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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红琴：“梅花”香自苦寒来

侯红琴演出剧照侯红琴演出剧照

融入人生血脉的秦腔

说起自己的戏曲人生，侯红琴觉得自己是“幸
运”的，没有太多的曲折，没走太多的弯路，生长在
美丽的戏剧之乡周至，从小就被萦绕身边的戏曲
气氛所感染。在父亲的支持下，1984年她如愿考
上了周至戏校，一年后，考上西安市艺术学校，由
此开启了自己的秦腔生涯。

因为热爱，在校期间，侯红琴是最刻苦的那
个，却乐在其中，从不觉得是吃苦，侯红琴的唱腔
不仅继承了秦腔传统唱腔的风味，而且唱得轻松
流畅，自然优美，赋予了秦腔传统唱腔以时代感。
1987年，还在西安艺术学校上学的侯红琴首次亮
相陕西省戏曲春晚，一曲秦腔《三娘教子》唱罢，新
式的表演令三秦观众眼前一亮。

“一曲唱罢，似乎一夜间就成了十里八乡的名
人。”侯红琴感慨，自己的秦腔艺术之路上，每一步
都走得幸运而踏实，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肖玉玲
先生成了她“如何唱戏，如何做人”的职业航程引
路人，肖玉玲为侯红琴亲自教授了《苏三起解》《表

花》《探窑》等传统经典折子戏，“先生不仅教会
了我如何唱戏，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如何做

人。”
1991 年，侯红琴与西安市艺校 20 多

个成绩优异的同学一同被分配到了西安
三意社，刚进三意社，就排演了《法门寺》

《玉堂春》《三娘教子》《狸猫换太子》，以及
《少帝轶事》《曲江情》等戏，让大家在“实
战”中得到精进与锤炼。

1997 年，在时任团长樊允哲先生的
倡导下，三意社推出青春版《火焰驹》，

侯红琴在剧中饰演女主角黄桂英。
与生俱来的天赋，加上长久的学习

与积淀，让侯红琴的表演在“黄贵
英”身上完全爆发——她对人物
的塑造合乎规范、合乎章法，而

且感情到位，精神到位，演出了黄
桂英的内在气质和思想个性。举

手投足、撩衣拂袖，甚或摇头、掩面、
左顾右盼，都是那样地巧妙、自如、优

雅脱俗，令人恍觉黄桂英这个艺术形象
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以至于很多戏迷
见了侯红琴就说，“黄桂英来了！”

当年的青春版《火焰驹》排出后，不仅
常在西北各地公演，更作为陕西优秀剧目
进京献礼演出。也正是这部成为三意社

“看家戏”的作品，让侯红琴一举夺得了第
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这一年，侯红琴还不到29岁。
“我当然是幸运的，但是每份幸运的背

后都有艰苦的付出。”只有她自己知道，职
业生涯高光时刻的背后是在排练场的砖地
一跪就是半个小时、腿上绑着沙袋练习跑
圆场的时光，是把秦腔融入人生血脉的坚
持。

非常温和、十分亲切，嘴角弯弯，总是带着笑意
……初见侯红琴，就有一种熟悉的亲切感，她不动
声色地说着“梅花奖”、“三意社”和秦腔，从幼时考上
周至县戏校，再到西安艺术学校深造；由一名秦腔

“小白”，到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再到百年秦腔剧社
三意社掌门人……你很难想象，眼前的她已经在秦
腔艺术园地里默默耕耘了近四十个春秋，不仅是戏
曲演员，更是一名管理者，她把自己的艺术生命完全
融入了秦腔艺术的血脉。

燕赵都市报纵览新闻记者 杨佳薇
李春炜/文 王建/图

侯红琴，国家一级演员，曾
获中国戏剧第十七届“梅花奖”、
第三十届上海戏剧“白玉兰奖”、
中国第八届戏剧节“优秀表演
奖”等。现任西安三意社党支部
书记、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肖玉
玲大师秦腔非物质文化遗产流
派传承人。曾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陕西省首届“德艺双馨”文艺
工作者等荣誉。

感受“北方戏窝子”的热情

“这是我第一次到石家庄来。”4月30日，见到
侯红琴时，她刚赶到河北杂技团天缘剧场，化妆间
里，她正走着她最熟悉的流程，对于第一次来到石
家庄的舞台，她有些兴奋也有些遗憾，“兴奋的是
终于带着我们自己的剧目来了，遗憾的是，这次是
学生的专场，我可能不唱。”

侯红琴这次带着三意社的看家戏《火焰驹》参
加全国戏曲（北方片）会演暨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
演活动，不过作为折子戏专场——“青年戏曲人才
展演”，上场表演的是她的学生齐家乐，“她刚刚20
岁出头，很优秀，虽然我不上场唱，但是我也会上台
介绍一下剧目，能参加就觉得很荣幸了，对于他们
年轻人来说，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侯红琴把这次到石家庄演出看成一个难得的
机会，在她看来，被称为“北方戏窝子”的河北，是
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
部中国戏曲史，一直很想来。“传统历史文化艺术，
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魂，现在很多时候我
们只能去县里、村里演出，能来到‘北方戏
窝子’演出，真的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希
望更多人能看见。”侯红琴说，这次会演也
为戏曲院团特别是基层院团提供
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也是演
职员实现自我价值的体现。

“河北的戏迷真的不
少。”侯红琴走进天缘剧
场 时 ，听 见 观 众 的 议
论：“今晚有秦腔，是我
最喜欢的。”跟着秦腔
长大的侯红琴，没有想
到，在石家庄还能有这么
多喜欢秦腔的观众，而且还
不止一两个，“我在石家庄还有
个老朋友呢，他一直听我的戏，我
们联系已经有好多年了，这次才知
道他就是石家庄人。”

这样的感受，侯红琴在演出时
经常会有，今年春节期间，侯红琴领
着西安三意社百余位演职人员不
辞辛苦，辗转陕西西安、宝鸡、富平
等多地，43天92场轮番演出，送
去一场场秦腔“盛宴”。“天气很
冷，我们在台上冻得发抖，可是
我看见台下盖着棉被坚持看戏
的观众，我心里是暖暖的。”

石家庄演出当晚，这位石
家庄“铁杆粉丝”也来到了现
场，20 多岁的小伙子对戏曲
的热爱，让侯红琴特别开心，

“我一定会再来河北的，这里
的戏曲氛围很好。”

说走就走的
演出行囊

2005年，秦腔名角侯红琴成为百
年秦腔剧社三意社党支部书记兼总
经理，这一年她刚30多岁。

“其实是有过犹豫的，我是一个
不大爱操心的人，从小到大，就是唱
戏，可以说不闻窗外事。”侯红琴说，
可是，她心里也深深明白：从学校毕
业到今天，她的成绩都是秦腔给的，

“我要把多年的积累用在秦腔事业的
发扬光大上，而这只做演员是远远不
够的。”

陕西是文化资源大省，但随着社
会多元化发展，陕西地方戏曲却面临
着后继乏人的窘境。“我希望尽己所
能推动秦腔这门古老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更具时代性，并将这一古老艺术
一代代传承下去。”

这些年来，侯红琴的办公室有两
件必备物件，一张钢丝床，另一件是
行李箱，里面备有春夏秋冬的衣物，
是她随时说走就走的演出行囊。“我
的生活就是在外面演出，我的朋友笑
言，我女儿知道的妈妈的味道，可能
就是方便面的味道。”

愧疚是有的，但一边是戏迷如火
般的热情，一边是秦腔后继乏人的尴
尬局面，侯红琴想追赶的是时间，“一
方面我希望更多出去演出，让更多人
看到我们，另一方面我希望能将舞台
让给有才华的年轻人。这次来石家
庄参加会演，也是希望带带学生。”看
着齐家乐在台上的表演，侯红琴满是
感慨：时代变了，能坚守的戏曲演员，
真的是一种热爱，“戏曲演员非常艰
苦，他们从十一二岁就踏上这个事业
的道路，为此他们放弃了很多，把最
宝贵的年华投入科班学习，可是时代
的变化，让他们受到的关注越来越
少。”

“这些年，三意社排的很多新戏
大戏，也是年轻人挑大梁，有时候，我
还会在台下当‘绿叶’给他们伴唱。

《火焰驹》这个剧目是我的剧目，也是
家乐的剧目，”侯红琴说，今年三意社
准备与陕西师范大学联合创建戏剧
研习班，为秦腔舞台培养更多的德才
兼备年轻人才，育新人、兴文化、凝合
力，把秦腔艺术品牌越擦越亮。“传统
民族文化艺术，是我们的根我们的
魂，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秦腔演艺人才
的培养，给人才提供学习平台，提高
他们的待遇，促进传统民族文化发扬
光大。”

人物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