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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伟（文化部艺术司司长）：

戏剧真正要做到大发展大繁荣，我觉得应该

推名角、出名戏、带名团。此次实施的河南艺术名

家推介工程活动，面向全国推介各个艺术领域的

领军人物，是河南省在人才培养方面采取的一项

有力举措。5 月 6 日，我在北京参加了豫剧名家

李树建表演艺术研讨会；今天，又在这里隆重举

行豫剧名家汪荃珍表演艺术研讨会，可喜可贺。

汪荃珍作为在河南乃至全国都有重要影响

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舞台第

一线。她的表演具有扎实的传统功底，通过塑造

不同的人物形象，彰显了她独具个性的艺术特

色。《香魂女》、《风雨故园》、《刘青霞》、小戏《调

查》……这些剧目因汪荃珍而增彩，汪荃珍也因

这些剧目而成名。

她主演的豫剧《香魂女》，在2000年的第六届中

国艺术节上荣获艺术节大奖，填补了河南省在专业艺

术赛事上的获奖空白。10年后，该剧经过不断加工、

提高，又于2010年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

品剧目。她主演的小戏《调查》，同年以小戏类第一名

的好成绩，进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

汪荃珍始终用德艺双馨的标准要求自己。

多年来，她带领剧团深入基层、服务群众。我第

一次见到汪荃珍，是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梅花奖艺

术团一次深入基层的演出中。当年，我在她身上

看不到一点名家的架子，跟着演出团深入田间地

头，与群众打成一片。当时她对我说：“这个团太

好了！我们的戏离不开观众，我们就是要为观众

服务。今后这个团的活动我随叫随到，分文不

取。”之后，她又多次参加梅花奖艺术团到全国各

地的慰问演出，表现突出。

希望汪荃珍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能够继续

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群众的优良传统，不断从丰富多彩的社

会生活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更好、更多的优秀艺

术作品；能够继续保持谦逊的艺术姿态和开放的

艺术胸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再接

再厉，再攀艺术新高峰；能够继续甘为人梯，提携

后辈，培育更多的艺术新人，为豫剧事业的繁荣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庚香（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改革开放以来，集中涌现形成的中原戏剧家

群怀着振兴民族文化、讴歌时代新风、促进社会和

谐的崇高使命，打造了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经典剧

目，成就了一批批国内知名的戏剧名家，初步形

成了中原戏剧家群的文化品牌。

河南省豫剧三团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艺

术院团，在豫剧现代戏的创作排演方面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特别是由该团创作排演的豫剧现代戏

《朝阳沟》传承 60 年，不仅滋养了高洁、马林、王善

朴等一批享誉全国的艺术家，也影响了河南省豫

剧三团一代又一代的戏剧人。近年来，该团推出

的豫剧《村官李天成》、《香魂女》、《兰考往事——

焦裕禄》等作品，都以其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

观赏性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

响。作为中原戏剧家群代表人物之一的汪荃珍，

是一位深受中原乃至全国观众喜爱的表演艺术

家，也是河南省为数不多的硕士研究生团长。她

勤奋好学、执着踏实，扮相俊俏脱俗，表演沉稳含

蓄，演唱甜美圆润，戏曲动作规范，重视艺术品位

和艺术气质，在旦角表演上颇有心得。

由她主演的豫剧《刘青霞》，是三团新推出的

一部豫剧现代戏，从目前来看，应该说这个戏已

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对于这部戏，我们建议

除了请艺术评论家把脉问诊外，还应该再请一些

民国史方面的专家进行会诊，努力实现艺术真实

和历史真实的统一。

杨丽萍（河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

近年来，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在全省文化艺术特别是舞台艺术工作者的努力

下，在艺术评论界的辛勤培育下，河南的舞台艺

术佳作不断，人才辈出。我们连续 4 届拿了文化

部的文华大奖，连续 6 年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精

品工程的精品剧目奖，连续几届获得了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

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与上世纪 50 年代五大

豫剧艺术流派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声望相比，和上

世纪 60 年代《朝阳沟》、《小二黑结婚》、《李双双》

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效果相比，和中国当代艺术特

别是京剧、越剧、黄梅戏等兄弟剧种的艺术成就

相比，在河南舞台艺术的一片繁茂之中，还存在

着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人才培养上，我们的艺术

队伍存在着文化内涵不足、艺术造诣不深、理论功

底不厚的情况，在青年艺术人才的方阵中，还存在

着青黄不接、行当不全、专业素质较低的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十二五”期间河南舞台

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我们从队伍培养的层面推出

了专业队伍培训工程、青年艺术家培养工程、河南艺

术名家推介工程等四大工程。在河南艺术名家推介

工程中，我们试图做到几个“一”：一次研讨会、一本

书、一场专家表演、一部专题片，希望通过全方位展

示，在全社会推出河南的艺术名家。汪荃珍则是河

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中的第二位受益者。

薛若琳（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豫剧《刘青霞》表现的是社会的动荡、国家的

灾难和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有比较深邃

的思想内涵，而整部戏的舞台呈现也比较别致。

看完戏，我觉得刘青霞这个人物基本树起来了，

矛盾冲突也比较激烈，因此是一出好戏。

但这部戏仍然需要打磨，比如洞房段落中夫

妻间的约束就匆忙了一点，她

东渡日本的理由也简单了一

些，如果再经过修改打磨，会更

加好看。

姚欣（中国戏曲现代戏研

究会会长）：

我第一次看汪荃珍的戏，

大约是 21 年之前，从《儿大不

由爹》开始，以后陆陆续续看了

她的《香魂女》等几部作品。在

汪荃珍从艺的 30 多年中，她以

扎实的艺术功底，塑造了不同

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一

批艺术形象。特别是以《香魂

女》为代表的一批剧目，使她的

艺术走向成熟。

汪荃珍在《香魂女》取得成

功之后，又到中国戏曲学院高

级研修班学习了 3 年，她在豫

剧的基础上，接触了昆曲、京剧

和其他很多地方戏，接触了一

些名家，学了很多文艺理论的

知识，文学素养得到了提高。

她本来就很聪明、很好学，在这

种基础上，眼界更开阔，底蕴更

深 。 她 本 来 是 青 衣 闺 门 旦 ，

也是很好的刀马旦，在这种基

础上，她更加重视刻画人物，重

视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这也

是成为艺术家的基本标志。

黄在敏（中国戏曲导演学会会长、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员）：

戏曲艺术，特别是比较成熟的剧种，表演艺术

的风格从大的块面上来划分，大多是从高亢和婉

约这两极不断地平衡互补当中前进和发展的。在

这两极不断的互补共进中，表演艺术也在不断地

前进和发展。如果从这两个大的风格上来看汪荃

珍的表演，我认为她更接近于婉约派，这一点是很

难得的。因为我们往往在听豫剧的时候，一个很

明显的感觉就是高亢是它的主流。

汪荃珍的表演细腻含蓄、吞吐收放控制得

体。我认为，汪荃珍表演风格的继续发展、继续

深化要靠剧目。我希望，汪荃珍在今后的创作道

路上，选择题材、选择开掘题材的视角、选择具有

独特性格的人物形象上，要特别地慎重。

罗怀臻（中国剧协副主席、上海市艺术创作中

心主任）：

回顾新时期以来全国各地方戏曲剧种的发

展状况，可否说，上世纪 80 年代听黄梅，90 年代

看越剧，进入新世纪后的 10 余年，尤其是近几年

来，河南豫剧是生存和发展状态最好的地方戏剧

种。河南省从省委、省政府到地方政府，以及各

级宣传文化主管部门，对于地方戏曲尤其是豫

剧，有着一种整体的认同感和责任心。政府或企

业不但有支持戏曲的口惠，也有真金白银付诸实

际的实惠。更难能可贵的是，河南省在对待地方

文化的重要载体——戏曲院团的某些策略上，能

够坚持不违命、不跟风、不造假的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并且始终放低身段，与戏曲人交朋友、成

知己，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充当救世主或布施者。

因此河南戏曲发展的整体生态越来越趋向于宽

松、自由、健康和繁荣。

我归纳，汪荃珍表演艺术有 3 个特点：第一，

汪荃珍的表演艺术有一种把现实主义的心理真

实性体验和中国戏曲的有表现意味的程式进行

自觉的结合；第二，汪荃珍不但演历史题材剧目

和古装戏有很强的实力，现代题材剧目的创作中

也有着自觉的渗透现代意识的追求；第三，汪荃

珍把豫剧剧种的表演艺术放在全国戏曲乃至于

全国戏剧表演艺术的发展进程中，去完成个人的

创作，所以她重视吸收影视、话剧这种写实的表

演，化为她的一些真实性的体验，也比较重视对

南方剧种中非常强烈的程式感的追求。如果汪

荃珍继续这 3 个方面的追求，有望成为一名杰出

的表演艺术家。

徐培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文

艺评论家）：

今天，在研讨汪荃珍的艺术成长、成功、成果

的同时，我特别看重她作为一团之长的魅力和品

格。汪荃珍从艺 35 年来，创造了太多的第一。

1986 年，她第一次到香港参加首届中国地方

戏曲展，主演名剧《香囊记》，当时香港并未回归，

她荣获了“亚洲最佳女旦角演员奖”，为豫剧在香

港演出首开先河；1999 年，她在河南省文化厅第

一次公开招聘大型现代戏《香魂女》的一号主人

公香嫂的激烈竞争中，技压群芳，金榜夺魁，并使

得《香魂女》在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上荣获大奖；汪

荃珍 13 岁学艺，勤学苦练，打下了深厚的“四功五

法”的功底，她是第一个练就了在豫剧女演员中

用大靠的靠旗打出手的绝技；她在荣获梅花奖以

后，又考入中国戏曲学院高级研修班的研究生，

成为豫剧女演员中第一个研究生；汪荃珍是新时

期以来，河南省直院团第一个出任剧团一把手的

女团长，她率领着三团这支光荣的团队，每年演

出 200 多场，收入 300 多万元。

论辉煌成就和突出政绩，大家有目共睹。可

是作为团长、当家人，汪荃珍的付出与奉献、艰辛

与苦难、泪水与委屈、担当与承受，我们也应该看

到和想象得到。

作为单位的一把手，不但要有很强的工作能

力，更要具备凝聚人心的人格魅力，而作为院团

长，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很高的艺术判

断力，以及演出市场的预见力与经营能力。新编

豫剧《刘青霞》的成功推出，就是汪荃珍政治与艺

术成熟的强力佐证。

《刘青霞》的成功，使我们不但领略了汪荃珍的

高超技艺、大家风范，也又一次看到了河南省豫剧三

团整齐优秀的阵容，如今初战大捷，可喜可贺。

刘景亮（河南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艺评论家）：

我认为，汪荃珍是当代河南现代戏表演的一

面旗帜。

汪荃珍成功塑造的这几个角色都是有很大

难度且并无参考可循的。

《香魂女》中的香嫂是复杂

的，一些地方稍有过头就

失去了艺术的分寸，导致

满盘皆输。《风雨故园》中

的朱安是一个一直自我压

抑的人物，无法张扬，所以

表演难度很大。然而这两

个人物产生的社会效果是

非常强烈的。现在，在各

种戏曲晚会，经常有人演

唱这两部作品的片段，在

街头巷尾，更有很多戏迷

在模仿这两个人物的表演

和唱段，这说明这两个人

物在观众心中扎下了根。

从汪荃珍塑造的人物

形象和她整个创作中，我

感 到 她 有 几 点 可 贵 的 追

求。第一，她是立在坚实

的文化平台上进行艺术的

创造。从这个平台，大家

看重她的研究生学历，也

看重她对文化理论、艺术

理论的学习，我更看重的

是她对本土文化和三团传

统的学习和尊重。本土文

化是地方戏的根脉，如果

失去了，那么地方戏的特

色就要淡化，它的表现力

和 生 命 力 就 要 被 缩 减 。

第二，汪荃珍的表演是在深刻的体验下，来实现

内心外化的最准确、最有力的动作。这一点我

不仅在比较成熟的《香魂女》和《风雨故园》中看

到了，在《刘青霞》中虽然还有许多缺陷，但也展

示了汪荃珍的功力。第三，汪荃珍是以扎实的

传统根基来实现现代戏的创作。所谓传统戏扎

实的根基，就是说她继承了戏曲千年的传统、豫

剧三百年的传统，也继承了三团五十年来创作

现代戏的传统。三团的现代戏传统其实是现实

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刻的内心体验和生活化细

节，这些也被称为三团模式。当然，戏曲在发

展，三团模式也应该有变化、有飞跃，这个飞跃

和变化就落在了汪荃珍们的身上，我相信他们

一定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刘玉玲（北京京梆子剧团“京梆子”代表人

物、“二度梅”获得者）：

汪荃珍从艺 30 余年，她的敬业、她的艺术成

绩、她在舞台上的艺术表现力，都让我觉得河南省

艺术名家推介工程看准汪荃珍，是很有眼光的。

当年，汪荃珍从戏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

豫剧院工作，她有福气能够得到常香玉大师的精

心辅导，加之她自己的努力，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是为大师增光。我想，如果常香玉大师在天有知

的话，一定会很欣慰。

同样，汪荃珍在老艺术家的熏陶下，也继承

了河南省豫剧三团的优良传统，传统戏、新编戏、

现代戏三并举，注重现实题材的创作，与老百姓

的生活紧贴在一起。所以，她作为三团继承人，

是给三团增了光。

汪荃珍现在的年龄正是承上启下的最好时

候，所以我希望河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能成为

汪荃珍的一个加油站，能让她今后的成绩更加

辉煌。

赵景勃（中国戏曲学院原副院长、教授）：

过去我们在形容革命者的时候，经常会说“有

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出力的，特别是慷慨捐

躯的英雄，我们表现得非常多，但是对于出钱的英

雄表现得很少，因此，《刘青霞》让我眼前一亮。

《刘青霞》这部戏以一种诗化的表现形式来

呈现，也让我震撼。所谓的诗化，是指编剧、导演

善于提炼，删减适宜。对于交代情节的段落，惜

墨如金；对于揭示人物心情、展示人物志向的段

落，泼墨如云。因此，全剧既饱满也舒畅，算是

初战告捷。

在《刘青霞》中，汪荃珍塑造的刘青霞有很大

的年龄跨度，这对演员来讲是挑战。我觉得汪荃

珍进行人物处理时，有几条经验值得总结。她对

于行动的速度、节奏的处理非常好，很有分寸，不

做作；眼神处理也是有节奏的、到位的；用嗓也很

讲究，年轻的时候用假声多一点，随着年龄增加，

用混合声的多一点；有病或者老的时候，用本嗓

多一些。这种先甜美后沧桑的感觉，从声音上讲

是形象的。

张关正（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优秀的戏曲演员，无论是什么剧种，首先都

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汪荃珍的功底是很深

厚的。

戏曲表演人才的成才有三大要素——天赋、

勤奋、机遇。而在这三点当中，我感觉从汪荃珍

的身上，更重要地体现了勤奋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好演员，天赋占了很大的比例，但

是天赋自己无法选择，而勤奋能够弥补天赋的不

足。汪荃珍的天赋是不错的，但是并不是最好

的，所以她靠勤奋，在演唱技巧上下功夫。从扮

相上，她是很漂亮，但并不是那种很艳丽的女孩

子，而她的成名作品大多是成年女性形象，这说

明汪荃珍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有个正确

的定位。所以，她通过勤奋，在扎实的基础上和

老艺术家的培育下，弥补了自己天赋的不足，而

把这种不足变成了自己艺术的特性和自己的专

长。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演技派的典型。

姜志涛（《中国戏剧》杂志社原主编）：

我认为《刘青霞》的起点很高，前景看好。

我觉得，《刘青霞》这个戏的演出风格，与河南

省豫剧三团以往的戏都不一样，更追求诗化和唯美

的感觉，题材厚重，表现也更戏曲化，所以显得很大

气、很美。这是三团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

赓续华（《中国戏剧》杂志社主编）：

十几年前，我就认识汪荃珍了，我们的每次

见面都很愉快，她经常对我说“帮我找一个导演

吧”“帮我看看剧本吧”，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

安分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人。

《香魂女》是汪荃珍非常成功的一部作品，她

的表演跟其他豫剧演员不一样，我总觉得她唱的

得有内涵，你会觉得她心里有东西。

此外，汪荃珍有一种大家之气。在台上，她

就是一个大青衣，有分量，压得住场。在河南豫

剧界，在她这个年龄段当中，我觉得汪荃珍的全

面性是非常突出的。

姚金城（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河南省艺

术研究院一级编剧）：

汪荃珍在唱腔上与其他演员的区别在于她

的收放自如。她声腔的控制能力和描写能力令

人叹服。她的嗓音条件不是最佳，但是她对嗓音

的控制很多演员达不到。她之所以能刻画出比

较复杂的、深沉的人物形象，与她声腔的表演实

力有关。

由于绝佳的声音控制力，使她对于人物的刻

画韵味醇厚。我感觉她的声腔在调整的时候，她

的声音能控制住，悠两下，又与人物细微的感情呈

现相吻合，变化多端，色彩丰富，与人物的感情

变化自然贴切，耐听耐品，风格鲜明而独特。

结合她声腔艺术的实力和特点，也结合着这

个时代变化，使她对人物人性深度、文化深度的

感性审美的体现较好。《香魂女》、《风雨故园》和

《刘青霞》，通过这几部戏的磨炼，汪荃珍的艺术

越来越趋向成熟。

齐飞（国家一级编剧）：

三十多个粉墨春秋，三十多年激情演唱，三

十多个人物塑造，三千多次锣鼓登场。无论是

《抬花轿》、《白蛇传》、《穆桂英下乡》、《红娘》，或

者是《龙江颂》、《杜鹃山》、《朝阳沟》、《李双双》，

直到近几年的《风雨故园》、《香魂女》和今天的

《刘青霞》尤为闪光；无论是现代和古装，她都能

用心去刻画角色，用神韵把人物张扬。如珠落

玉盘的吐字，如高山流水般的声腔，道白轻声如

落叶，重则铿锵；唱腔轻如流水潺潺，奔放时如

飞瀑千张。她用情去说唱，运用得是那么贴切

自然，表现得是那么的美妙适当。正因为如此，

才迎来了梅花的清香，才捧回了一个又一个大

奖，才有了今天的名望，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这就是今天的汪荃珍，她不愧为硕士研究

生，她不愧为豫坛小将，不愧为豫剧的栋梁。

河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汪荃珍表演艺术研讨会举行

《刘青霞》剧照

研讨会现场

5 月 12 日，由豫剧名家汪荃珍主演的现代豫剧《刘青霞》在河南省开封市东京艺术中心

上演。随后，5月13日举办了汪荃珍表演艺术研讨会。

刘青霞原名马青霞，是河南籍辛亥革命女志士，孙中山曾亲笔为她题写“天下为公”

“巾帼英雄”八字。现代豫剧《刘青霞》艺术地再现了她光辉的一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

刘青霞的革命气节和风骨，树立了以刘青霞为代表的河南人的革命形象。

作为 2012 年河南省文化厅主办的河南省艺术名家推介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汪荃珍

表演艺术研讨会于 5 月 13 日在开封举行。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李庚香，河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杨丽萍，河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方可杰，河

南省剧协秘书长、驻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编剧陈涌泉，河南省话剧院党支部书记、国家一

级导演李利宏，《河南戏剧》执行主编、国家一级编剧张锡荣，以及来自全国文艺界、戏曲

界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和河南省豫剧三团领导班子成员及老艺术家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戏剧家协会以及中国剧协主席尚长荣、国家京剧院院长宋官林分别发来贺信。

此外，为祝贺研讨会成功召开，河南省豫剧二团表演艺术家、导演葛圭璋与河南省豫剧

三团著名编剧牛冠力共同创作了一首藏头诗：“贺喜研讨会举办，汪洋大海纳百川，荃草溢

香沁心脾，珍品艺术穿人间。”

汪荃珍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弟子，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

剧表演奖获得者，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河南省剧协副主席、河南省豫剧三团团长

兼党总支副书记。汪荃珍从艺 30 余年来，在戏曲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

代表作有《穆桂英下乡》、《花木兰》、《香魂女》、《村官李天成》、《风雨故园》等。

《风雨故园》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