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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荣县蒲剧团《穆桂英挂帅》剧照（资料图）

1954年，万泉、荣河两县合并，“万泉人民蒲剧团”与“荣河人民蒲剧团”联合成为万荣县
蒲剧团。该团著名老艺人贾悦发、解珍田、牛青芳、王元凯、郭银娃等名噪一时，中生代演员丁
桂兰、程永奎、薛水泉、王引娥、王正斌、孙文兵、武香香、李百绪、张秀芳等叱咤风云。20世纪
80年代，万荣县蒲剧团创造了年演出435场、观众超40万人（次）、总收入达12.49万元的
优异成绩。该团深入农村，面向基层，注重吸收新鲜血液，大力提倡“从娃娃抓起”，先后培育了
50余名青少年演员，被广大群众誉为招人待见的“zeng气剧团”、人才辈出的“戏曲学校”。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万荣县蒲
剧团组成了包括著名二净薛水泉、小
旦武香香、武生郭克俭、小生李百绪、
丑角王正斌，以及古水潮、程艳丽等
阵容强大的演出群体，为观众奉献了
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剧目。

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万荣县蒲
剧团要求全体成员必须具备坚韧不
拔的毅力、善于思考的活力与克己奉
公的定力，将“以德取人，以情感人”

“要想演好戏，必先做好人”作为一切
活动的出发点。当时，万荣县委、县政
府不断为剧团加力，引导大家坚持党
的文艺政策，把剧团办成了精神文明
的坚强阵地。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局
还举办了“坚持改革，无私奉献”专题
研讨会。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谨
的工作作风，才会涌现出不避风雨、
不畏严寒、刻苦学习、任劳任怨的优
秀演职人员。

1984年7月，万荣县蒲剧团奉调
到运城演出。时逢酷暑，面对聚光灯
的强烈照射，舞台上的温度可想而

知。在《徐九经升官记》中饰演主角的
薛水泉，很快就被汗水湿透了衣衫。
为确保演出效果，他内穿一件塑料雨
衣，每转到后台，汗水就会顺衣而下。
演员们按规定化妆，照剧情做戏，尽
管汗流浃背，但无一人叫苦叫累。

万荣县蒲剧团有个约定俗成的
规矩，每离开一地，团领导都要将舞
台、住地打扫干净；每进入剧院，都会
帮着打扫场内卫生。杨文池、杜云祥、
王天艺、畅俊杰、马天文、李孝仁、李
百绪等团领导带头参加义务劳动，有
的甚至住到后台，特意把宿舍让给主
要演员。

1988年，年富力强的李春堂团长
上任伊始，跑前跑后，费尽心力地为
演职人员修宿舍、配床板，帮临时工
转正，救济老弱病残，有效地解决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历任领导怀着
对党的文艺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
群众的无比真诚，带领大家披星戴
月，夜以继日地拼搏，为剧团的发展
壮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02 年，蒲坛新秀王红妮担任
万荣县蒲剧团团长。在各级领导的关
怀与支持下，他们更新了音响设备，
添置了服装道具、布景及现代化字幕
机。该团不拘一格招揽人才，积极培
训青年演员，使全团业务水平稳步提
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根据当今文
化市场特点，该团总结出“传统剧”与

“现代剧”相结合、“大戏”和“小戏”相
衬托、“文唱”与“武打”相扶持的演出
模式。他们心系民众，关注扶贫，每逢
下乡演出，总忘不了给村里的老弱病
残、鳏寡孤独送温暖。这些年来，该团
为弱势群体演出达200多场（次），取
得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
建设的双丰收。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万荣县
蒲剧团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青年
演员。在近年来举办的一系列戏剧评
比竞赛活动中，他们凭借敏锐的灵气
与坚实的底气，获得了令人刮目相看
的成就，实至名归地延续了“zeng 气
剧团”的殊荣！

上下一心团结奋进

蒲剧，又名蒲州梆子，俗称“乱弹”，因兴起
于永济蒲州而得名，受晋南一带锣鼓杂戏和青
阳腔、同州梆子影响，逐渐形成了独立、完整的
剧种。据史载，蒲剧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
个不同的艺术流派：一是以蒲州为中心的“南路
戏”，二是以平阳（临汾）为主导的“西路戏”。“南
路戏”着重传奇故事情节，多演以爱情为主的典
雅剧目；“西路戏”则以传统的上、中、下24本为
主，重做工，讲技巧，唱腔高亢激越。万荣县蒲剧
团巧妙地将南、西两路融为一体，其中既有名师
传授的历史因素，亦受时代发展潮流所致。

与万荣县蒲剧团有着历史渊源的“荣河徐
云生戏班”，成立于1945年，主要演员有须生张
庆奎、正旦刁玉芳、小旦王秀兰、小生原云龙、武
生董银午、武旦牛筱顺。该班以演“西路戏”为
主，主要剧目有《天河配》《凤仪亭》《水淹七军》

《凤台关》《白玉楼》《送女》《汾河湾》等。该班阵
容整齐，名角荟萃，在黄河金三角地带享有盛
誉。演员们的高超演技和良好口碑，为后来转入
万荣县蒲剧团的演员提供了顺风扬帆、借力使
力的广阔空间。

给万荣县蒲剧团输送过不少人才的“万泉盐
店戏班”，成立于民国初期，掌门人贾悦发（1900
年~1994年）工小生，运城常平村人。14岁时，他
进入临猗王川子的“明娃班”学艺。其音色圆润、
畅亮，动作潇洒，尤以唱功见长，唱腔属“南路戏”
一派。贾悦发继承了南路戏不用假音、全用真嗓
的演唱方法，行腔自然大方，高低音运用自如，代
表剧目有《坐窑》《和氏璧》《周仁献嫂》《折桂斧》
等。这位著名艺人的言传身教，为万荣县蒲剧团
创立了严丝合缝、自成体系的舞台氛围。

贾悦发先生不仅嗓音独特，道白也高人一
筹。如《火攻计》中“舌战群儒”一场，洋洋数百句
念白，他抑扬顿挫、一气呵成，令人叹为观止。
1957年，贾悦发在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大会
上的精彩表演，获得了墨遗萍、赵乙、阎逢春、张
庆奎等专家名流的交口称赞，他也因此被授予
蒲剧老艺人荣誉奖状。他在《激友》中饰演张仪，
首创了文戏武演的“软帽子功”。其特点是边走
边唱，以相公帽陡上陡下的有序移动，表达角色
心怀不平、怒不可遏的心态，被誉为蒲剧表演的
绝招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活跃在万荣一带的有李
季民（飞天红）、杨青芳（红菊花）、郭子云、李兴
盛（竹叶青），多以演“南路戏”为主，演出剧目有

《火攻计》《瑞罗帐》《麟骨床》《和氏璧》等。还有
“西路戏”中演《小宴》吕布的武生黄鸿才，饰演
《如意钩》《杀宫》出名的刀马旦袁晋珠，饰演《赠
绨袍》的二净张闷呆（原籍永济，后定居万泉），
以及演《光武兴》《闯辕门》的二净吴庆昌等，他
们的优秀品德与舞台演技，也为万荣县蒲剧团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空间。

元老名伶德艺双馨

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万荣县蒲
剧团涌现出不少中生代演员，其中首
推著名艺术家丁桂兰。她生于 1938
年，万荣光华乡贵兰村人，工小旦（兼
青衣），国家二级演员，山西省戏剧家
协会会员、原运城地区戏剧家协会理
事，曾连任五届万荣县政协委员。她
11 岁开始登台演出，13 岁进入万荣
县蒲剧团学艺，师从蒲剧老艺人魏
影、李兴盛、贾悦发、杨青芳等。她做
戏认真，声情并茂，唱腔圆润悠扬。

1961年，丁桂兰以剧目《彩楼记》
参加山西省戏曲调演，赢得了满堂
彩。1979年，在运城地区庆祝新中国
成立 30 周年献礼演出中，她荣获优
秀演员奖。1981年，她以《送女》一剧
参加运城地区优秀中青年演员评比
演出，获优秀中年演员奖。1982年，她
以《坐窑》折子戏参加山西省优秀中
青年演员评比演出，获省一级优秀演
员奖。丁桂兰凭着蒲剧传统剧《双麟
锁》《秦香莲》《窦娥冤》《蝴蝶杯》《明
月珠》，以及《祝福》《红嫂》《酷情》等
现代剧目走红，成为万荣县蒲剧团不
可多得的“台柱子”。

孙文兵，1944年生人，工小生，国
家二级演员，山西省剧协会员，1959
年进入万荣县蒲剧团学戏，师承贾悦
发，先后主演《彩楼记》《焦裕禄》《逼
上梁山》《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折
桂斧》《激友》《忠义侠》《春秋配》等剧

目，在观众中颇有影响。1982年，孙文
兵以《坐窑》剧目，荣获山西省优秀中
青年演员评比演出二级优秀演员奖。
他的唱腔音域宽广、收放自如，高可
攀、低可就，动作大方且委婉抒情，真
假嗓结合有素，为蒲剧小生行内公认
的优秀演员之一。

程树华，1937 年生，女，主工小
生，师承蒲剧老艺人贾悦发，曾献艺
于万荣县蒲剧团、晋南青年蒲剧团，
后调万荣县文化馆，主演剧目有《激
友》《彩楼记》《茶瓶计》《赵五娘》《白
沟河》等。她是万荣县蒲剧团《彩楼
记》中吕蒙正最早饰演者，与丁桂兰
合作较多，被戏曲评论家任国成先生
誉为“女扮男装的佼佼者”。

程永奎，1937年生，工须生，国家
二级演员，省剧协会员，新绛泽掌镇
程官庄村人。他师承靳古雷、袁效瑜，
文武皆通，善于刻画人物性格，除主
工须生之外，还兼演二净、小生、老
生、小丑等，代表戏有《出棠邑》《观
阵》《吴汉杀妻》《煤山》《薛刚反唐》

《十五贯》等。他还在现代戏《社长的
女儿》《一颗红心》《智取威虎山》《平
原游击队》中饰演男主角。程永奎做
戏认真，沉稳老练，道白中充满了韵
味。

王引娥，国家二级演员，工小旦，
1947 年生，曾任万荣县蒲剧团副团
长，1982年获“山西省优秀中青年演

员奖”。王引娥 13 岁入团，15 岁就在
《藏舟》中饰演胡凤莲。她扮相俊美，
沉稳机智，能将故乡陕西秦腔的音韵
揉入蒲剧高昂的旋律之中，巧妙地运
用鼻音特长，使唱腔更加柔美婉约、
动听感人，有“韩城秀女”“齉鼻子小
旦”之美称。

王引娥先后演出了《藏舟》《打金
枝》《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 30 多
个优秀剧目，塑造出现代舞台人物和
古代女性端庄清丽的多姿风采。由她
主演的剧目《血手印》，声情并茂，扣
人心弦，曾在临汾剧院创出连演25场
的最高纪录。王引娥为人诚笃、勤学
好问，毫无保留地向青年演员传授技
艺，如刘秀华、张秀芳等人，后来均成
为兄弟剧团领导和主要演员。

张秀芳，1957 年生，国家一级演
员，工青衣。她“半道出家”，从学校教
师转行到万荣县蒲剧团，认真学习丁
桂兰、王引娥的表演套路与演艺风
格，在《铡美案》《秦雪梅吊孝》《王宝
钏》《三娘教子》《骂殿》等剧中饰演主
角。1979年，她荣获运城地区庆祝新
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优秀演员
奖；1981年获运城地区优秀青年演员
一等奖；1986年获山西省蒲剧青年演
员杏花奖。她音域宽广、音色醇厚、动
作规范，很好地继承了蒲剧著名青衣

“尧庙红”的演唱技巧，曾长期担任芮
城县蒲剧团团长。

中坚力量叱咤风云

6767载载““德艺双馨德艺双馨””传承路传承路
——万荣县蒲剧团历史发展回眸

□姚俊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