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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阎立品 

条目 评论 (3)  

阎立品，女，豫剧旦角。生在河南省
封丘县仝蔡寨村。她的父亲阎彩云是
清末民初著名豫剧男旦。 
 
受家父熏染，她自幼爱戏，10岁时，
母亲将她送到开封永安舞台义成班学
戏，学艺问教于宗师周青山，拜师豫
剧名演员杨金玉、马双枝门下，学演
了《咬箭头》、《洪月娥背刀》、
《烈火旗》、《玉虎坠》等几十出
戏。因其天资甚好，学戏认真刻苦，
故而深受老师喜爱。一年后登台演出
了《打金枝》（饰开平公主），因其
做戏十分认真，虽唱腔还嫌稚嫩，但

仍受到观众欢迎，3年后便在开封有了
一定影响。因其人小但技艺颇为精
巧，故而观众们便称其为“小闺
女”。但是，初有成就的阎立品深知
艺途之艰难，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
弃。为了练出更精的功夫，她无论何

时何地都不敢有半点松懈，从20世纪

30年代到40年代初，她从一个“小闺女”逐渐成长为一个戏路宽、会戏多、影响大，而
且扮相俊美，嗓音明亮圆润的优秀演员。学艺期间，阎立品在前辈艺人身上学到了“学艺

先学艺德，立艺先立人品”的道理，这道理成为她一生做人做戏的准则。1938年日寇入
侵中原，为不给鬼子唱戏，正值青春妙龄的阎立品竟狠心削发，女扮男装，到尚未沦陷的
扶沟县埋名隐居，显示出高尚的气节和操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阎立品辗转活跃于豫
东南一带，先后和豫剧名旦徐艳琴、常香玉同台演出，并排演了爱国剧目《守湖州》、
《克敌荣归》。在高手云集的界首，阎立品吸收了许多不同剧种和名家的表演技法，注重
刻画人物，注重精雕细琢，戏越演越有味，越演越红火，在当时与徐艳琴、毛兰花、马金

凤并称为界首豫剧“四大名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阎立品重返开封大舞台，并先
后在郑州、蚌埠等地搭班演出。虽然阎立品恢复了演出，而且依然在河南各地受到观众的
热烈欢迎，但她对在社会上盛行的“捧角”之风越来越厌恶，她说：“我宁为贞洁贫，不
为污浊名。千两金，万两银，我也不能出卖人格。”为了回绝各种频繁的堂会、“宴
请”，她毅然戒了荤腥，从此吃素。 
 
阎立品不仅不畏权势，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表现了一个正直艺人的骨气，同时在艺术上也

是严于律己，不随波逐流，不为一时的“红火”而牺牲自己的气节。从20世纪40年代开
始，她就有意识地“净化”自己所演的一些剧目。她给自己约法三章：“粉戏”不演，脏
词不唱，伤风败俗的动作不做。凡是她要演出的剧目她都要尽可能地（有时也请一些有文
化、有知识的人）进行修改整理后再上台演出。为此，她在各地演出时结识了一些当地的
名人雅士，虚心向他们求教，不但使得她自己的文学修养日渐丰厚，而且这些人们也对她
演出的剧目提出不少诚恳的看法，使阎立品在修改剧本时受益颇多。她不仅演技高超，而
且艺德高尚，故而在观众中有着很高的声望。观众赠送她的各种诗词、旗、匾多不胜数，
但最让她珍视的是当年在扶沟演出时观众送给她的一幅题字“品洁艺精”。阎立品认为这
是现众对她最真切的希望，她将自己的名字“桂荣”改为“立品”，以勉励自己：立业需
先立身，立身必先立品。此后她便以阎立品之名遍行河南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立品加入了商丘人民豫剧团，曾赶南京、上海等地演出。她在

豫剧演员中独具的艺术特点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1954年初，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
收阎立品和评剧名演员新凤霞为弟子，这是梅先生第一次收地方戏演员为徒。梅先生在多

阎立品便装照 



次看了阎立品的演出后说，她脸上的戏变得很快，表演很细，是地方戏中少有的闺门旦。
此后，在梅先生的指点下，阎立品开始主工闺门旦，同时对豫剧闺门旦的剧目进行研究整
理。在梅先生的指点下，阎立品在表演、化装等方面都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同时唱腔也有
了新的变化。为了拓展豫剧闺门旦行当的演出剧目，她还先后移植演出了《碧玉簪》、
《盘夫索夫》等。逐步形成了“七分神韵，三分造型，重神传神，运神展姿，造姿展美”
的艺术风格。在行腔上追求以情带声、字正腔圆，常常为扩展音域，求一新声，苦咏千百
遍。 
 
1955年，阎立品由商丘调往洛阳市豫剧二团。1957年生性耿直的她被错划为右派，直到

1958年调往信阳地区豫剧团后方恢复演出。在信阳的几年中，她对《秦雪梅》一剧进行
了改革，从剧本到表演，从演唱方法到唱腔设计都有了新的探索。可以说在此时她开始形
成了自己有别于他人的艺术风格。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阎立品被视为“黑线人物”而备受折磨，被剥夺演出权利达10年
之久，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恢复演出的权利。重新登上舞台的阎立品凭借着自己
深厚的艺术功力和在身处逆境时都一刻未曾停止的艺术追求，一登台便引起巨大轰动，她
的代表剧目《秦雪梅》、《藏舟》、《西厢记》等上演后不仅好评如潮，而且许多老观众
再睹其芳华之后激动不已，有人称她是“白发少女，青春不衰；荷花出水，梅花重开”。 
 
阎立品的艺术特点在豫剧旦行诸流派中独树一帜，清雅之风怡人心神，从她在其代表剧目
《游龟山》、《秦雪梅》、《碧玉簪》等剧的精彩表演中，我们可以看到阎立品的艺术特
点中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豫剧及地方戏中都甚为少见的“精细”。而这个“精细”可
以说是阎立品得益于梅兰芳先生亲传的结果。在向梅先生学习时，阎立品没有单纯学习梅
先生外部的表演技巧，而是着重学习梅先生的表演神韵。所以在阎立品这几部作品中无不
充满了京剧梅派艺术的意蕴。在声腔、表演、情感变化等方面，阎立品都很注重把梅派艺
术的神韵同豫剧艺术巧妙地融合起来，使得她的表演艺术不仅具有豫剧艺术本身的特点．
而且使豫剧闺门旦行当的表演具有了以“精细”为基础的新发展。被誉为中国戏剧界永远
的少女，永不凋谢的闺秀之花。 
 
在唱腔上，阎派唱腔依然体现出了“精细”的特征，每一句唱腔，每一个声韵，甚至具体
到个别音符她都要经过反复的雕琢。演唱时她注重行腔，注重意思的通达，不仅力度变化
大，而且在音色变化上也有许多过人之处，可以说是明暗相宜，浓淡尽显。此外，在念白
上她也有着极深的功力，《秦雪梅》中那段四十余句的“祭文”，不仅节奏掌握得恰到好
处，而且声随情生，把这段“祭文”念的是哽咽有声，涕泣有节，令在场者无不撼到摧肝
裂肺之痛。 
 
在表演上，阎立品尤重从人物出发，精心研究人物后再进行细致的设计表演程式。其在
《藏舟》中所饰胡凤莲的表演就堪称是阎派艺术的典范之作。尤其是“接杯”一段的表
演，更是令人叹服。在这段戏中，阎立品通过不同的形体动作、不同的眼神和富于变化的
指法，多层次地表现出了少女胡凤莲的羞涩心理和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特殊心态。而最后
胡凤莲转过身子将手从背后伸出让田玉川将蝴蝶杯放在手上这一身段设计之巧妙、之合
理，更显出阎立品对艺术追求之精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阎立品就热心培养后辈。“文革”后更是将很大精力放在了收徒
传艺之上，其弟子遍布全国许多省区。  
 
出生：1921年2月7日，农历庚申年十二月三十日 
逝世：1996年8月11日，农历丙子年六月廿七日 

活动年表 
 
本页使用了 JavaScript 技术。若使本页能正常显示，请启用您浏览器的 JavaScript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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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分类 
 
豫剧 旦行演员 

参看 
 
白文芝、陈淑敏、李喜华、毛兰花、梅兰芳、唐喜成、王东红、徐艳琴、燕凌、原淑静、
章兰、张梅贞、赵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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