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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祥林

“蒲剧四大名须生”之一的张盛
义，是稷山县马家巷娃娃蒲剧戏班培
养的高足弟子，从小登台演戏，历时50
多个春秋。他以执着的精神和蒲剧特
有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众多个性
鲜明、生动感人的舞台艺术形象，使观
众心灵一次次受到震撼。晚年，他言传
身带，培养了众多年轻新秀。张盛义为
蒲剧事业奋斗了终生，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

苦难童年

张盛义祖籍河南南阳市。20 世纪
一二十年代，由于连年天灾，庄家歉收，
当时的反动政府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土
豪劣绅欺诈剥削，万般无奈下，他的父
母带着他哥哥、姐姐和年幼的他，逃难
到山西芮城。因举目无亲、无处安身，他
们只好借宿破庙之中，生活无着，难以
糊口，经常挨饥受冻。走投无路的情况
下，父母只得将宝贝女儿给人，换了一
斗豆子。在芮城待不下去，他们又漂泊
流落到平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的
哥哥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兵，父母亲一连
失去两个子女，思虑成疾，不久相继去
世。张盛义从此成了父母双亡、与哥姐
天各一方的孤儿。

在无依无靠的窘境中，张盛义只得
自寻生路，给一家财主放羊，每天早出
晚归，冒着严寒酷暑，还受到财主的辱
骂和责打。忍无可忍的他只好离去，流
落街头，行乞讨饭。他跑到稷山县后，被
人贩子骗卖到刚刚成立不久的马家巷
娃娃蒲剧戏班，当时他才12岁。

发奋学戏

马家巷娃娃蒲剧戏班成立于1932
年，出资人是马家巷马小彦，承班人是
南阳村苏甲科。张盛义进戏班时，戏班
刚成立，正在稷山县城稷王庙招收学
徒。戏班管吃、管住、管衣服，这样一来，
张盛义不再发愁吃穿住。加之承班的师
傅们虽然管理很严格，但对学生很爱
护、很关心，使他这个孤儿感受到温暖。
为了生存，他走上了学习戏剧艺术这条
路。

戏班里有几位颇有名望、艺术造诣
很高的老师，包括花旦旺儿老师，丑角
刘茂魁、庚娃师傅，生角元儿老师等。各
位老师精湛的技艺和诲人不倦的精神，
深深感染着张盛义，让他对蒲剧艺术逐
渐产生了热爱。于是，他勤学苦练、发奋
上进，决心要在蒲剧艺术这条路上坚持
走下去。

班主让他学须生，元儿师傅是他第
一位指导老师，教他认真练习基本功。
天未亮，他就悄悄起床，到外面吊嗓子，
练功架，学唱腔，念道白；晚上别人睡觉
了，他在灯下用心背台词，一年四季，严
寒酷暑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三年勤学苦练，他须生的扮相、道白、
唱腔、功架都像模像样。老师们夸奖他
是块演须生的好料，有培养前途。

其间，他先后学会了《香山寺》《渭
水河》《全家福》《骂关》《闹堂》《杀庙》等
戏。每次演出，都博得老师的好评和观
众的喝彩。一次在陕西韩城演出时，当
地一个村庄预定马家巷娃娃戏班和杨
老六戏班唱对台戏，张盛义的须生戏首
选为对台的剧目。后来，杨老六打听到
是张盛义出场对决，担心自己的戏班输
给娃娃戏班，找借口推辞不比了。马家
巷娃娃戏班的演出，可以说遍及晋南各

地及本省其他一些地区，甚至还涉足外
省。

在此期间，张盛义结识了一批学有
所长的师兄弟：丑角吴永盛、花旦王万
华、生角鲍儿、青衣田英选……他们互
相搭档，互相激励，相互帮助，共同上
进，更加坚定了他献身蒲剧艺术的决
心。他的师兄弟后来也都成为晋南各蒲
剧团的顶梁柱。

驰名四方

张盛义不仅在观众中有广泛的影
响，而且在一些剧团中也被刮目相看。
当时，河南省灵宝县有一个蒲剧团看上
了他，几次三番请他加入该团。进入灵
宝戏班后，他承担须生的主角，一些重
要戏都由他担纲，相继学演了《太和城》

《老人图》《未央宫》《古城会》《五雷阵》
等。他演出的剧目越来越多，戏路越来
越宽，靠架戏、软衣戏、身份戏都能上
演，演出水平也越来越高，功底扎实、嗓
音动听、韵辙优美、道白清楚。每演出一
场戏，都得到观众的赞赏和好评，甚至
一些地方的观众指名道姓要他演出。此
时，他在观众中已享有很高的声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
辗转来到西北，在西安、兰州、宜川等地
相继演出《牧羊圈》《出棠邑》《雁塔寺》

《春秋笔》《拾万金》《巧团圆》《卢沟桥》
《大劈棺》等优秀传统剧目和以宣传抗
日为内容的新剧目。他的唱腔字正腔
圆、表演形象逼真，翅子、梢子、髯口、靴
子各种功法俱佳，名震西北一带，赢得
观众交口称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盛义被
调入原临汾县蒲剧团。他随团先后在本
省和河南、河北、内蒙古、陕西、青海、甘
肃等地进行巡回演出。除了担任主要角
色外，他还为剧团排导了《白蛇传》《花
木兰》《陈妙常》《满江红》等历史剧和现
代剧，并整理了传统剧目《凤仪亭》和

《拾玉镯》。这两出戏在 1957 年参加晋
南专区戏曲会演时，曾获得剧本、导演
二等奖。在流行蒲剧的地区，观众把张
盛义同阎逢春、张庆奎（十三红）、孙伯
友合称“蒲剧四大名须生”。张盛义曾满
怀深情地说：“稷山是我第二故乡，我在
戏剧艺术上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成就，
是马家巷娃娃戏班为我打好了‘底三
板’，戏班的师兄弟们，就像我的亲生兄
弟一样。”

培育桃李

张盛义不但自己演戏、改编剧本、

导演排练，还为剧团培养了许多青年新
秀。他以孜孜不倦的精神、严肃认真的
态度、一丝不苟的作风，指导、帮助、鼓
励和扶持年轻同志。他曾为临汾培养了
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如韩长玲、李秀
兰、景维莲、赵翠云等，他们演出的剧
目，观众赞不绝口。他们在戏剧艺术上
能取得一些成就，渗透着张盛义的心血
和汗水。

1974 年，临汾县在汾西刘村成立
了一所戏剧学校，张盛义被聘请为该校
老师。他不辞辛苦、言传身教，对各行当
的演员，从手眼身法步和唱做念打舞等
基本功开始训练，一招一式传授学生。
严师出高徒，在张盛义的认真指导下，
戏校成立第一年便排出现代剧《杜鹃
山》《智斗》《谈家史》《渡口》等折子戏，
在临汾连演几十场，场场观众爆满，好
评如潮。不久，又排出《红色娘子军》《杨
开慧》《八一风暴》等大型现代剧目，在
临汾和晋南其他一些地方连续上演多
场，后应邀赴省城太原演出两个多月，
轰动古城并州。

随后，张盛义又率先指导排演《逼
上梁山》《十五贯》《游龟山》等古装戏。
张盛义不顾年迈体衰，为学生示范表
演，还亲自登台为学生示范演出。在他
的辛勤指导下，戏校相继排演出《雏凤
凌空》《白玉楼》《港口驿》《火焰驹》等优
秀剧目。

在戏校期间，他培养了一批优秀青
年演员，如郭泽民、李荣、童保生、杨建
功等，解决了蒲剧演员青黄不接的问
题。

1982 年，张盛义从事蒲剧舞台艺
术50 周年之际，著名评论家李春芳先
生和戏剧界一些名家热情撰联为他祝
贺：

“德隆望重，身处梨园五十载，为菊
部哲人；技高艺精，历经蒲坛大半生，是
伶界名宿。”

“从小登台，声贯豫陕，嗓音宏，韵
辙美，杀驿、放饭拿手戏，为观众叫绝；
青年盛名，誉满晋南，功底厚，戏路宽，
靠架、软衣身份戏，使行家称赞。”

“品德高尚，身处梨园五十载，做人
处事能洁身自爱，都道盛义正派；艺技
精湛，历经蒲苑大半生，做戏授徒敢奋
发创新，齐赞老张路真。”

“翅子功，梢子功，髯口功，靴子功，
门门到家，把承恩的忠义，况锺的刚正，
表演得淋漓尽致；靠架戏，软衣戏，身份
戏，杂耍戏，出出路真，将春登的孝道，
云山的沉着，刻画得入骨三分。”

这些楹联是对张盛义艺术人生的
最好总结和绝妙写照。

蒲 剧 名 宿 张 盛 义

□孙芸苓

近日随手在书架上发现一本清代著名
文学家袁枚所著的《随园食单》，读后感慨
良多。“一道菜中，每一种原料都是一次心
意的注入。”袁枚如是说。

饮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不仅代表着地域、民族的文化差
异，更体现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观念和
社会习俗。袁枚的《随园食单》不仅记录了
前人对美食的追求和探索，更展现了中华
饮食文化独特的魅力。书中涵盖了丰富多
样的菜品，更融入了袁枚个人的审美情趣
和文化素养。这些菜品既有南北风味，又有
荤素搭配，既有家常小菜，又有宴客佳肴，
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让人们领
略到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在每个时代，
美食对人都有着无限吸引力。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吃饭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
腹之欲，更是为了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大家通过食物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
托对亲朋好友的思念之情。那些记忆中的
美食，缺不了妈妈的味道，就是这个道理。

在《随园食单》中，每一道菜品都有其
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烹饪技巧，而这些技巧
的背后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一
些菜品讲究色、香、味、形、皿的完美结合，
这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美食的极致追求，更
展现了中华饮食文化中“和为贵”的哲学思
想。同时，《随园食单》中还融入了许多地方
文化和民间传说，使得这些菜品不仅具有
美食价值，更具有文化价值。

此外，《随园食单》还体现了中华饮食
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在食材选择上，

《随园食单》注重选用当地特产和时令蔬
菜，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食材的
天然、健康、美味。这种“天人合一”的饮食
观念，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更有助于
人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追求
快速、方便，而忽略了食物的本质——美味
与营养。《随园食单》不强求，不刻意，总能
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随园食单》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在闲暇的午后，你可以悠然自得地按照
食单的烹饪方法制作一份精致的甜点；在
繁忙的晚餐时分，你也可以参考食单的美
食做一道营养丰富的家常菜。

最重要的是，《随园食单》强调的是一种
享受烹饪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你可以感受
到食材的变化，品味到食物的美味，也可以
与家人、朋友分享烹饪的乐趣。这种随性的
生活方式，让笔者更加珍惜每一餐食物，并
在忙碌生活中找到了片刻的宁静和幸福。

食单中有一句：“素菜荤油，荤菜素
油。”给了笔者灵感，笔者在烧青菜时放了
一点荤油，马上色香味提高了不止一个档
次，味道真是不错。

阅读《随园食单》，在领略那些美食的
同时，还能看到一些文字上惊喜，比如：“三
日为请，两天为叫，当天叫提溜。”“上菜之
法，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
者宜后。”这些精美且浅显易懂又有几分灵
动的句子，给人以启发。

总之，《随园食单》让笔者对中华饮食
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本书让笔者深
刻体会到，食物不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更
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在烹饪和品味的过程
中，人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馨。面
对今天生活的快节奏，我们应该更加珍视
和传承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让它在现代
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读《随园食单》
品味饮食文化魅力

◀▲张盛义饰《杀驿》中
的吴承恩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