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7

!!"#$%&'()*+,

- . / 0 1 2 3 4 5 * + 6

7 8 9 : ; < = > ?< @ A

B C!"#$%$%"$"$&$'()*" + D E

FGHIJKLMN

!#!OPQRSTUVWX

YZ[\]<^ I=>E_`

H a Z B b %,$"&%"-.'/)&.-,

.- aLMcde

!fgOh7i.jcd kA

Bb%"/"0,//120/. kJKLMe

!LMblmnop<@GHC

q r s %'/'&''-.)/,&-)20/%%k

q t %'/'/,'-0)/2/-/'-/%, k

quv %'/''&'-)0'&'%/)&-%% k

wxy %'/&&%'-../%/)%%&2%, k

z{ %'/'/,'-0./)&//&/2%, k

|}y %'/'/,'-0%/'/'/&&%%, k

q~� %'/'/,'-.2/2'/./'02, a

�1y %'/''&'-)0'/,/''%&%, a

��� %'/'/,'--&/././/)0&% a

� Q %'/'/,'-0&/)/%2/,%&% a

JLMcde

!"#$

!"#$

����b�5S��:S������� 3� ''/.���h�b����/,.'42).&&2005?���).)22"&05?R��2).&&&"25?����)$)00-&,5?����)),,$$,$

!��O ¡¢£¤¥¦§¨

© ª < G H < B b 61%.%&220

LMcd

!P«¬�®Q¯� 11 B°

& ±² ./& B7 ³´µ¶ ·¸

¹�º»¼<�½Bb//&2&/&¾a

¿ À E Á Â Ã : Ä ½ ½ B b

//,%/,12 `HaLMcd

!ÅÆÇÈSÉÊËÌ<^=

> %1/10%//&&/1 G L M c d

!!"ÍÎÏÐ6ÑÒÓÔ^

g Ò Õ < G H a Ò B b

/-%1/1/..///,/ aLMcde

!ÖR×ØÙ7,-./Z[

\ ] < ^ = > G H a Z B

%1/1/,20-.1.2,6 aLMcde

!wÚÛ!ÜÝÞß /,/1/1&0

12 à /,/1/1&010 B Ü á â , Ý

<`HaJKLMe ãäåæa

Ä<§çèélêÄe

!!"�ëì7,-./ a.

jaí[jGHaJKLMe

! î ï &//)2%&&), B ð Z ñ

Z<�<ò I óôòGH a L

Mcde

! � õ ö ! Ü Ý Þ ß

/&/111/)-2 BÜáâ,Ý<`

HaJKLMe ãäåæaÄ<

§çèélêÄe

!�÷øI �3Q!ÜÝÞß

1&/1/.11&%7" I "&$"$.""&%(&

BÜáâ,Ý<`Ha JKL

Me ãäåæa Ä<§çèé

lêÄe

!ù1ú "$&)2$, BðZñZ

<�<òGHaLMcde

! � s û ! Ü Ý Þ ß

$&$"$%.-%$ BÜáâ,Ý<`

HaJüLMe ãäåæaÄ<

§çèélêÄe

! ! " ý þ ÿ ! , - . / "

388,&1 # È S ! $ < G H k

<B %1$1$1$11&$, kLMcde

!T%&è'[()<GH k

<Bb .2.&- kLMcde

! " 39:2-, Ê ! < /12,% G

Hk *+,()< )2001 -.

GHkLMcde

! w / 0 ! Ü Ý Þ ß

1//11%/020 BÜáâ,Ý<`

HkJüLMe ãäåækÄ<

§çèélêÄe

!123 /...%&, BðZñZ

<�<òGHkLMcde

!" 39:112 q45ÉÊÝ<@

GHk<B /%10/ kLMcd

!!"1£678´MÛ¢9

:; `HÊ 7 < = ^ I = > >

? B %1/1-))//1/%))0 k Z [

\ ] < ^ I = > Z B %1/1011

-0%1&12)-2. kLMcde

!!"@P9ABC,-./

Ê 7 < = ^ = > > D B %1/1

/&//////&&1 k ¥ ¦ § ¨ E ª

< ^ > 1./1,&)&7/ k Z [ \ ]

< = > Z B %1/1/&1./1,&)&/

GHkLMcde

!î�F!ÜÝÞß ///10/0)

), B Ü á â , Ý < ` H k J

ü L M e ã ä å æ k Ä < § ç

èélêÄe

!" 39;,-- GHI!ÊJ /,,2)

GHkLMcde

!!"�1£-$KL!EM

N : ; ` H Ê 7 < = = > >

DB %1/1-))///-/./1 cde

! " 39<-/2 � O . / P Ú M

()<GH<B )%2) LMcd

!Å#Q" 3)2-) R�%1/1/,//

/,11¾ I " 3),2.-�%1/1/,///

,1/¾Ê!<GHJüLM

STUk1-.0 VÕkÖWXYpkZ

[\)ÒÓPQ]^_�67`aÕ

b7kcdeÒfkÆgZ[\)ÒÓ

PQ]^=hik_�*c�³je P

Q\)kl%%me cCnoßp:q

rQ\skcZ[s�tukZ[Oß

�qvV\sc�ukwxgyz{ó

|}¶�~��p2�ky�Ez{�

�¶�PQ]�k 2/ Û�ky]� ./

��øp��e

%&'()!"#$ * $ + #! , %&' ,

%&-.)/012345607

89:;<=

>?@A)/03BCDEF#G

%&'()*+,-./0 1!"#$

2 $ 3 #! 456789:;<=

!!"#��h�(),-.

/ � P Q ~ ; � � , - . /

! " Ï # ( ) � Ä � � ; �

� Ë Ì <�� � B b =%-1//#.

#%.2/1 � B b #22-1.1#,10) ¾

� §¨& � Eª <�E ª b>'

/%'/'/'/&.&%.2/? ¾ � G H k

L Mcde

!��g\Ü�Þß '&/,/.',2&

BÜá��Ý<`HJüLM

�äåæÄ<§çèélêÄ

!Î��`H%��7( <k

< B %'&./&'-00'/&/%'0, k 4

> L M Ä ¡ ¢ £ ¤ ¥ % � �

7 (   < Â Õ � j ¦ § ¨ ©

j ª�>päçkJüLMe

!«/6nop<B %'/'&''-

.&/,,/20&/', GHLMcd

!±¬¬`H%��7( <k

< B %'&./''-0./)/%,/&- 4

> L M Ä ¡ ¢ £ ¤ ¥ % � �

7 (   < Â Õ � j ¦ § ¨ ©

jª�>päçkJüLMe

武惠敏为豫剧旦角演员，毕
业于开封市戏曲学校，她悟性很
高，颇有戏剧表演天赋，曾受到
豫剧皇后陈素真的言传身教。
1978年，陈素真大师为武惠敏亲
授了《拾玉镯》《宇宙锋》，将她引
领到瑰丽多彩的豫剧艺术中。

“老师经常强调，演戏主要
是演人物，所有东西都要围绕人
物转，对人物的领悟、理解的不
同，表演的程度也不同。只有注
重人物的内心活动，表演的角色
才更丰满。”舞台上演员的眼神，

是经过加工、提炼、美化而具有艺
术性的眼神，通过千变万化的表
演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活
动。陈素真在对眼神的教学上，
给武惠敏留下了深刻印象。“ 演

《拾玉镯》时，唱腔少，全看眼神变
化。”武惠敏回忆道，“老师说，身
段走得再好，眼睛里没戏不行。
眼睛里要包含人物的喜怒哀乐，
眼神达不到，心里就没有。”

在长期的演戏生涯中，武惠
敏养成琢磨人物心理的习惯，善
于捕捉人物的细微表情，对眼神

的运用出神入化，深得陈素真老
师戏曲艺术的精髓。

20 世纪 90 年代在省政府礼
堂的一次演出中，武惠敏又与恩
师陈素真相见。在观看了她表
演的代表作《拾玉镯》之后，陈素
真欣慰地说：“基本上没走样。”

春去秋来，她那刚柔相济、清
新明快、激越俏丽的唱腔日趋陈素
真先生的风格，其代表剧目《春秋
配》中“羞答答出门来将头低下”这
一唱段，则是武惠敏继承最为成
功，以及戏曲音乐化的代表之作。

随着武惠敏演唱艺术的日
臻完善、知名度的提升，1985年，
武惠敏从开封豫剧团选调河南
省豫剧一团，受到常香玉大师的
执教，成为能演唱陈素真和常香
玉两大流派剧目的优秀演员。

“常老师的教学为我打开了
另一方天地。”几年的勤学苦练，
武惠敏学习掌握了常派的混合

唱法，唱腔风格趋于豪放、磅礴，
节奏鲜明，富有时代感，使声腔向
戏曲音乐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历经陈、常两大流派唱腔艺术
的融汇，加上现代戏《黑娃还妻》中
雪莲和《一二三齐步走》女一号安小
花两个角色唱腔的融入，武惠敏形
成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新唱风。
她成功塑造了《抬花轿》中的周凤

莲，《西厢记》中的红娘，《洛阳桥》中
的耶律含嫣几个性格迥异的角色，
声腔委婉而不粗犷，细腻而不做作，
给人以上扬下抑、运用自如的美感。

在《红娘》这部戏中，她把红
娘演绎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传
递出常派唱腔艺术特有的神韵，
使观者击节赞赏。戏剧评论家荆
桦撰文评价“未成曲调先有情”。

武惠敏出名颇早，1982年她
便以《拾玉镯》一剧荣获省首届
青年汇演表演一等奖，省首届

“黄河杯”大赛金奖和河南省首
届“红梅杯”大赛金奖，个人专辑
也曾在央视戏曲频道《名段欣
赏》栏目中展播。

不仅在戏曲方面造诣颇深，
声乐艺术也是她的强项。2012

年 10 月，武惠敏参加了欧洲音
乐艺术家联合会和奥地利中
国文化教育协会联合举办的
第三届维也纳国际声乐大赛，
她演唱了歌剧《小二黑结婚》
选段和《故乡是北京》，淳朴的
旋律，甜美的嗓音，震撼了在场
的所有观众，最终以评委全部
满分的优异成绩夺得第三届维

也纳国际声乐大赛民族演唱金
奖。她也成了河南地方戏曲演
员参加世界音乐大赛夺奖的第
一人。

谈到这次参赛，她认为成功
之处是在于，“戏剧唱腔的融入，
增加了歌剧的感染力，多年舞台
表演的历练也很重要，以此征服
了现场观众和评委。”

兼容并蓄，对常派亦有独到理解

豫剧《抬花轿》是一出久演
不衰的经典剧目，武惠敏表演得
收放自如，真切自然，将一个“泼
辣、风趣、善良、直爽”的周凤莲
活脱脱呈现在舞台上，深受观众
喜爱。几乎每次演出结束后，都
有戏迷跑到后台要求与她合
影。在戏迷们的眼中，武惠敏就
是泼辣活泼的周凤莲。

“生活是否如戏？”武惠敏笑
着反驳：“不一样的。”

武惠敏是刀马旦出身，但她
说，自己性格单纯，生活中反而是
闺门旦的那种感觉，“舞台上很光

彩，可生活中的自己一塌糊涂。
我喜欢静，静的时候便于思考。”

谈到现状，武惠敏说，现在
把更多时间放在公益演出及培
养学生方面，让更多观众，尤其
是年轻人喜欢戏曲。

戏剧如何吸引年轻人走进
剧场？武惠敏认为：“剧本首先
得打动人，挖掘出人性的东西，与
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再就是演员
不能浮躁，要沉下心演好戏。年
轻人发现了戏曲艺术之美，才会
真正热爱戏剧。”有许多年轻人看
了她演的戏后讲，“以前不怎么看

戏，现在开始喜欢看戏了”。
和陈素真大师在一起的那

段岁月让武惠敏终身难忘和受
益。这次演出她特意让陈派再
传弟子和自己一起演唱同一段
唱腔，以便让更多观众熟悉和了
解这些后起之秀。她说：“作为
演员，谁都喜欢自己的舞台大一
些，但也需胸怀宽广，提携年轻
人，不能只考虑自己。”

武惠敏还对记者透露，在戏
迷和朋友的催促下，今年下半年
计划推出“个人折子戏专场”，现
在正在积极筹备。

“羞答答出门
来将头低下”的唱段，是豫

剧名家武惠敏继承陈素真大师最
为成功，以及戏曲音乐化代表之
作。今晚，《陈素真·吴碧波舞台艺术精
品回顾》将在河南省儿童影剧院演出。
豫剧名家陈素真大师的学生武惠敏将
携众多陈派再传弟子登场演出该唱段。

河南豫剧名家辈出，流派众多，其中
有以陈素真为代表的祥符调，也有以常香
玉为代表的豫西调为基础革新的“混合唱
法”等。然而，在当今豫剧舞台上，集以上两
流派风格于一身的豫剧演员并不多见，原河
南省豫剧一团“五大名旦”之一的武惠敏便是
这样一位演员。16日，记者采访了有“花旦精
英”之美誉的武惠敏。郑州晚报记者 尚新娇

传承“陈常”神韵，步入“花旦精英”
——专访豫剧名家陈素真的学生武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