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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文字的形式，一种是靠口传心授。对

于像中国戏曲这样集民族艺术之大成者，更多的是靠艺人们课徒授艺，心口相传。新中国

成立以后，专业的艺术学校出现，戏曲学习更加规范。但戏曲有其独有的艺术规律，不能

仅靠理论知识来完成，更多的需要老师手把手地教，体会、示范，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

其中的精妙更来自于老师多年舞台经验的积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学生们离开学校，走上舞台，成名成家，尽情享受舞台上的鲜花和掌声，老师们依旧在排

练场迎接着新学生，澹泊名利，甘于奉献。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

传承千百年，依旧焕发光彩，我们还能够欣赏到精美绝伦的表演。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

在观看演出的时候，掌声里应该有对幕后播火者的敬意。

盖春来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让人敬慕的老人。

盖春来先生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战火离乱中，家破人亡，孤苦无依。一名孱弱的孤

儿，一个纷扰动荡的年代，苦难和孤寂是其命运的开始。在艰难岁月的罅隙里，她开始了

对命运的抗争，争生计、争活命，要活得有尊严。进戏班，学武戏，数九严寒、受皮肉之苦，

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她练就了一身的好武艺，学到了一身的本事，七岁登台搭戏，九岁

唱红京张一代。台上英雄，台下亦豪杰。棒打东洋狗，智斗鬼子兵，在恶魔嚣张的时代，

她昂起了自己高贵的头，挺直了脊梁骨。

学文化，长知识，在历经种种遭遇后，她深深意识到文化修养对于一位演员的重要性，

离开舞台，踏进学校。几年的专心学习，弥补了文化知识的缺失，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

为其以后从教经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戏曲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各地都面临着戏曲教师的缺乏。一名优秀

的戏曲教师，要有扎实的功底，丰富的舞台经验，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还要有一颗博爱育

人之心，这样的人才实在凤毛麟角。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盖春来先生离开舞台，走上讲

台，在新兴戏曲教育的花圃里，做了一名园丁，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第一代戏曲教

育工作者，精耕做，育桃李，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如果说年纪大了，功成名就，繁华落尽，

带带徒弟，教教学生，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当一名在舞台上如日中天、

青春正茂的演员，舍弃舞台，甘于幕后育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盖春来在

序
王离湘

1



这种选择中没有丝毫的踟蹰，她享受舞台上的绚烂，但她更愿意做一名播火者，从更

广泛的意义上为传承和发展戏曲艺术贡献自己的力量。河北少年晋剧班，河北省艺术

学校成立之初的晋剧一班、二班，一百多名学生，个个基本功扎实，人人技艺精湛，

成为了河北省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戏曲人才，为后来的戏曲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投身戏曲教育事业，靠的是年轻人的激情，那么在“文革”

动荡岁月中，仍然对戏曲教育事业不离不弃，则靠的是对戏曲的一往情深和深入骨髓

的那份爱。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北、沽源、商都、康保，都留下盖春来先生带

孩子教戏的身影；京剧、晋剧、二人台，从基础抓起，排戏带学生，都做得风生水起。

特别是对于二人台，盖春来先生不仅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学员，创排了几十台剧目，更

是创新发展，丰富其表演形式，让这个以小戏见长的剧种排演了大戏，为其注入生机

和活力。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盖春来先生一直在我省的戏曲

教育第一线默默耕耘，甘于寂寞、不慕名利，换来了万紫千红春满园。儘管已经不再

有舞台上的辉煌，但几百名成就显赫的学生是对老人家最大的褒奖；舞台上少了一个

风姿飒爽的女武生，戏曲教育事业多了一位勤勉敬业的老师，育得桃李遍天下。教师

是一个特殊的行业，特别是对于一位戏曲教育工作者，非德与艺并重不能为。盖春来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为艺，技不惊人誓不休，坚信戏比天大的信念；

为师，孜孜不倦、润物无声，以传承和弘扬戏曲文化为己任。

盖春来先生之于河北的戏曲教育事业，是开拓者，是守望者，播火者，正是有了

千千万万像盖春来这样默默无闻的戏曲教育工作者，纔有了河北省戏曲事业的蓬勃发

展。河北的文化发展得益于他们，戏曲的传承得益于他们，历史不会忘记，我们不会

忘记。

回眸应笑慰。

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盖春来先生是幸福的；又是一年春来

早，喜看桃李满园，盖春来先生是幸福的。

祝福盖春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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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iful Life
GAI CHUNLAI 盖春来

这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丰富宏阔的人生，跌宕起伏的命运，斟满记忆的

酒杯，浓烈、醇香，回味无穷……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题词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宋长瑞题词

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王离湘题词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主席、
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裴艳玲题词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河北省社科联
主席刘永瑞题词



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王离湘题词



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赵占华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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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位经历风雨的老人。

丰富宏阔的人生，跌宕起伏的命运，斟满记忆的酒杯，浓烈、醇香，回味无穷。

她是傲骨名伶，台上台下真英雄，剑胆琴心，豪气干云；

她曾为人师范，塞外坝上寄深情，精耕梨园，桃李天下。

一辈子悲喜交集，一生的坎坎坷坷，

她说这是命，她一蓑烟雨任平生。

从战乱年代的孤苦无依，到舞台上的绚烂之极；从事业上的辉煌，到“文革”

年代的苦难岁月，她不谙历史的吊诡，用最简单的心态面对一切。

最华贵的尊崇，她经历过，最艰苦的生活，她经历过。

含泪的笑，无言的痛，峰巅和谷底，人生的起起伏伏……

她笑对人生，以精卫填海式的真诚，致力于戏曲事业，叱咤舞台，执教菊坛，

精彩纷呈；她笑对人生，以平淡质朴的人生理念，在生命的长河里闪转腾挪，

长拳短腿，不乏精彩。

她和老伴携手走过六十年，风雨共担，相依相伴，幸福美满；

她的六个子女都事业有成，儿孙绕膝，四世同堂，美满幸福。

在她的人生岁月里，有凄苦之美，壮阔之美，更多的是生命之美。

在她那起承转合的生命里，有真挚动人的情感，慷慨执着的追求；有失意英

雄的慨叹，也有普通人素朴生活的诗意，所有这一切，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

感动和长久的思索。

过去，人们为她的精彩演出掌声不断。

今天，我们为她丰富尊严的人生喝彩！

我们将敬意和感动镌入这本画册，把瞬间变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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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战乱年代  苦命人挣扎生存

人们都说童年是快乐的。

盖春来的童年却是悲痛的，生逢战乱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已

经足够不幸了，但她尚在蹒跚学步时，在寒冷的腊月天，便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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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童年是最快乐的，有父母的呵护，无忧无虑。

盖春来的童年却是悲痛的，生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战乱时期，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已经足够不幸了，但她尚在蹒跚学步时，

在寒冬腊月天，成了孤儿。可以想见，在天寒地冻的塞外察哈尔，

一名流浪艺人带着孩子，流落街头，食不果腹，身上衣单难    寒。

最终母亲因冻饿而离开这个看不到一点希望的世界。在寒风中，

依偎在已经逝去的母亲怀里，婴儿的啼哭让人揪心。

孤雁尚且哀鸣，这个羸弱婴儿渐渐孱弱的哭声泣血断肠。

母亲的师傅姚德宝回来了，救下了这名婴儿，收为义女，取

名“小小”。时至今日，八十多岁的盖春来只有艺名，没有真名，

不知生日。

在盖春来依稀的记忆里，父亲是奉军的一名军官，母亲是通

州一带名武生筱小楼，父亲南去杳无音讯，母亲受到家庭的排挤，

无奈之下带着自己的孩子远走察哈尔，投奔师父姚德宝。师父没

见到，却撒手人寰，撇下一个咿呀的婴儿。

姚德宝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张家口一带有名的“活关

公”，自己带着戏班走南闯北。戏班里日子也不好过，不养闲人。

小小 ( 盖春来）四五岁就开始出外谋“饭碗”，帮人家磨豆腐，

看孩子，干杂活，一个几岁的孩子呀，听起来就叫人觉得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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