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院08级汉语言文学大专班开
学典礼隆重举行

2008-
3-28

※  我院举办第十五期学术大课堂
2008-
3-21

※  我院优秀中青年演员个人专场
演出月隆重开幕

2008-
3-20

※  青春版《杨门女将》贺新春演
出月举行闭幕演出

2008-
3-18

※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胡悦到我
院视察调研

2008-
3-12

※  我院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
“2007年度精神文明精神先进单
位”

2008-
3-12

※  我院《迟开的玫瑰》、《杨门
女将》将参加08年北京奥运文艺演
出

2008-
3-3

※  人算不如天算 

※  乌龙戏 

※  田汉游乾陵 

※  王震与秦腔 

※  闫振俗开口成章 

※  彭德怀与秦腔 

※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  “风、云、雷、雨四大金刚”的由来 

※  “就叫首长” 

※  一枪打俩 

金世纪影音互动平台 

是一款集合戏曲网站 

搜索、戏曲在线视听 

、在线视频为一体的 

多媒体软件。软件完 

全免费是众多戏迷朋 

友的首项产品.

           院团概述 > 戏曲新闻

 

著名“曲剧皇后”张新芳辞世 享年79岁(组图) 

发布日期：[2006-8-12]    共阅[285]次 

  

  ８月１日下午４点０６分，著名“曲剧皇后”张新芳停止了心跳和呼吸，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张新芳7岁学艺，8岁登台，9岁走红。在她70多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中，以精湛的表演，优美动听的唱腔，丰富的艺术经验，
演出了《陈三两》、《秦香莲》、《荆钗记》、《祥林嫂》等诸多家喻户晓的优秀剧目，塑造了陈三两、秦香莲、钱玉莲、祥
林 
嫂等感人至深的舞台艺术形象。她的演唱吐字清晰、刚健明亮、醇厚朴实，表演大方自如，情真意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曲剧
张派艺术，她创造性地丰富了曲剧的表演手段，增强了曲剧的艺术表现力，拓展了曲剧的表现领域，以卓越的艺术实践为推动
河南曲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七岁学艺八岁登台 

 



 

  张新芳1927年生于南阳邓县(今邓州市)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由于生活所迫，为了能够有口饭吃，她从7岁开始就走上了她
热爱并为之努力奋斗了一生的艺术之路。当时，邓县一带非常流行唱大调曲子。她既有唱戏的天分，又学得认真刻苦，学会了
很多大调曲子。她在8岁时开始登台演出，很受观众欢迎，不断被邓州及湖北襄樊一带邀请去演戏，9岁时就被人们称为“九岁
红”，“九岁红，喊一腔，一下迷了八道岗”的口谚广为流传。当时，所有曲子戏演员都是男的，很多男演员都会唱旦角戏。
张新芳的出现打破了曲子戏男扮女装的传统，她也因此成为河南曲剧史上第一位登台演出的女演员。 

  曲剧皇后声震剧坛   

  上世纪40年代，曲子戏快速发展，逐渐成为深受人们欢迎的一个大剧种，张新芳已经成了知名度很高的曲子戏演员。 

  新中国成立后，曲子戏获得了艺术上的解放，拥有了正式的剧种名字——河南曲剧。沐浴在春风中的张新芳也赢得了艺术
上的解放，演出剧目不断更新，《白玉簪》、《陈三两》……擅演剧目有几十出。 

  1956年和1959年，河南省举行了第一、第二届戏曲会演，张新芳演出的河南曲剧《陈三两》、《钱塘县》都获得演员一等
奖。著名剧作家田汉1959年看了张新芳演出的《陈三两》后说：“演得太好了，你感动了我！想不到曲剧这么美，这么富有表
达力，叫人忘不了！” 

  张新芳生长在南阳邓州这个肥田沃土的曲子窝里，可以说她周身都充满了南阳大调曲子音乐细胞，学会的曲牌百余个，演
唱起来千变万化、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她在开封曲剧团时，大量吸收了开封鼓子曲的曲牌与演唱技巧，并与南阳大调曲的牌
子、演唱技巧相糅合，充分展现在《陈三两》一剧的唱腔中，使该剧在50年代很受欢迎，1959年，张新芳主演的《陈三两》一
剧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河南曲剧名扬四海。在多年的演出实践中，张新芳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
格，唱腔高亢，豪放有力，委婉细腻，韵味深厚，成为人们公认的“曲剧皇后”。 

  张新芳的演唱风格 

  极其独特，她以纯正大方、朴实无华著称，无论是咬字、行腔、韵味、节律、断连等，哪一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她的嗓子条件非常好，音量大、音域宽、音质纯、音色美，既能唱又善唱，悲剧是强项，她在演唱陈三两及祥林嫂等悲剧人物
时总是那么得心应手。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新芳一度被剥夺了演戏的权利，但她对曲剧艺术的热爱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终于，郑州市曲剧团排演
的现代戏《山鹰》把和曲剧“隔离”了三年多之后的张新芳拉回了曲剧的怀抱，她在剧中饰演了“闪大妈”一角。这是个不同
于她的专业——花旦、青衣的老旦角色，是个和她的“曲剧皇后”桂冠不相称的二号人物，可她不管这些，她全身心地投入到
了对新的艺术人物的创作中，仔细琢磨人物，认真分析剧本，千百遍地练习。纯正的曲剧韵味，地道的张派唱腔，正在忍受艺
术饥渴的观众盼来了美食甘露，《山鹰》成了动乱中一道奇异的艺术之光。 

  带徒传艺不辞辛劳  

  张新芳在坚持演出的同时，把培养接班人当做自己最大的事，把带徒传艺当做自己毕生的职责。她对弟子的要求，严厉得
近乎苛刻。她的家就是练功场地，学生随时来随时教。她为曲剧艺术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很多是现在河南曲剧舞台上的
佼佼者——省曲剧团的方素珍、刘青、张爱琴、尚小双，郑州市曲剧团的郭秋芳，洛阳市曲剧团的刘爱云，平顶山市曲剧团的
魏贵荣……在今年的首届河南曲剧节上，方素珍和刘青都跻身河南曲剧十大名旦之列。张新芳说，能培养出这样优秀的曲剧表
演人才，是她这辈子感到最骄傲的事。她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但她却始终盼望曲剧艺术能够长盛不衰。 

  人到老年脚步不息   

  张新芳当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剧协理事，省剧协副主席，省曲剧研究委员会会长，省曲剧团团长、
名誉团长，南阳戏曲学校名誉校长。她说过这样的话：“人大代表不当则已，要当就当个名副其实，就得为人民办事，替人民
说话。作为一个曲剧演员，就得为曲剧当好代表，管好家，负好责。”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在她从河南省曲剧
团退休以后，为曲剧艺术奔走呼号的步伐也丝毫没有停止。曲剧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曲剧唱腔与表演艺术电视大奖赛的举办，
都离不开她的辛劳。她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公益演出，和戏迷朋友打成一片，不惜言传身教。在一些剧团的高薪聘请面前，她
从未为之所动。张新芳说得好：“我不能因为自己挣大钱而垮了河南曲剧。” 

  2000年5月，73岁的张新芳在一次体检时被查出患有肝癌。面对病魔，张新芳一边积极治疗，一边仍没离开她心爱的舞台，
只要时间和身体条件允许，她仍然活跃在舞台上。张新芳对心疼她的家人和弟子们说：“我都这把年纪了，对死亡已经没多少
畏惧了。对我来说，重要的事就是我要一直演下去。” 

  在今年5月举行的首届河南曲剧艺术节上，张新芳被授予河南曲剧艺术家终身荣誉奖殊荣，在艺术节闭幕式上，张新芳为观
众献上了《陈三两》、《秦香莲》中的经典唱段。面对千名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张新芳动情地说：“我今年79岁了，但只要
还有一点力量，我就要演下去，献给我的戏迷们。”没想到，这竟然成了她永远的绝唱。记者陈向阳 张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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