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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香玉大师，是巩义人的骄
傲，提起她，人们关注的早已不
是她卓越的表演技巧，而是他的
品德和精神，“戏比天大”一直贯
穿了她的一生，她是当之无愧的
“人民艺术家”。

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
观 摩 演 出 大 会 获 荣 誉 奖 ；
1987 年，获得中国艺术节（中
南）荣誉奖； 1989 年，获得第
一届“中国金唱片奖”；1994年
6 月，荣获“亚洲最佳艺人终
身成就艺术奖”； 1995 年，被
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
者”称号； 2004 年 7 月，国务
院决定追授已故豫剧大师常
香玉“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
2019年 9月 25日，被中宣部等

部门联合授予新中国“最美奋
斗者”称号。

2004年 6月 1日，常香玉离
世。“唱戏先做人、无德艺不立”，
这种传承，使得豫剧成为覆盖面
最广的剧种之一，也已成为巩义
的一张名片。

这里悼念和追忆常香玉光
辉一生的人也越来越多。巩义
有关部门也对常香玉故居进行
了修缮和加固。在河洛镇，不仅
有常香玉在 1945年秋在其并不
富裕的情况下，抱病演出，慷慨
出资，为家乡人民修建的一座防
洪坝，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
“香玉坝”，几十栽寒来暑往，依
然发挥着作用。常香玉一生热
爱家乡，支持教育事业，多次为

母校寺湾小学捐资助学，临终前
还嘱咐家人把自己剩余积蓄捐
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如今被
更名为香玉小学已成为河洛镇
一所全日制寄宿式中心小学，各
种教学设备齐全，学校还开设了
豫剧特色教育，建设了面积近
300平方米图书馆，馆内设立有
常香玉生平事迹展览馆，以纪念
常香玉爱党爱国爱家乡的光辉
一生。

记者离开常香玉故居时，正
是斜阳西下。小院里依旧人来
人往，有人在哼唱：

你家在哪里，我家邙山头
吃过百家饭，走过千村路
学过百灵叫，听过黄河哭

…… ……

在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之际，中原名镇巩义市
实现了“全国双拥模范城”两连冠，消息传来，人们备
受鼓舞。为了铭记历史，弘扬双拥精神，在重阳节前
后，到双拥典范、人民艺术家常香玉故居的人很多，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师的怀念之情。
在一个明媚的日子里，记者也跟随人流又一次走进
了常香玉故居。记者 李晓霞 文/图

常香玉（1923年 9月 15
日至 2004年 6月 1日），原名
张妙玲，著名的豫剧表演艺
术家。故居位于巩义市河洛
镇董沟村，现巩义市河洛镇
南河渡村，这里是常香玉出
生和学戏的地方。

依邙山而筑的窑洞，有
高高的门脸，上边生有杂木，
被秋风吹抚，便有叶片零落
到游人的发上、肩上，一种苍
凉之感油然而生，那是季节
献给大师的一曲挽歌罢。

几棵石榴树依然葱茏，
叶片已开始泛黄。一些画
面，在记者眼前也渐渐清
晰，那是第一次走进大师故
居的情景。2019年的 9月
23日上午，常香玉之女常如
玉回到了“常香玉故居”。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查看
了故居房屋、设施等，并提
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后
来，常如玉就站在石榴树
下，回忆着母亲的音容笑貌
和谆谆教诲。她说，母亲的
一生是爱党、爱国、爱人民
的一生，并感恩母亲所留下
的精神财富。

虽然长时间没人居住，
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
小院依然干净整洁。目前的
常香玉故居共有窑洞 4孔、
平房 3间，面积百余平方米，
分堂窑、厢窑、诞生窑和磨道
窑几部分。故居内展示有常
香玉生平事迹资料和图片，
还有一些老物件，灶台、面嗡
子、老箱子和柴床等，每一样
都有着岁月的印迹。

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场景

1923年 9月 15日，常香
玉出生于董沟这个依山傍水
的小乡村。1932年5月，9岁
的常香玉随父亲张福仙学
艺，10岁登台，初学武丑、小
生、须生，后专演花旦。一生
致力于吸收各家各派及一些
姊妹剧种之长，大胆创新，开
启了豫剧唱腔改革的先河。

她的唱腔字正腔圆，运
气酣畅，韵味淳厚，格调新
颖，以声绘情、以情带声；表
演刚健清新、细腻大方，内涵

深邃、性格鲜明。在表达人
物内在的思想感情上，细致
入微，一人一貌，栩栩如生。
代表作有《花木兰》《拷红》
《断桥》《大祭桩》《人欢马叫》
《红灯记》等。

常香玉为第一、二、三、
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是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曾担任中
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
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南豫剧院
院长、河南省戏曲学校校长、
沈阳音乐学院教授等职。

许多人都说，常香玉最杰出
的一部剧目是一架战斗机。每
年在北京昌平大汤山中国航空博
物馆，和“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合
影的游客络绎不绝。这架经历过
战火洗礼的米格15战斗机，是中
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亲
历者，也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巩义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常香玉捐献飞机的原因源
自 1951年 6月 1日，中国人民抗
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布的《关于
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
优待烈军属的号召》。

当时，28岁的常香玉“在西
安看到志愿军伤员非常受感动，
同时也非常仇恨美帝残忍!”她想
“志愿军在前方流血牺牲，难道
我们在后方不可以多流一点汗
吗？”她下定决心，要用义演收入
捐献一架战斗机。常香玉说：
“我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捐献！我
不怕任何的艰难困苦，一定要把
这架战斗机送到朝鲜去消灭美

国鬼子。”
1951年 8月 7日，常香玉和

丈夫陈宪章把3个年幼的孩子送
进西北保育院全托后，带领“香
玉剧社”59名演员从西安出发，
踏上了义演之路。剧社先后经
过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
长沙6个城市，义演《花木兰》《拷
红》等 178场，观众达 32.2万。
1951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第
四版，以《爱国艺人常香玉》为
题，报道了在爱国捐献运动中，
演员常香玉和她领导的香玉剧
社，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义
演 6个月，拿演出收入捐献战斗
机一架的事迹。

1952年 2月 7日，常香玉把
义演所得的巨额收入汇给中国
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委托购买一
架苏制米格15战斗机，捐献给志
愿军空军。后来，抗美援朝总会
会长郭沫若亲自题写了机名“香
玉剧社号”。

飞机捐献后，辽宁丹东抗美

援朝纪念馆官网上，以《豫剧大
师常香玉捐献飞机始末》为题，
记录了常香玉捐献“香玉剧社
号”战斗机，和空军一级战斗英
雄王海送给常香玉一个用美军
战斗机残骸制作的“香玉剧社”
模型的历史。语文版小学课标
语文 S版教材五年级下册，收入
的《香玉剧社号》一文，也记录了
常香玉义演的感人细节。

1953年 3月，常香玉率领香
玉剧社 45位演职员，加入了“中
国人民赴朝慰问文艺工作团第
五团”，到朝鲜前线为志愿军演
出 170多天，这是豫剧第一次走
出国门。

今天，在巩义这片热土上，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告慰香
玉大师：“当年，您捐献的米格15
战斗机，早已成为博物馆的展
品。‘香玉剧社’的故事，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的巩义儿女，传承‘戏比
天大’精神，在祖国和家乡最需要
的时候义无反顾，挺身而出。”

一曲曲笃定从容的旋律

一幅幅波澜壮阔的画卷

一份份沉甸厚重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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