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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花，山东菏泽曹县人，生于 1965 年，国家一级演员，第 20 届中国

戏剧梅花奖得主。主工闺门旦、花旦兼演青衣，擅演豫剧传统戏《抬花

轿》、《秦雪梅》、《蝴蝶杯》、《三上轿》等，曾在豫剧新编历史剧《孔尚任》、

《桃花扇》中担纲主角。2007 年学唱山东梆子，现为山东省山东梆子专业

委员会理事，主要山东梆子代表剧目有传统戏《樊梨花征西》、《老羊山》，

新编现代戏《圣水河的月亮》等。

摘梅归来，济宁市政府为了表彰

李新花的艺术成就，专门拿出 3 万元

进行奖励。山东省文化厅和济宁市

文化局也分别拿出 5 千元和 2 千元为

李新花颁发奖金。李新花从中拿出 2

万元捐给剧团。“‘梅花奖’虽是个人

荣誉，但没有领导的全力支持，没有

演职人员的无私奉献，也就没有我的

荣耀。”李新花说。

虽然已经是响当当的名角，但李

新花从不以名气为傲。跑龙套、站

“兵”、配戏，只要剧情有需要，哪怕角

色再小，她都不推辞。“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在她的心目中，戏比天

大。

2007 年，济宁市文化局提出“振

兴山东梆子”计划，在原有济宁市豫

剧团的基础上加挂“济宁市山东梆子

剧团”的牌子。李新花和许多同事一

起，边干老本行，边学山东梆子。她

从“小学生”做起，一字一句地听，一

招一式地学。“刚学那会儿，担心唱不

出梆子的味道，骑自行车、烧饭都在

琢磨唱腔，饭烧煳了我都不知道。”

“一个演员不能只躺在过去的荣

誉里，未来还是一片空白，我要不断

求索。”她经常这样鞭策自己。为精

进技艺，提高山东梆子的演唱水平，

2007年，李新花又投师拜在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山东梆子的传承人刘

桂松门下。在刘桂松的口传身授下，

李新花用半个月排出了山东梆子经

典剧目《樊梨花征西》。2007年 11月，

她在济宁市声远舞台携该剧汇报演

出，一开腔就得了个“满堂彩”。2009

年 1 月，凭借在山东梆子《老羊山》中

的精彩表演，她又在山东省山东梆子

中青年演员演唱大赛中获得“特别

奖”。“如今李新花的山东梆子已颇有

些味道，我作为老师，甚感欣慰。”刘

桂松说。

2012年，李新花又开始挑战新戏

路——主演山东梆子现代戏《圣水河

的月亮》。演惯了“闺秀”的她第一次

排现代戏，一连很久都找不到感觉。

高强度的排练加上内心的焦急，李新

花累病了。有几次，为了赶剧组联

排，她打完吊瓶直接赶到排练场。有

观众劝说，“身体要紧，别那么卖命”，

李新花只是淡然一笑：“排戏哪有主

角不到场？”

在李新花看来，作为演员，演戏

之时要琢磨角色，于戏外则要考虑艺

术传承。说起山东梆子的现状，李新

花十分感慨：“山东梆子艺术家大都

年事已高，传承的任务非常紧迫，我

们应好好向前辈请教，多挖掘他们的

经典剧目。”带着这样的执着与责任，

李新花在她挚爱的艺术苑地里继续

努力。

记 者 手记

方寸戏台 苦乐于斯
孙丛丛

采访李新花，正赶上她主演的山东梆子现代戏《圣水河的月亮》在济宁市声远舞

台汇报演出。上午，演员们就已经忙碌起来，一遍遍地对词、走台、合成。彩排间隙，

李新花匆匆地跑下舞台，告诉记者：“换场的时间太短，等到一会儿排练结束，我们好

好聊。”说完这话，她又去准备下一场戏，一个匆忙的背影瞬间消失在视线中。

李新花早已视忙碌为平常事。她毫不掩饰从艺的艰辛，坦言道：“很长一段时

间，唱戏不仅是因为喜爱，还为了生计。”一年 365天，多则 300场戏，十几年下来，她几

乎没在家过一个完整的春节。

“‘梅花奖’仅是我艺术生命的一个注解。”当繁华落尽，归于平淡，她还要走向村

镇街道、庭舍场院、集市庙会，回到最素朴的观众中去。李新花说，是观众的滋养与

润泽，托起了地方戏曲的希望。采访中，恰巧一个老乡打来电话，说到看了上午的彩

排，感觉唱腔韵味十足。得到老戏迷的赞赏，李新花手舞足蹈，高兴得像个孩子。

“经常有观众跟我说，‘李老师，您的戏很好。’可每次回看录像，我都觉得不够

好，应该还可以再好一些。”艺术之路无止境，演员都力求呈现最完美的舞台形象，为

一瞬间的举手投足，台下往往耗费数十倍的精力苦心雕琢。大到身段、唱腔，小到妆

容、表情，都精心考究。“知道今天有采访，到达化妆间的时间可能会晚，我把头套带

回来了。一会儿把头发箍好，可以直接到后台。”小小的细节，足以看出她的用心。

晚上 7 点半，灯光璀璨的声远舞台上，《圣水河的月亮》准时鸣锣。伴着弦索齐

响、激越唱腔，李新花又精神抖擞地站上舞台，去完成她崭新地角色创造。那一刻，

观众爆棚，掌声雷动。对一个演员来说，这应是最好的褒奖吧。

梨园折桂 剧坛溢香

在李新花家的一面墙上，挂着许许多多剧照：伶俐俊俏的小花旦红娘，风风火火的泼辣旦周凤

莲，柔媚婉转的闺门旦李香君，沉稳持重的老旦姜桂芝……这都是李新花饰演过的角色。跨越行

当，她能把各式各样的人物演绎得惟妙惟肖；先唱豫剧，又改行山东梆子，能在剧种的跨越间游刃有

余，足见她不凡的艺术功力。

山东曹县是文化富庶之地，这里曾

孕 育 了 马 金 凤 、崔 兰 田 等 戏 曲 名 家 。

1965 年，李新花出生在曹县楼庄乡孙湾

村。她的爷爷是远近闻名的拉弦高手，

父亲也自幼喜爱“两夹弦”。

小 时 候 ，父 亲 一 边 推 磨 一 边 哼 唱

“两夹弦”，李新花趴在父亲的背上，默

默地跟着父亲学唱。除了跟父亲学，她

还把家中墙上挂着的有线广播当成了

老师。“那时广播里经常放《朝阳沟》、

《红灯记》，只要放戏曲，我就站着不动

把它听完。听完时，差不多就学会了。”

凭着一副好嗓子，六七岁时，李新花就

是村里的“名角儿”了，街坊邻居只要

“哄”她唱，她从不羞赧。

9 岁那年，在孙湾联中读小学的李

新花代表学校到曹县参加全县文艺会

演，以《红灯记》中一段“十七年风雨狂

怕谈以往”，引起了在场评委和观众的

注意。曹县剧团的老师求贤若渴，想留

住这位“小李奶奶”，但李新花摇摇头

说：“我想家”。剧团老师看她年纪太

小，只好作罢。

1978 年，曹县戏校到李新花的学校

招生。这次，李新花唱的是《朝阳沟》选

段“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她一试

即中，家中高兴坏了。但是当时家境窘

迫，竟拿不出像样的衣物用品，东拼西

凑，才勉强成行。李新花至今还记得，

报到那天，父亲借了一辆自行车，让邻

居把她带到了县城。

“我从小悟性好，有些唱腔老师一

教就会了；我练功刻苦，早功晚课都拼

命练腰腿、台步、圆场，13 岁就能唱许多

折子戏了。”很快，李新花在 60 多名同学

中崭露头角。这一班学生才华初绽，便

吸引了校领导的注意，1980 年，校领导

索性把戏校改为曹县豫剧二团，李新花

这样的“佼佼者”更是备受青睐。

曹 县 豫 剧 二 团 白 手 起 家 ，阎 立 品

（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的弟子王东红

是团里请来的业务骨干。慧眼识才的

王东红一眼看中了功底扎实、扮相俊

美的李新花，遂收为弟子，悉心指导。

当时，王东红一边负责剧团的“传、帮、

带”，一边忙于大量的演出任务，分身

乏 术 ，李 新 花 就 成 了 她 的 B 角 。 1982

年 ，王 东 红 把 一 出 唱 念 繁 重 的《抬 花

轿》交给 17 岁的李新花。孰料，她一下

子把剧中那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的

“疯丫头”周凤莲唱火了。那俏、醇、脆

的唱腔，娇、娴、媚的身段，栩栩如生的

形象，让看过她表演的观众无不交口

称赞。

年少成名，让李新花拥有更多机

会。1984 年，曹县豫剧二团邀请阎立品

来团指导。作为剧团“新秀”，李新花为

自己能亲耳聆听阎先生教诲而倍感高

兴。“一次，先生为了示范身段，‘噗通’

就跪了下去。她腿不好，我上去扶她，

起好几次才起得来。她回看我一个眼

神儿，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她对艺术

的‘疯魔’。”在阎立品的感召下，李新花

精益求精、刻苦钻研。她的热情、执着

也打动了前辈，排完《秦雪梅吊孝》，阎

立品又单独传授她《蝴蝶杯》一剧。现

今，这两出豫剧“阎派”代表作成了李新

花的常演剧目，每次巡演，都能得到观

众的热情追捧。

艺苑新花 年少吐蕊

曹县豫剧二团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忙”团，一年四季下乡巡演，奔波在鲁西

南各个乡镇的集市、庙会、街道，还时常

跨省演出。“最辛苦的时候，剧团一出去

就是四五个月。早上 7 点化妆，晚上 11

点才能卸，每天演出少则三场，多则五六

场。”在这样的忙绿中，李新花把《秦雪

梅》、《西厢记》、《三上轿》、《蝴蝶杯》等经

典豫剧唱遍了街头巷尾。

1990 年，曹县豫剧二团的“红火”受

到河南省豫剧二团的青睐，李新花和丈

夫辗转到郑州，与河南省豫剧二团的演

员们同台演出、切磋技艺。1993 年，河

南省豫剧二团演员王红丽成立了民营剧

团——河南小皇后豫剧团，力邀李新花

加盟，两人一起“挑梁”，一合作就是两

年。“在河南期间，我受到很多老艺术家

的指点，与王红丽排演《风雨行宫》时，还

请到著名导演余笑予说戏，使我技艺更

加精进。”

1995 年，正在河北邯郸演出的李新

花有客人拜访。陌生人说明来意后，方

得知是济宁市豫剧团特来请贤。当时，

剧团正缺领衔主演，李新花曾多次到济

宁演出，在戏迷中家喻户晓。“剧团主动

为我们解决编制和房子，这样可以顺利

办理孩子的入学手续，我们也不再居无

定所。考虑再三，我们举家来到济宁。”

李新花说。

加入济宁市豫剧团后，李新花心无旁

骛，一心扑在排戏、演出上。作为团里的

台柱子，每年 300 多场演出，她几乎场场

参演。无论《秦雪梅吊孝》中哀怨凄婉的

秦雪梅，还是《泪洒相思地》里柔肠百转的

王莲娟，抑或《西厢记》中聪敏机灵的红

娘，都被她表演得活灵活现。尽管这些老

戏已被她唱过多次，但每场演出前她仍做

足功课，毫不懈怠。凭借深厚的积淀、踏

实的努力，她获得诸多荣誉：1996 年“天

幕杯”中青年戏曲大赛一等奖；山东省首

届青年戏曲演员电视大赛银奖；第六届山

东省文化艺术节表演一等奖……

从艺坎坷 艰苦砥砺

在《孔尚任》中饰演“顾雪儿”

艺无止境 再绽芳华
在《大祭桩》中饰演“黄桂英”

在《老羊山》中饰演“樊梨花”

在《圣水河的月亮》中饰演“老耿”

—访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新花
本报实习记者 孙丛丛

1998 年 ，为 打 造 戏 剧 艺 术 精 品 工

程，济宁市豫剧团排演大型历史豫剧

《孔尚任》。因内容和形式的大胆创新，

该剧一举拿下第六届山东省文化艺术

节 11 项大奖。剧中李新花饰演的顾雪

儿，虽为小角色，却精彩迭出，令人过目

难忘。1999 年，建国 50 周年之际，《孔尚

任》剧组应文化部之邀进京演出。在之

后召开的作品研讨会上，一位长者朝坐

在角落里的李新花走来，竖起大拇指夸

赞她说：“演得真棒”！攀谈过后，李新

花才得知，这位和蔼的老人，就是鼎鼎

大名的剧作家吴祖光！

《孔尚任》一剧的成功，让济宁市豫

剧团有了改编孔尚任名著《桃花扇》的

念头。“白骨青灰长艾箫，桃花扇底送南

朝。”《桃花扇》借离合之情，警惕人心、

激励来世，剧中主角秦淮名妓李香君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志节，近百年来一

直被文人墨客追慕。

“演好李香君不容易，豫剧头一次

把这个戏搬上舞台。在其他剧种里，这

个角色被很多前辈都塑造过，并且早就

叫响了。”接演“女一号”李香君，李新花

特别忐忑，生怕演不好。为了找灵感，

她把自己不足 50 平方米的家变成了排

练场，左也“香君”，右也“香君”，反复揣

摩，苦练台步。“那段时间，她就像着了

魔，家里堆了各种碟片，昆曲的、越剧

的，只要对塑造人物有帮助的，都找来

看。”李新花的丈夫丁少云说。

“当时唱腔经常需要改动，排练时

间又紧，有时候晚上八九点才拿到谱

好的曲子，第二天马上就得响排。”这

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三个月，李新花没

有一句怨言。然而，紧张的排练还是

把她累病了。李新花得了声带小结，在

南京做手术的几天，她得以静心思忖：

“排戏，不能着急。越是喜欢的角色，越

要沉下心来体悟。”从手术台重新回到

排练场，李新花更加从容，《却奁》、《思

念》、《守楼》……一折折戏，她把李香

君的爱国情怀、凛然坚守诠释得活灵

活现。

2002 年 11 月，李新花带着这出豫剧

《桃花扇》和折子戏《红娘》、《大祭桩》、

《风雨行宫》，到北京参加第 20 届中国戏

剧“梅花奖”角逐。果然不负所望，她的

精彩表演赢得了专家评委一致认可。

时任“梅花奖”评委、著名表演艺术家李

默然观看了她的演出，不吝赞美：“《桃

花扇》是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一，‘借离

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不好演。李新花

能把剧中主人公演活，真是可喜”！

剧坛揽胜 梅园溢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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