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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在哪里,我家邙山头。”这段原本
是电视剧《常香玉》主题曲的豫剧戏歌,现
在已成为香玉小学的校歌。踏歌声里,我
们来到香玉故居河洛镇南河渡村。这处
典型的豫西邙岭窑洞院,在如今的巩义农
村依然可见:三孔窑洞依山而建,显然是后
来挂上的标牌解释房屋当年的用途:堂窑、
厢窑、厨窑。

常香玉出生的地方，是院落北侧东边
的一孔厢窑，屋内陈列着她的生平资料，
大多是演出剧照、图片等，年久加上洞内
潮湿，许多图片已经发黄，屋内水缸案板、
桌椅板凳极其简陋的生活用具，更是这个
家庭简朴生活的写照。

“她打小出去学戏，伊洛河那时没有
桥，就从这条道走到码头乘渡船。”

“香玉十几岁就唱红了，可从没有现
在明星那样的铺摆，哪次回家都是步行进
村，婶子大爷叫的心暖。”

“常老师一生节俭，可是每当国家有
事的时候她都站在前面，捐物捐钱。”

走在香玉故里，乡亲们如数家珍，一
次次回忆起大师的生平：

抗日战争时期，她举办义演，在宝鸡、
西安广设粥棚，赈济因黄河泛滥流落陕西
的难民；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时期，她带领
香玉剧社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慰问演
出。看到艰苦卓绝的战场实况，回到家中
就与丈夫商量：“咱们为国家办件事儿吧，
我想捐献一架飞机。”夫妻俩把存留的金
子送到银行兑现，汽车也卖了，可还是差
很多。于是，丈夫编剧，香玉主演，一出爱
国主义题材的《花木兰》唱响大江南北，香
玉塑造的巾帼女英雄且美且刚，感动国

人，15亿元人民币(旧币)在掌声中筹得，一
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 15战斗机直
上蓝天。如今这架飞机仍被停放在北京
航空博物馆展出；在广西前线、北京亚运、
香港回归的义演舞台上，她的演唱响遏行
云；在唐山抗震、西部工程、抗击非典的捐
款队伍里，她的身影依然熟悉；她自筹资
金 22万元，设立“香玉艺术奖”，奖励豫剧
艺术优秀人才，如今已评选9届，获奖人员
130多人，遍及全国。

义举频频的她能有多少钱？从 2001
年起，她的工资刚调到每月 2200元，她住
的房子是儿女们凑钱买的。逝世前她的
床单上拼补有十多个补丁。

常香玉生前曾说：“艺术是生命，气节
最重要，民众为父母，奉献是责任。”剧作
家苏叔阳在香玉大师故去时说：如今，物
质生活的丰富，却造成了一些人的拜金主
义倾向，一些人淡漠了对人生意义的思
考。我们的文艺作品，缺乏深刻的哲
思，缺少了震撼人们灵魂的壮阔的激
情和想像力，缺少高瞻远瞩的科学正
确的历史观。我们学习常香玉，应该
像她一样做一个爱国、爱民族、始终为
人民歌唱的歌者，高扬起生命的大旗，做
一个时代的艺术家。

在香玉小学，校长告诉我们的一个细
节，可以印证当今人心所向——每年的清
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师生前去登封市连
天公墓拜谒常香玉大师，每到这个时
候，同学们就会争相报名，甚至有家
长 求 情“ 走 后 门 ”，希 望 能 让 孩 子 参
加：“我们就想让孩子记住，我们有常老师
这样品行高尚的人。”

《光明日报》昨天头版头题刊发

做人民的歌者
——探访河南省巩义市香玉故里

□光明日报记者 刘伟 刘先琴

豫剧大师常香玉,留给世间的不只是丰厚的艺术遗产,更有绵长的精神遗泽。
文艺是引领人们精神和灵魂的崇高事业,艺术家的追求反映了自身的世界观。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文学艺术界不免受到虚名和浮利的侵染。常香玉

是艺术工作者的一面镜子,她的高尚节操,照见了部分艺术工作者的庸俗和媚俗;她的淡定胸襟,照见了部分艺术工作者的短视和功利。德艺双馨,以德为先,
常香玉的艺术人生,值得每个人品读和反思。

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日,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广大文
艺工作者在推动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创造,在服务人民群众的艺术实践中倾情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愿所有的文艺工作者都以常香
玉为榜样：为人民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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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段大堤是香玉
坝!”

初夏时节,在传说河图
洛书出水之地的 河 南 省
巩 义 市 行 走, 当 地 同 志
的 一 声 介 绍, 让 我 们 得
知脚下是著名豫剧大师
常香玉的诞生成长之地,
于是有了此行目的之外
的 寻 访 和 珍 贵 收 获——
真正的艺术家,是用灵魂深
处的道德精神,永留天地人
心之间。

2003 年
12月,河南组
织了慰问在
京农民工大
型演出，常香
玉带病到现
场为农民工
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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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至今在恩惠着我们”

这是一段高 10余米,长 80余米向水中
突起的石坝。坝底,当年筑堤留下的木桩清
晰可见,坝内,黄河之水一泻东流,与远处洛
水交汇,清浊分明。

“没有香玉坝,我们神南、神北好几个村
庄早被河水淹没了。”

60 多岁的张丙全是当地村民,多年担当香
玉坝的义务护堤员。他说,香玉坝虽然有60多年
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
目前仍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问起修
堤历史,老人了如指掌——

1941 年,几位老乡在河南洛阳找到当
时已小有名气的常香玉,告诉她说村边的河
流近几年连连发大水,冲得北边山上土块碎
石大片往下滑落,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希
望能凑些钱修坝护村。刚满19岁的常香玉
立刻答应说:“家乡父老这样看得起我,再难
的事儿我也不能推辞。可我只是个唱戏的,
只有多演几场戏,算是为家乡垒坝添点石头
添点沙吧。”

当年已经在洛阳一带走红的香玉和父
亲商量后,迅速安排剧目,夜以继日加班演
唱募资,演出所得买了400多袋面粉运回家
乡,乡亲们以面粉为工钱,修筑了这条石坝。

实际上,比起今天的许多水利工程,“香
玉坝”的规模并不出奇,甚至略显“寒酸”,然
而 60多年过去,远近村民依然难忘,历久弥
新。“她至今在恩惠着我们。”张丙全说。

和“香玉坝”一样至今恩惠故里、镌刻
人们心中的还有不远处的“香玉小学”。

位于伊洛河畔,绿树环抱的河洛镇香玉
小学,前身叫寺湾小学,是常香玉的母校。
香玉从1961年开始就源源不断向该小学捐
资助学,临终前依然念念不忘,嘱咐家人把
自己的剩余积蓄捐献给家乡教育事业。香
玉逝世后,当地政府和群众把寺湾小学更名
为香玉小学。现在学校占地200余亩,建筑
面积 7900平方米,各种教学设备齐全,还有
标准的跑道和操场。学校里还增设了多媒
体、双语、豫剧等特色教育,学校的五二班还
被教育部命名为“香玉班”。

适逢孩子们的节日即将到来,校园里正
在举办“迎六一文艺演出”,我们听到了舞台
上这样的诗句朗诵:“牢记戏比天大的誓言,
爱国爱民,常奶奶是我们的典范……”

永远的精神财富

“每年春节，我们镇上都要用政策鼓
励、资金奖励、社会化运作的方式组织豫
剧大赛，让能唱会拉的有机会上台表演，
一年比一年红火。用这种办法弘扬民族
文化，彰显地方特色。”香玉村所在的河洛
镇党委书记赵现才对当地文化发展很有
一番思考。

在香玉大师故乡任职，巩义市委书记
舒庆更认为自己有着不可多得的资源。
他说，任何人的成长，任何地方的发展，都
离不开文化土壤的培育，靠的是精神激
励。河洛地区本土就有丰厚的历史文化
积淀，著名的“常派唱腔”里，就融汇了河
洛岸边船工“黄河号子”激越昂扬的特色，
豫西山区人民的吃苦耐劳、忠厚侠义精神
在香玉品德中更有体现：“纵观巩义这方
土地走出的艺术家，被老百姓铭记在心
的，首先都是道德人品！”

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是杜甫的出生
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三吏三别》中，
诗人表现出的广济天下、情系百姓的胸
怀，成就了一代文豪地位，也为家乡人世
世代代景仰。一代又一代的村民保护了
杜甫的居住原址，修复再建杜甫故里公园
时，市民自发义务劳动，自觉捐款。舒庆
感慨道：何谓德艺双馨、道德文章，自古以
来都是“德”字在先啊！

我们了解到，在当前大力推广新农村
建设中，巩义将尽全力保护好香玉故里原
址原貌，在此基础上成立常香玉文化研究
园，将她建成一个怀念大师道德人品、展
示河南地方剧种，尤其是河南豫剧演出传
承的一个平台。赵现才说：“困难很多，但
市里非常支持，香玉精神时刻告诉我们，
爱国家爱民族的才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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