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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京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其表演艺术体系的丰富和完善程度是举世瞩目的，它不但是我国的国粹
，而且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京剧之所以具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与20世纪涌现出的一批艺术大师的舞台成就和艺术创造是分
不开的。
自徽班进京以来，京剧融通了综合性、写意性、知识性和观赏性等艺术特征，在民族戏曲中，以一枝
独秀之势得以蓬勃发展，迅速跃居国剧的地位。
这其中除了京剧艺术本身完美和高度符合我国国情外，更重要的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艺
术家们卓越的艺术创造，把我国民族戏曲表演艺术推上了巅峰状态，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
的艺术资源和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它非常值得我们精心保护、认真挖掘和全力弘扬。
由于各种原因，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特别是京剧理论研究和文史资料整理显得尤其薄弱。
我们这次系统编写出版这套艺术家系列丛书，就是为了希望与所有关心京剧事业的圈内外人士一起做
好这项有价值的工作，共同为继承好京昆艺术遗产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在以往的研究和史料收集中，常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像梅兰芳、谭鑫培、杨小楼等大师级人物身上
。
当然，这些大师们的艺术成就确实是取之不尽的文化宝库，但他们的艺术传承能得以世代流传除了自
身巨大影响外，还得益于一批承前启后的艺术家们不断地发扬光大。
这样一个层面上的艺术家对京剧事业的贡献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估价，以致造成京剧流派的继承出现
不连续或是局部失真现象，对京剧艺术的发展有碍。
我们这次编写的传记主要突出这批艺术家们，尽可能地挖掘他们的艺术成果和对京剧事业的贡献，力
求全方位地记录以往的京剧史料，使艺术资料更加细致、翔实且有立体感。
本书的传主张美娟就是这批艺术家中的代表。
    张美娟老师是我校的一名优秀教师，也是贡献卓著的教育家，她真正可称是“桃李满天下”，在20
世纪50-90年代培养出一系列有成就的武旦演员，堪称女武旦中“教母”级的名师。
她还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是新中国女武旦的开创者，她的艺术素养和创新境界都是后辈们学之
不尽的，现今舞台上流传的主要武旦剧目相当数量是沿用她的演出版本。
她的艺德、师德更是有口皆碑，凡是接触过张老师的人们都非常怀念她。
这样德艺双馨的名家就是我们戏曲学校的宝贵财富。
    上海市戏曲学校成立近60年来，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因为有一批像张美娟老师这样出色又敬
业的优秀教师。
这些教师有些至今还是默默无闻。
我们必须无遗漏地分批出版这类传记，认真地整理他们的艺术成果和优秀事迹，用好这些有价值的资
源来启示教育后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旦奇葩>>

内容概要

　　《武旦奇葩(张美娟)》内容简介：张美娟，京剧舞台上的武旦第一人。
出身贫寒的她，凭着过人的天赋和超越常人的勤学苦练，在武旦艺术发展上承前启后，最终誉满海内
外、桃李满天下。
但她的一生并不平坦，童年时的练功，青年时的学戏；学习文化的困苦，创排新戏的艰难；高处不胜
寒的忐忑，矮檐受委屈的煎熬；蜡炬成灰时的心力交瘁，春蚕到死前的病体折磨，无不体现着她铮铮
不屈的硬汉性格和坚韧顽强的可贵品质。
本书作者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以平实的笔调展现了张美娟非同寻常的一生，并在武旦艺术乃至
整个京剧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她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做了公允的介绍评析。

《武旦奇葩(张美娟)》还收选录了张美娟发表的文章及部分怀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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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忻鼎亮，1945年生，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深京剧研究者。
看戏已有60年历史，与许多名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对京剧历史和发展有独到的见解，也参与一些京
剧研究工作。
曾任《京剧文化词典》的常务编委，主持流派、演员、剧目等栏目的编写；并曾任《京剧小辞典》执
行编委及霸州李少春纪念馆和戏曲大观园筹建文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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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29年3月14日，张美娟出生在河北保定一个穷苦人家，原名王兴贞，父母都是底层的贫苦农民。
自幼因为家境贫寒，为生活所迫，5岁就被卖到尼姑庵，后几经转卖，最终卖给京剧艺人张德武为养
女，这样，她从小就进入了学艺演戏生涯。
张德武是京剧名家张云溪的叔叔，前辈武生张德俊之弟，擅长武净。
张德俊、张德武兄弟原籍河北香河，自幼随父学艺。
弟兄们后南下搭班演出，在江南一带演《白水滩》、《伐子都》等火爆武戏，因其武功超群，表演卖
力，很受南方观众欢迎。
张德俊逐渐走红，遂成为江南名武生，曾与盖叫天齐名。
张德武开始一直为其兄打下把，有一次演出《铁公鸡》时，不慎头部受了重伤，从此开始了教戏生涯
，由于他武功基础相当扎实，且有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独特的训练方法，遂成了出色的武功训练教师，
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张德武收养了张美娟后，便以十分严厉的训练方法，督促其与兄张云鸿一起学艺练功。
他完全按照旧时艺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对张美娟进行了从难、从严的幼
功训练，从拿顶、下腰、跑圆场开始，直到跟斗、把子、出手、跷功，每项功课都以加量、加强度的
方式反复苦练，不允许有任何懈怠，甚至还经常用打骂、体罚等粗暴方式监督练功。
幼小的张美娟在养父的严格调教下，一方面几乎天天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汗水、泪水日夜相
伴，但她依然咬牙坚持。
回忆起幼时痛苦的练功生活，张美娟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打骂不知多少，到家又无温暖，无处
诉说。
所以常常难过，背地哭泣，心灵深处始终未感到生活的乐趣。
天长日久，把我闹得很呆板了，也失去了少年的活泼和笑容⋯⋯只有唱好戏能挣钱的思想。
”这份自传是张美娟20世纪50年代进华东试验京剧团时写的，当时她没有文化，错字、病句难免，但
内心的情感表达得很真挚、准确。
但在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魔鬼式训练方式，不但使她练就了十分扎实的艺术基本功，而且养成了极其
顽强的意志品质，对逆境和困难有极强的承受能力，对艺术则有着不断向上的进取心。
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忍受着身体的痛苦，长时间地踩着跷，还要赤
着脚在水泥地上跑圆场、翻跟斗，这些苦都压在不足10岁的女孩子身上。
也正是经历了这样的艰辛，才造就了一位大名家的品质素养和艺术素养。
另外，张德武的训练绝不是一味的严格、粗暴，也有着一定合理的成分。
据德武的外孙女明珠(小张美娟)回忆：“外公的训练是很强调诱导和启发，而且不是单为练功而练，
是带着戏，带着情感练，要求手到、眼到、身到。
”张德武以自己长期的舞台实践，领悟了神形相随这一戏曲表演的真谛，并把这一理念在启蒙阶段就
注入教学中，使张美娟从小就养成了“带戏上台”的极好习惯。
另外，因他自己是长期打下把，手上的出手感觉和脚下的步法都非常好，具备了优秀武功教师的基本
素质，这也是张美娟基础扎实的重要因素。
再有，他是出身底层的武戏演员，深知受伤对演员将带来的严重后果。
所以，他训练腰、腿功总能把握好分寸，恰好调节到受伤的临界点附近，既保持了最高效率的武功训
练，又能避免伤病。
这些不是一般的武功教师都能做到的，所以才能训练出像张美娟这样名震国内外的大武旦。
另外，张美娟的堂兄大武生张云溪，还有齐淑芳、小张美娟等都是在张德武处接受基础训练的，以至
于后来，童芷苓等名家的后代也要求在他那里打武功基础，足以证明张德武的训练方法有效。
还值得说一说的是，张美娟之兄张云鸿，据说也是张德武领养，从小受到同样严格的训练。
后来，张云鸿也曾是一位武功卓绝、气度非凡的大武生。
据看过他戏的前辈演员说，张云鸿当年台上的光彩与其堂兄、武生大名家张云溪在伯仲之间。
这更证明了张德武训练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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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后来，因父子不和，他独自去江西上饶京剧团搭班，且不思上进，荒废技艺，终沦落为普通演员
。
    张美娟到了8岁，开始学习整出的戏了，开蒙老师是随章遏云搭班南下的陶玉芝。
她先学会了《铁弓缘·开茶馆》一折，以后又陆续学了《扈家庄》、《金山寺》、《杨排风》、《梁
红玉》等武旦、刀马旦戏。
与此同时，她常随养父到后台看戏、学戏。
由于她从小好学、有礼貌，许多叔叔、伯伯都很喜欢这懂事的孩子，愿意教她演戏以及舞台上各种技
艺和技巧。
这样，她从小就广泛吸取各种艺术营养，公开和私下断断续续学了《鸿鸾禧》、《花田错》、《六月
雪》、《泗州城》、《青石山》、“取金陵*等许多旦角戏。
苦难的童年使张美娟产生这样一个极强愿望：一定要学好戏、唱好戏！
她就这样心无旁骜地拼命练、刻苦学，经过三年多时间，她已是能演十来出折子戏的小童星了。
童年的辛苦没有白受，张美娟以后的艺术发展许多地方正是得益于幼年打下的扎实基础。
    有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关注：作为一代女武旦创始人，张美娟居然没有拜过像样的老师。
表面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她的一身本事都是通过自学得来的吗？
其实，这一现象在京剧界并不是完全偶然的，特别是在南方，一代宗师周信芳、盖叫天都没有明确的
师承。
对于出身底层的贫苦艺人，衣食都无足够的保证，所以基本没有拜名师这样的条件，要在舞台上翻身
只有靠自己点滴积累和艰苦奋斗了，要想成为名家必须比他人多付出成倍的努力。
这类例子虽不多见，但在京剧舞台上也确有这样从逆境中终露头角的奇才。
旦角名家赵燕侠、关肃霜都有类似的经历，她们同样出身贫苦，后来的一身绝技主要靠从小在戏班中
摸爬滚打，点点滴滴汇集而成。
赵燕侠后来拜苟慧生为师，实际已是她成名后的事了。
其实，过去的戏班乃藏龙卧虎之地，不少底包身怀绝技，可能因为倒仓、受伤、不良嗜好或家庭拖累
等种种原因，沦为底包。
他们可能有过辉煌，不少剧目得到过名家真传，但可惜已失去发挥的机会。
当他们遇到好学、懂事的童星，常常倾囊相授。
张美娟正是多次抓住了这类的机会，用最少的经济付出，得到了最大的艺术收获。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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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一名京剧圈外人士，从小爱好京剧，看戏已有60年的历史。
白20世纪80年代后，有幸与范钧宏、徐希博等前辈京剧研究名家相识，经徐老师推荐，参加《京剧文
化词典》的编撰工作，任常务编委，主持流派、演员、剧目等栏目编写。
从此。
便开始参与一些京剧研究工作，当然，也仅是“玩票”而已。
退休后，摆脱了繁忙的主业，开始有充裕的时间享受自己的爱好。
2006年，经好友魏子晨先生的推荐，被霸州市政府聘为文化顾问，参与筹建李少春纪念馆工作。
期间，在一次采访中，认识了前上海戏校副校长齐英才老师，并谈及了张美娟老师的许多往事。
我从小就是张老师的崇拜者，非常爱看她的戏，虽然无缘与张老师结识，没有任何近距离接触，但对
她的舞台演出却相当熟悉，甚至能回忆起她当年的一招一式。
齐老师也感到惊讶，便和我谈起，他毕生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替张老师出一本传记，我当即表示愿意
做这件事。
于是，我们开始了这项合作，齐老师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许多珍贵的照片，并安排我采访齐淑芳
、史敏、明珠等有关人士。
在2007年年底，我开始动笔，经一年多的笔耕，在张老师八十岁冥寿时，我完成了书稿。
至于怎样用这稿子，就由齐老师决定了。
    正巧，上海戏校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一批艺术家传记，第二批的名单中就有张美娟老师，于是
，齐老师就把我的书稿通过戏校交给出版社预审。
编辑阅后认为，书稿不符合传记格式，篇幅也不够，希望我做比较大的改动。
其实，我以前与齐老师曾有约定，写张老师只写她的艺术，不涉及其他，这样最能避免出现一些意料
不到的麻烦，所以，与其说是传记，事实上更像一个长篇的艺术评论。
但我就愿意这样写，因为我做此事纯为爱好，毫无功利目的，现在要我重起炉灶，有约束地大范围改
动，我踌躇了。
首先，作为写了一辈子科研论文的我，职业的行文风格早已养成，真实、清楚、准确是我用笔的主要
特征，华丽、有趣、发挥想象力、提高可读性等方面均非我所长，而且，我还特别不喜欢编造一些凭
想象的场景来取悦读者，甚至往往会因此引起些文字纠纷。
另外，更使我犯难的是：张美娟老师在“文革”期间有一段曲折的经历，落笔时极难把握。
“文化大革命”从整体来说，确实是一场浩劫，但要具体谈及其中的人和事，实际上相当复杂。
如果要全方位地写张美娟的一生，回避这段历史，传记的真实性将大打折扣；如果用“官样文章”的
腔调来写拾人牙慧的评述，我的良心不允许。
再说，自己年迈体衰，精力也不济，已不适宜接受那种限期完稿的任务。
于是，我向戏校和编辑部正式提出要求更换作者。
但他们都表示希望我能有始有终，特别是齐英才老师，更不愿意就此中断我们之间真诚的合作“协定
”。
当然，我内心也很不甘心这样半途而废，这毕竟是我终身爱好的重要结晶品，权衡再三，我终于重新
开始了新的创作。
    实际困难比预期的还要多，为了全面深入了解张美娟老师，我重新作了第二轮的广泛采访。
在齐英才老师、王家熙老师、王诗昌老师等热情的帮助下，我与近20位有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
括张美娟的老同学孙正琦、孙正阳、汪正华；她“五七京训班”的同事沈利群、唐晋发、汤志兴、李
志良、田恩荣、霍鑫涛；她各个时期的学生明珠、田毓珠、齐淑芳、戴蓓蓓、潘瑛、史敏，以及她的
干女儿杨晓英和姐姐张秋萍等。
他们都给了我许多帮助，使我能尽可能从多角度了解张美娟老师，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另外，我还搜集了能找到的所有有关张美娟的书面资料(部分资料收入本书附录)，认真仔细地阅读、
比对，经半年多辛苦，终于完成了书稿。
自己觉得在力求真实这方面，我是始终坚持的；在尽量客观、公正上，我也是非常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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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真正对得起我始终崇敬的张老师，对得起热情给我提供大量资料的朋友们。
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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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忻鼎亮编著的《武旦奇葩(张美娟)》是“菊坛名家丛书”之一。
传主张美娟被誉为“中国第一女武旦”。
11岁考入上海戏剧学校正字班， 后与梅兰芳、周信芳、李少春、言慧珠等同台演出。
1952年参加华东京剧实验剧团， 1970年担任五七京剧训练班负责人，“文革”后在上海戏曲学校任教
。
她不仅在表演艺术尤其是武旦上取得别人难以企望及的成就，还培养了大量学生，是典型的德艺双馨
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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