婴
救孤》走入大学生中，很多学生看了后都有种
相见恨晚的感觉。这说明真正优秀的剧目还
是受到青年人喜爱的。所以，作为戏曲专业人
员，我们有责任和青年观众相结合创作出优秀
作品，还要及时把创作的作品送到他们中间去
检验。这也是争取、培养青年观众的过程，有
了他们的支持，戏曲才有持续的后劲。”

戏曲就像一条河流，源头和入海口绝不会停
留在一个地点，它也会九曲十八弯，有时奔腾，有
时平静。“戏曲也需要不断地升级换代，所以我们
要给它时间，对它充满信心。”陈涌泉对记者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国戏剧文学
学会顾问、中国戏曲表演学会副会长荆桦看
来，戏就是文化的积淀，“陕西人粗犷于是就
有了秦腔八百里的苍凉，河南人开朗于是就
有了豫剧的豪迈大气。它家常而世俗，土得
掉渣，它渗透着中原人的性格特征”。

河南人爱戏，所以，只要有河南人的地方
就有豫剧。荆桦说，1948年，常香玉创办的

“香玉豫剧改进学校”招生，之前被称做“河南
梆子”的戏曲正式改名为“豫剧”，从此“豫剧”
就成了河南人的身份名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占据着娱乐的
霸主地位，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各种娱乐
手段的增加，人们不再欣赏慢节奏的戏曲，而
转向易听、易唱、易学、更加大众化的歌曲及
其他艺术形式，戏曲娱乐霸主的地位被这个
忙碌急躁的社会所颠覆。

荆桦认为，就目前来说，戏曲还存在着相
当大的困难，没有真正地走出低谷。“比如，

‘二夹弦剧团’全省现在只剩开封一个了，从
各地剧团的生存情况看，最好过的是省剧团，
地市剧团其次，很多县剧团则是风雨飘摇，名
存实亡。有的剧团是不演不赔，少演少赔，多
演多赔。”

“文化生活的多元化是戏曲风光不再的
重要原因。尤其是电视的普及，在给中国传
统戏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它的
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再加上没有好的剧
目，没有名角，音乐和旋律比较单调，节奏比
较缓慢，使戏曲更是举步维艰。此外，‘文革’
期间只有 8个样板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断代。”

孔莹，8岁，纬三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3岁梨园春少儿组金奖，4岁全国戏曲小梅花
金奖，5岁登上世界艺术殿堂悉尼歌剧院。
在河南，像孔莹这样活跃在豫剧舞台上的孩
子还有不少，他们不仅是豫剧的骄傲，更是豫
剧的未来，这些孩子都是通过河南电视台的
一个电视栏目——《梨园春》走出来的。

就在全国戏曲陷入尴尬境地的时候，来
自豫剧之乡河南的《梨园春》，引起了全省乃
至全国的关注，为陷入困境的戏曲注入了新
的活力。由此引发的“梨园春现象”，引起了
许多专家、学者和戏曲爱好者广泛关注，而这
一现象与传统戏曲整体危机的大背景形成了
强烈的对比。

“其实，1994年《梨园春》刚创办的时候
是以播大戏为主，欣赏为主，当时收视率并
不是太理想，”《梨园春》导演、副制片人齐
柯对记者说，“也是迫于收视压力，后来我们
考虑能不能转变一下栏目的形式。当时就
想，既然全国都有河南人，那就调动全国各
地的河南老乡，让众多的戏迷踊跃登台，一
争高下。”

转变是在1999年，“戏迷擂台赛”终于开
办了，齐柯说：“实践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

的，《梨园春》从此蒸蒸日上，也在悉尼等地留
下了足迹，到目前为止参加擂台赛的戏曲爱
好者达2万人。”

一个节目火10年不是偶然的，名牌的诞
生一定是抓住了河南民族文化的核心。自
1999年 6月 16日《梨园春》引入评析制度开
始，荆桦就任评委，前后共点评81次。在他
看来，《梨园春》成功的关键是思路开阔，丰富
多彩，不断变化。“戏迷擂台赛是它的突破点，
一个人带动一片人，从而深入千家万户，此外
这个栏目不是演大戏，都是短小、精悍的片
断，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有，花样繁多。”

“客观上，《梨园春》对宣传戏曲艺术、培
养戏曲观众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河南省戏
剧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国家一级编剧陈
涌泉对《梨园春》这些年的成绩也有着很深
的感触，“我们剧协上个月和《梨园春》刚刚
联合举办了第十三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
评选活动，报名特别踊跃，小选手的水平也
很高，这种现象在其他省是不多见的。其中
主要的原因就是《梨园春》长期以来对少儿
戏迷的影响，对青少年观众的培养。戏曲最
终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关注，他
们是戏曲的潜力和希望。”

《梨园春》现象引起关注

一台戏激活一个剧团

《郑州晚报》有关
河南戏曲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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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13
日 她找到了位置——访
著名豫剧演员虎美玲

●2005年10月13
日 角逐国家十大精品剧
目《程婴救孤》今“过堂”

●2006年5月15日
“晚报光大文化社区行”
首站 文博社区欢声笑
语

●2006年7月28日
“豫剧让人羡 功夫是舞
蹈”郑州文化震撼学者名
流

●2007年12月7日
五兄弟义务唱戏十余载

●2007年11月30
日 老艺人三喜临门众乡
邻“义演”祝福老人

●2008年4月2日
《马金凤：马派艺术永远
不“关门”》

●2008年9月23日
《程婴救孤》河南大戏年
轻人看了也会喜欢

●2008年9月29日
9 月 29 日到 10 月 8 日
中原区3个戏曲专场开
幕

●2009年6月12日
河南河北争抢“朝阳沟”
豫剧名段引发品牌之争

豫剧《穆桂英挂帅》 资料图片

【 】那些骄傲的
片段

一台一台戏“唱彻”梨园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