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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花淑兰



晚年时期的花淑兰



1953年，花淑兰在首演评剧《茶瓶计》中饰演春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花淑兰早期在评剧《牧羊卷》中饰演赵锦棠



1959年，花淑兰在评剧《三节烈》中饰演张春莲



1961年，花淑兰在首演评剧《半把剪刀》中饰演陈金娥



1962年，花淑兰在首演评剧《谢瑶环》中饰演

谢瑶环（男装）



1962年，花淑兰在首演评剧《谢瑶环》中饰演

谢瑶环（女装）



1963年，花淑兰在首演评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中饰演春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64年，花淑兰在首演评剧《黛诺》中饰演黛诺



1965年，花淑兰在首演评剧《红色娘子军》中

饰演琼花



花淑兰在 1952 年首演、1964 年复排的评剧

《相思树》中饰演贞夫



更许光风为泛香
——序《永远的思怀》

郭兴文

一次，省老艺术家们在一起活动，花淑兰先生的爱人王景

山先生对我说：“过一段时间准备出一本纪念花先生的文集，

想请你写篇序言。”当时，我没做太多思考就应了下来。直到

从王景山先生那里拿到样书后，我忽然觉得，这个任务太重

了！序者，绪也，是为了给读者理出一条阅读全书的路径。这

本书是纪念一代评剧宗师花淑兰先生的，且不说我不揣浅陋去

写序有“附骥”之嫌，更令人不安的是凭我这点“功夫”怎么

能为纪念大师的文集来理出阅读的“路径”呢？尽管景山先生

很客气地说，序言怎么写，一切按我的想法办。越是这样，反

倒越让我手足无措了。

说起来，我与花先生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她既是我非

常敬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同时，我们还是忘年交。我与花先

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在大洼县任

县委书记，花淑兰先生是我们县政府的艺术顾问。1993年春

节前夕，花先生率领她的众弟子到省武警总队大洼农场来慰问

演出。演出结束后，我陪花先生和演职员共进晚餐。这是我第

一次近距离接触花先生。这位我从小就非常仰慕的艺术大师，

她的和蔼可亲和不同凡响的风度气质、席间交流的融洽和坦



文
学
出
版
工
程
书
系

敬老
扶
少

第
十
辑

J
I
N
G
L
A
O
F
U
S
H
A
O

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后，我们曾有多次的接触。2000

年春节期间，花先生又率队到盘锦市盘山县太平镇慰问演出。

那天，天气奇冷，但七十多岁的花先生仍然冒着严寒为农民朋

友进行户外演出。当时，我任盘锦市委副书记，演出结束后，

我代表市委对花先生的精湛演技和优秀艺德给予了高度评价。

时任省文联副主席的崔凯先生对我的讲话很满意，认为“讲到

点子上了”，并开玩笑地说：“你应该到省里来和我们一起干文

艺工作。”真是“不幸”被他而言中。2003年，我果然被调到

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此后，我与花先生接触

更多了，感情也愈加情同手足。花先生在一次宴会上对她的弟

子们说：“今后你们就管郭部长叫四舅！”（在这之前，花先生

还有几位异姓弟弟，我排行老四的位置）就这样，我成为花先

生为数不多的几位弟弟之一。直到今天，花先生的弟子们不论

岁数比我大还是比我小的，每当称我为“四舅”时，我都有一

种家人的感觉。正是有这缘分，尽管这篇序言关系重大，冲着

已仙逝的老姐姐，我也要用心把它写出来。

我认真地阅读了这本样书的所有文章。这是景山先生和花

淑兰先生的弟子们数十年来从各种媒体、书刊上保存下来的有

关花先生的文字。有采访、有评论、有回忆、有追念，还有花

淑兰先生自己的散记。这些文章通过“阳光兰花，飘扬北国大

地”“‘花派’天地，绘织绚丽花朵”“毕生奋斗，献身评坛

芬芳”“一代宗师，浇灌桃李满园”“思怀方家，伊人永留芳

华”五部分，近距离、全景式地展示了花淑兰先生这位中国现

代评剧艺术大师的绚丽风采和卓尔不群的业绩，以及高尚的道

德情操。

能耐风霜历岁寒

几乎每个成功者，都有着超乎常人的砥砺经历。正如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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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花淑兰先生生于一个

贫苦的梨园世家。她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八岁就跟着妈妈学

唱评剧，兼学河北梆子、京戏和大鼓等。幼小的她为了学艺不

怕吃苦，不怕挨累，每天清晨五点钟就站在河边吊嗓子。冬天

湖水结冰，她冒着凛冽的寒风趴在冰上，对着冰洞练发声，手

脚冻麻了，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又接着趴下去，一个冬天，她

的手脚不知冻裂多少回。在旧社会，演员没有社会地位，被视

为“下九流”，受尽压迫和歧视。她曾因演出得罪了地主的女

儿，没等下场，就被一帮流氓特务打得头破血流；她也曾为逃

避汉奸的侮辱，五天五夜吃不上饭，钻天棚，躲荒郊，藏火

车；她还曾因唱得好被地头蛇赶出赵各庄，受辱张家口，被困

塘沽城，遭扰“万盛轩”。在“十年动乱”期间，她因上演

《谢瑶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被迫离开舞台去

扫马路，离开省城下放农村，挑土筐、修大坝，从心理到身体

上遭受摧残。但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花淑兰先生

对艺术的追求之心始终不改初衷。磨难不仅锻炼了她的品质，

也锤炼了她的意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信也哉！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得到众多好心人的帮助，得到了广大观众

的关注和支持，更直接得到了她的爱人、战友王景山先生的倾

力扶持。王先生与花先生相濡以沫、亲密合作，从改戏、创新

唱腔到协助带弟子，甚至关键时刻“顶黑锅”揽罪名，应该

说，为“花派”艺术的产生、发展、壮大，景山先生功不可

没，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碧海红香天下传

艺术和艺术家，只有植根于人民之中才是永恒的。“我是

人民培养出来的，我的艺术、我的歌声属于人民。”“只要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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