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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剧大师荀慧生的烟台情京剧大师荀慧生的烟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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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初，荀慧生率领北京荀
慧生京剧团巡回演出来到烟台。剧团中
名角荟萃，阵容十分强大。

当时操琴的是著名琴师郎富润，他
为荀慧生操琴多年。演员有的是北京戏
曲学校1959年毕业后参加荀慧生京剧
团，有的是荀慧生收的学生。孙毓敏（旦
角）是荀的亲传弟子，荀派的传承人之
一。席裕身（净）、凯庆泉（净）、黄文俊
（老生）、刘永贵（净）、沈宝瑞（武生）等都
已在荀剧团参加演出三年多了，已很有
名声。加上荀慧生的女儿荀令莱（旦），
剧团中老中青演员齐整，艺术水平之高、
阵容之强大，是当时名响全国的最优秀
京剧艺术团体之一。

北京荀慧生京剧团在烟台的首场演
出于1962年7月7日晚在胜利剧场开锣。

首演剧目是《白蛇传》，参加演出的
有孙毓敏、赵慧英、别永德、赵炳啸、杨秀
香、席裕身、凯庆泉、沈宝瑞、冯玉增等演
员，展现出荀剧团的整体艺术水平。首

场演出好评如潮。8日晚场的剧目是《辛
安驿》和《挑滑车》，9日晚是《红娘》和《钟
馗嫁妹》，10日晚是《元宵迷》，11日晚是
《三岔口》和《卓文君》，12日晚剧目《寇准
罢宴》和《荀灌娘》。这六天的剧目除《白
蛇传》《三岔口》和《寇准罢宴》这三出戏
之外，其他都是荀慧生先生亲自传授的
剧目。尤其《辛安驿》这出戏，是荀慧生
先生1926年由河北梆子改编成京剧的。
他于1961年10月重新对这出戏进行了
改编。

新改编的京剧《辛安驿》大意是，明
朝，赵美蓉和赵雁蓉的父亲被严嵩所害，
雁蓉改男装冒其兄赵景龙之名和姐姐美
蓉逃出，至辛安驿宿店。店主周凤英的
父亲也曾在朝为官，同样遭奸臣严嵩诬
陷。周凤英此时也是女扮男装，并且有
一身好武艺，与女扮男装也有真功夫的
赵雁蓉打了个平手。周凤英见雁蓉很英
俊，便强迫成亲，洞房之夜露出本来面
目，始知是一场误会。适逢雁蓉之兄赵

景龙寻两个妹妹也来到新安驿，后赵景
龙与周凤英成婚。

这出戏是一场喜剧，剧中的人物、语
言都富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剧中人物赵
雁蓉本是旦行，却又要旦戏生唱。周凤
英也是旦行戏，可又要前旦再后旦，中间
演花脸。甚至有些戏要两种行当表演交
错使用，所以戏是很难唱的。但是在荀
慧生先生的亲自教导下，李薇华饰演的
周凤英表现出一个娇憨妩媚的十九岁江
湖女儿的生动艺术形象。孙毓敏饰演赵
雁蓉，塑造出大方、爽朗、内心丰满的人
物形象。她们表演得细腻入微，特别是
洞房中，周凤英催促赵雁蓉就寝时，拿出
纸卷成条，刺其鼻孔，让其发痒。这是取
之生活的细节，表演得惟妙惟肖，展现出
周凤英娇憨的小儿女情态。当时的《烟
台大众》报上说《辛安驿》的演出是“荀派
艺术新枝荣”，荀派艺术后继有人。青年
演员李薇华和孙毓敏的表演艺术水平得
到了烟台广大观众的赞誉。

烟台故事

荀慧生先生圆满完成演出任务后，
在烟台受邀教荀派戏《辛安驿》。教戏
从7月26日上午开始，由荀慧生的女儿
荀令莱、琴师郎富润和荀剧团的老演员
陈喜兴、朱斌仙、沈曼华等几位，分别帮
助荀先生进行讲戏、说唱腔、排身段、走
场子等工作。在7月29日这一天上午，
荀先生冒着雨前来指点响排（响排是行
话，就是全乐队，但演员不化妆）。参加
《辛安驿》响排的主角是青年演员李美
云和陈剑苹，以及其他十几名演员，大
家都积极努力，学得很到位。荀先生边
看边不住地点头称赞，同时也不时地起
来给大家纠正唱腔和动作。

戏中“真旦角”和“假小生”有一场
“对枪比武”的戏。剧情是，绝不能真的
拼个你死我活。旦角要抽空挑逗她所心
爱的“公子”，用手去拧“假小生”的脸，叫
做“拔萝卜”。“亮相”的时候，彼此表演时
的站位必须适合这个动作。可是学戏的
演员李美云和陈剑苹，每次总离得较
远。这样，每当“拔萝卜”必须探着身子
去够。这一够，姿势就不美了。荀先生
立刻把李美云手中的“枪杆”接过来，手
把手地示范表演，告诉她们注意脚下步
子的快慢和所站的位置，直到满意为止。

荀慧生先生对艺术一向认真负责，
排起戏来总是既全面又具体。对在场
上的每个演员的动作，他都一一负责指
导，就连锣鼓场面也不例外。

7 月 30 日上午是《辛安驿》的彩
排。荀先生提前到场，他满脸笑容，热情
甚高。几位帮教的老先生也都十分高
兴，全部到位。这天，饰演周凤英母亲的
演员柳华轩突然病倒，不能上场彩排。
荀剧团演员朱斌仙老先生立刻扮戏上
台，帮助完成了彩排任务。

彩排后，荀慧生先生针对演员提出
了具体的要求。从演出时要注意的动
作、眼神和手势，到“洞房”一场中的“身
段”要尽量用面目表情而不要过多地用
嘴型去表现，以达到合理和美观的目
的，如此种种，细致入微。最后，他对大
家说：“这出戏达到了登台演出的条
件。”在荀慧生先生的亲自教授下，荀派
《辛安驿》这株艺术之花在烟台盛开了。

荀慧生先生率团来烟台，完成演出
任务后，本计划一边避暑一边整理他的
表演艺术，可他不辞劳苦，倾心教戏，传
授艺术，为烟台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
贡献。

荀慧生原籍河北省东光县，艺名
“白牡丹”，别号“留香馆主”。他是中国
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同时也是京剧

“荀派”创始人。出生于光绪二十五年
腊月初五（1900年1月5日），在“文革”
中遭到批斗，1968年12月26日逝世，
终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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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慧生率团在7月初到烟台后，当时
的烟台专区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决定由当
时烟台专区京剧团、烟台市京剧团的演员
配合演出，并从各县市京剧团调来主要
旦角演员，向荀慧生学习荀派艺术。参
加学习的有烟台专区京剧团刘俊茹、叶
慧玲，烟台市京剧团花月兰、李美云，文
登京剧团田艳春，蓬莱京剧团张枫秋，荣
成京剧团陈剑苹，莱阳京剧团赵慧雯，海
阳京剧团蒋艳霞，即墨京剧团演员宋丽
燕。她们边配合演出边学习，并在学习
后向荀慧生先生作汇报演出。当时的广
告是“烟台专区参加学习主要演员联合
演出——向荀慧生先生汇报”。

汇报演出自7月19日在胜利剧场开
始。首场演出两个剧目，一是《悦来店》，
主演是海阳京剧团演员蒋艳霞，二是《勘
玉钏》，主演是即墨的宋丽燕和莱阳的赵
慧雯。7月20日和21日共演两个剧目，
《辛安驿》主演是荣成的陈剑苹，《红楼二
尤》主演是烟台专区京剧团的刘俊茹、叶

慧玲。7月22日演出两个剧目，《女起解》
主演是文登的田艳春，《红娘》主演是烟台
市京剧团的花月兰和李美云。7月23日
剧目是《霍小玉》，主演是蓬莱的张枫秋。
7月24日演出的是吕剧，共三个剧目，《王
小赶脚》和《太白闹朝》主演是烟台市吕剧
团的王英珠、景德琳、于庆昌和徐素云，第
三个剧目《武家坡》由烟台戏校三年级学
生演出。7月25日的剧目是《虹霓关》和
《王定保借当》，前剧由戏校三年级学生出
演，后剧由烟台专区吕剧团王莜梅和杨芳
太主演。7月26日演出的剧目是吕剧《西
厢记》，由烟台专区吕剧团王莜梅、冯宝华
和贾淑华主演。这些演出，荀慧生先生和
荀剧团的演员皆到场观看。

荀慧生先生于1962年8月13日在大
众剧场向烟台二百多名戏剧文化工作者
作了关于表演艺术的报告。他结合在烟
台所看到的京剧、吕剧、话剧等，对烟台剧
团演员的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提出
了许多宝贵意见。对话剧《秋海棠》，他

说：“这个剧主题很好，演得也很好，看后
很过瘾。但是秋海棠这个人物剧本里刻
画得不够深刻。”他建议：“演员要演剧中
人，不要演演员。”对吕剧，荀先生说：“吕
剧实在可爱，看过移植的剧目《西厢记》
《十三妹》等，几位女演员都很会刻画人物
性格，但是还要找吕剧的唱法，移植剧目
不要生搬硬套，仍然要是家乡的东西。”在
谈到京剧时，他谈了自己重要的观点：“演
人物别演行当，演人别演戏。”谈到表演技
艺时，他说：“要结合生活，大胆突出，要
美。”他结合红娘、十三妹等人物性格，指
出要研究各式各样的妇女心理，揣摩透
了，才能向观众交代出来。接着，他还讲
了表演的身段动作、念白、眼神的运用、出
场亮相等技艺，并把自己的外衣脱下，边
讲边表演，做出一个美的正确的姿势，再
做一个丑的、不正确的姿势，引出在场听
众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和掌声。最后，他嘱
咐同行们：“学习流派，千万不要死学。要
结合自己的条件，善于扬长补短。”

自同年7月13日开始，京剧表演艺术
大师荀慧生在烟台胜利剧场闪亮登场。首
场演出为《红娘》，14日《诓妻嫁妹》（即《勘
玉钏》），15日《金玉奴》，16日又演《红娘》，
17日《花田八错》，18日再演《红娘》。六天
六场演出，场场爆满，让戏迷们过足了瘾。
烟台街头巷尾，大家皆议荀慧生的演出。

在六天六场剧目中，荀慧生先生饰
演着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的人物形
象。《诓姐嫁妹》中先饰温柔娴静的大家
闺秀俞素秋，后饰活泼爽朗的小家碧玉
韩玉姐，《金玉奴》饰金玉奴，《花田八错》
饰春兰。他塑造的许多少女、少妇的艺
术形象，娇雅妩媚、清秀俊美，风格各异。

最值得一说的是六场中有三场出演

《红娘》。可见广大观众对《红娘》的喜爱
程度有多么高！《红娘》是荀慧生先生1936
年10月22日在北京首次演出的，一炮打
响，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是荀慧生先生最
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在这出戏里荀慧生
饰演红娘，表现出一个少女正义、聪慧、善
良、机灵、活泼的性格。此时在烟台登台
演出的荀慧生先生已经六十二岁了，他以
饱满的热情、精湛的技艺把一个妙龄少女
演得形象逼真、惟妙惟肖。特别是柔媚委
婉、圆润和谐的唱腔，真是悦耳动听。他
的那段反四平调的唱腔“小姐呀小姐你多
风采，君瑞呀君瑞你大雅才。风流不用千
金买，月移花影玉人来……”观众听得是
如醉如痴，掌声如雷。

荀慧生在烟台胜利剧场演出结束时，
观众为了看到荀慧生卸妆后的真容，在剧
场外围得水泄不通。荀慧生走出剧场，观
众主动让开通路。他边走边向观众微笑
着招手致意，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人们
看到的是一个快要秃顶的六十多岁的老
头儿，在舞台上饰演的可是妙龄少女哎！
大家纷纷赞叹：真是大艺术家啊！

1962年7月18日，北京荀慧生京剧
团在烟台的演出圆满闭幕。北京荀慧生
京剧团和荀慧生本人登报说：“我此次来
烟，承党政领导热情关怀，艺术节同志的
大力支持，并蒙广大观众爱护，得以胜利
完成演出任务。特致以谢意。”但荀慧生
先生没有离开，仍留在烟台受邀教戏。

1962年7月，京剧表演艺术大师荀慧生率北京荀慧生京剧
团（以下简称“荀剧团”）来烟台，在胜利剧场登台演出，给烟台
送来了荀派艺术的“大餐”。广大观众欣赏到精彩的京剧表演，
得到了极大的艺术享受。笔者据资料将荀剧团的演出盛况和
荀慧生先生在烟台授戏的过程细写出来，以飨读者。

阵容强大名角荟萃

看演出作演艺报告

闪亮登场光彩照人

亲自教戏倾情传授

当时的《烟台大众》报上关于荀慧生教戏的图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