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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孙盛文和裘盛戎 

    说到富连成"盛"字科净行演员，不能不首先提及孙盛文。盛文是一位特殊人物。他在

科班里不仅是出色的演员，而且是资深的教师。与盛文同科的裘盛戎，稍后一点的袁世

海，都曾受过这位大师兄的教益。而我本人，则是孙盛文的忠实现众，从1932年即开始听

他的戏了。1980年，承钮骠兄先容，并陪我专程拜访了盛文、盛武两位先生，畅谈良久，

我向他们两位请教了不少问题，获益良多。由于事忙，还未及再次向两位先生请教，盛文

以心脏病遽归道山，使我深感遗憾。现在借写这本小册子的机会，仅就记忆所及略谈我所

看过盛文的戏和他多年从事戏曲教育工作的劳绩。这只是一个普通观众的心声而已。  

    前面已谈过，在1932年我最初看富连成的三场戏中，就有两次看到盛文的演出。一

次是《洞庭湖》的牛皋，另一次是与叶盛章合演的《祥梅寺》。牛皋属武二花性质，《祥

梅寺》的黄巢则为钱派路子。后来知道，盛文的老泰山是钱派名净刘砚亭，足见盛文的钱

派戏是学有本源的。  

    30年代初，是"盛"字科演员群挑大梁的鼎盛阶段。而花脸一行，裘盛戎当时刚崭露

头角，许多重头戏都由盛文独挑重担。与此同时，盛文在科里已承担起教戏的任务，据翁

偶虹先生亲自对我谈及，盛文不仅给师弟们"说"过戏，连初演老生后改花脸的刘连荣，也

曾向盛文问业。可见他教戏的资历也相当长久了。一方面是勇挑重担的主要演员，另一方

面却是科班中经验丰富的良师，这在当时确不可多得，所以我说盛文是一位特殊人物。  

    我所听过盛文的戏，可分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是盛文所主演的大轴戏，也可以说是

以花脸挑大梁阶段。自侯喜瑞成名后，富连成(也包括其他班社，如中华戏校)所培养的架

子花很少有不宗侯先生的。盛文在科里长期效力，所演侯派戏极多。有的戏侯喜瑞本人并

未演过，而盛文却能经过揣摩，以侯派路数来演出。如富连成独有本戏《战官渡》，曹操

实为主角，而这出整本群戏中的曹操在当时非盛文莫属。出场的大引子，足与《长坂

坡》、《战宛城》两戏媲美。我看盛文此戏，心目中一直以为他是宗侯派的。及后询问过

好几位知情人，才知科里排此戏时，侯早已出科，这出戏的曹操实为盛文所独创。可惜此

戏用人太多，"盛"字科大队人马出科后，这戏便挂了起来。故盛文这出戏的曹操堪称空前

绝后了。解放后孙承佩先生以北京文化局领导的身分给北京京剧团的马、谭、裘编了一出

《官渡之战》，那完全是另一出新编历史剧。我曾当面问过孙承佩先生，是否看过富连成



的《战官渡》，他根本没听说过这出戏。我于是缄口无言，再不发表意见了。 除《战官

渡》外，盛文的《英雄会》，也是列大轴的主角戏。记得此戏演出，例由韩盛信配窦尔

敦，而所用人员极多，竟使后台为之一空。我一生遗憾，既未看过杨小楼的《英雄会》，

又未看过侯喜瑞此戏。而差堪告慰者，独见过盛文此戏的黄三泰。当时盛文年纪虽轻，却

已具老成人典型，对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 

     盛文所演大轴戏中，还有一出《沂州府》，盛文扮主角李逵。此戏包括《真假李

逵》，但李鬼不作为主角(如演折子戏，则李鬼为主角)，演至李逵打虎，沂州府被擒，由

梁山英雄劫法场，李逵与李鬼同上梁山结束。1980年，我曾亲自请教过盛文先生，证实老

戏《沂州府》与今本《李逵探母》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看盛文戏最多的，还是在后两个阶段。一是"盛"字科大队人马离去之前，凡花脸应工

的各个角色，大都由盛文担任。如配叶盛章演《九龙杯》的黄三泰，《五人义》的颜佩韦

(这两个角色后来归宋富亭配演)，《巴骆和》的鲍自安(后来由袁世海接替)，《安天会》

的李天王，《铜网阵》的襄阳王(后来由裘盛戎接替)等。二是"盛"字科诸人出科后，我因

对这一批演员深有感情，一度追着李盛藻的班看遍东西南三城。而盛文长期搭李班，因此

同时也看了不少盛文的戏。最精彩的是《四进士》的顾读(侯、郝二老此戏我均未见过，

他如马连昆、刘连荣及后来的袁世海、周和桐，都不及盛文；裘盛戎曾演过此戏，亦不对

工)，《夜审潘洪·黑松林》的潘洪，还有《取洛阳》的马武。盛藻演全部《浔阳楼》，

我记得盛文演的不是刘唐，而是《李逵夺鱼》一折的李逵。在李盛藻班中，所有花脸戏大

都由盛文应工，只有《火牛阵》的伊立和《骂曹》的曹操，临时特烦盛戎加盟。及富连成

报散，叶氏昆仲邀请同科师兄弟演出过几场"合作戏"，我见过盛兰与盛文合作的《临江

会》，盛文扮关羽，与周瑜碰面时两人的表演都十分精彩，极为过瘾。更稍晚，裘盛戎初

试挑班，邀盛文合作，首场演全部《普天乐》，即《探阴山·铡判官》，盛文扮阎王。自

此之后，盛文便逐渐息影舞台，我看盛文的戏也就告一段落了。盛文的表演艺术有几个突

出特点。一是规矩有法度。富连成出身的花脸很多，在盛文之前有马连昆、苏连汉，以及

刘连荣，都有水平。但马连昆演戏有时松懈，甚至爱开搅，观众看他的戏得碰运气；苏连

汉天赋差，唱工不受听；刘连荣能唱，其他方面略嫌粗疏。而盛文演戏，从来一丝不苟，

处处有准谱，该卖力的地方绝对不马虎，同时又不抢戏做。他演《临江会》关羽，虽由花

脸应工却具红净工架，与盛兰合作，相得益彰，恰到好处。《四进士》的顾读，盛文全宗

侯派，重点戏为"三公堂"的前两场，与宋士杰舌剑唇枪，做到滴水不漏；而身段表情尤能

不温不火，我所见过的这个角色应以盛文为第一。《夜审潘洪·黑松林》的潘洪，有两处

与通常不同。一是《夜审》一场盛文不耐重唱，改二黄导板、原板、散板为吹牌子；二是

《黑松林》一场虽摘去相貂而不脱红蟒，当杨延昭念"结冤一百单三箭，报仇二百零六

枪"时，盛文穿蟒着厚底靴，先全身颤抖而后走"乌龙绞柱"，两腿具见功夫。髯口、袍襟

均一丝不乱，且面部有表情。平生所见上述诸戏，皆以盛文水平为最高。第二，盛文兼侯

派与钱派之长，如曹操戏纯宗侯派，而《祥梅寺》黄巢、《奇冤报》判官、《打棍出箱》

煞神则纯宗钱派；他如《取洛阳》马武、《五人义》颜佩韦、《恶虎村》濮天雕等，又兼

融钱、侯两派之长，却又给观众以完整印象，毫无生硬拼凑痕迹。不像后来标榜学侯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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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演全部《连环套》，于"拜山"出场时竟唱出裘盛戎自编的垛板，让观众听了感到不伦

不类。第三，盛文嗓未变音时，是连铜锤戏也唱的；后来专工架子花(兼演武花脸)，唱工

便非其所长。但有时演《空城计》司马懿，《铜网阵》襄阳王，该唱大段时也从不敷衍，

虽不能如裘盛戎那样出色，却以淳朴平正取胜，不给人以力竭声嘶的感觉。这说明盛文在

花脸行中无论唱念做打，均有功底。人们只知老先生有所谓"功夫嗓"，其实净行也有"功

夫嗓"，盛文就是明显例证。甚至连裘盛戎的嗓子，虽有天赋，亦恃后天功力。如果你从

50年代一直听裘盛戎，听到60年代，便知吾言不谬。这正是盛文与盛戎异曲而同工之处。 

     盛文后半生一直以教戏为主，解放前后，他都培养了大量京剧人才。我1986年与盛

文先生谈及给青少年初学者"说"戏的事，盛文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盛戎的《铫期》唱

红了，有他自己的演法。想学这出戏的青年人无疑都愿学裘派。可是在学校里，我给孩子

们开蒙，仍先按老路教他们唱传统的《草桥关》。等把头二本《草桥关》学会了，再教他

们琢磨盛戎的风格特点和唱腔特色，一点点往深处、细处加工，唱出来就是盛戎的全部

《铫期》了。"我认为盛文真不愧为一位资深的戏曲界老教育家。我本人也是教书匠出

身，一辈子以教书为业。记得自己做学生时，初中、高中的课程重复的很多。如史地、生

物、理化，初中时学一遍，高中时又学一遍。但第二遍就跟学第一遍时感受大不一样。如

果你上了大学文科，本国通史或世界通史可能还要再学一遍。这一遍学下来，跟中学小孩

子时代学历史课可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有一段时间，中小学教育主张避免重复，一门课

从小学到中学十几年中只学一遍。结果学生毕业后，学了等于未学，哪一门课程也没有掌

握得很牢固。这实际上与学戏同理。我是一名京剧业余爱好者，为了深入理解戏曲艺术丰

富的内涵，我从听戏、看戏一度也发展到投师问艺，向内外行专家学过戏。我学戏的过程

乃是从开蒙戏学起的。如《取帅印》、《凤鸣关》、《渭水河》、《天水关》以及若干里

子老生戏，是我最早学的第一批剧目。老师教的只是"大路活儿"，自己也没有考虑应该归

入哪一门哪一派。听了盛文先生一席话，我从他教戏过程中同样悟出，不论是读书还是学

戏，都应当循序渐进。而现在的青少年演员，戏会的不多却一上来就归了某派。由于基础

未打好，纵标榜为某派最多也只能学到一点皮毛，不但无法超越前人，甚至连自己的戏路

也受到限制，把自己的前进道路也给走狭窄了。因此我想，盛文先生已仙逝多年，他一生

演出的剧目和他在教学方面积累的无数经验，都应抓紧进行研究而予以继承，并尽快加以

总结。舍此而不为，仅在口头上侈谈什么"振兴"、"改革"、"创新"，结果只能每下愈况，

死而后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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