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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2年7月21日下午，我刚从俄罗斯、北欧旅游归来的第三天，便应胡明明先生之约请，赶赴京南宣武
大观园讨论《中国昆曲(北方)史稿》的编纂事宜，不想遇到北京历史上有完整气象资料的61年来未曾
遇到过的滂沱豪雨，京城一片汪洋。
潇潇雨声中，我们谈天说地，论戏评艺，很快说到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铁板铜琶大江东—
—侯少奎传》写序一事。
胡明明诚恳地一再约我为这本书作个短序，特写下几句感言。
    遥想当年，钟嗣成和夏庭芝为沉抑下层的书会才人和身处卑贱的艺人树碑立传，把他(她)们提升到
可与“圣贤之君臣”并列的崇高位置，并对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戏曲给予了热情而充分的肯定，堪称
空谷足音，功莫大焉。
而今，在昆曲亟须挖掘、抢救、传承、创新的关键时刻，为北方昆曲的“品牌”和领军人物——大武
生侯少奎先生作传，可谓恰逢其时，意义匪浅。
    时代、地域、环境是影响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流播北京的昆曲，早在明万历年间，就采取昆、弋(高腔)合演的形式，谓之“昆弋大戏”。
到了清初，昆、弋(高腔)合演的戏班、剧目大量出现，演出盛况空前。
由于受到弋腔的沁润，加上北方语音、风俗的影响，北方的昆曲呈现出与南方昆曲不同的韵味和风貌
。
伴随着“安庆”、“荣庆”的兴衰起伏，先后涌现出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侯玉山、马祥麟等一
批有想法、有绝活、有特色的昆弋艺术家，成为北方昆曲的“老字号”品牌。
    其中，特色鲜明、未曾中断、后继有人的流派首推侯派艺术。
燕赵悲歌慷慨之风奠定了侯派艺术气势磅礴、醇厚苍劲、高亢激越、豪放雄健的独特风格，英雄情结
成为侯派艺术的精神和灵魂，伟人的赞许与推荐使侯派艺术如虎添翼。
侯少奎以其良好的天赋条件、深厚的家学渊源，加上个人毕生的探索和拼搏，在北昆大武生行当中独
步当代，蜚声昆坛。
尤其是他在舞台上男儿宝剑的悲壮情怀(《夜奔》)、偃月单刀的轩昂气宇(《单刀会》)、风云蟠龙的
风情韵致(《千里送京娘》)，令人倾倒。
    戏谚云“状元三年一个，十三旦[。
]盖世无双”，戏曲表演人才十分难得。
君不见眼下大师满天飞，国宝遍地跑，但昆曲界可只有一个大武生侯少奎啊！
 2011年12月2日，在“百年风华——昆曲大师侯永奎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演出”大会上，72岁的侯少
奎先生粉墨披挂，登台献演“双出”：开场一出京剧《四平山》，蹲底一出昆曲《单刀会》，昆乱不
挡，雄风仍在，作为精彩的瞬间定格于昆曲史册。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如何继承?新篇如何谱写?培养造就昆曲事业接班人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
北方昆曲的当务之急是：在对已经过世的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侯玉山、马祥麟等艺术道路和艺
术成就进行深度挖掘、整理、研究的同时，尤其要趁侯少奎先生健在之时，更加深入细致地梳理他的
艺术道路，全方位地总结他的舞台经验，多培养几个优秀的大武生，以弘扬侯派艺术，彰显北昆特色
。
    回首来路，北方昆曲历尽沧桑，曾有过辉煌的黄金时期，也有过多次的危机与衰落。
特别是在战乱年代，数度陷于消亡的边缘。
北方昆曲之所以能度过种种危难，一直流传于今，主要依靠艺术家的艰苦努力，代代传承。
人才是决定北方昆曲艺术命运的根本，只要拥有一批优秀的演员，培养越来越多的热心观众，北方昆
曲的繁荣定会梦想成真!         周传家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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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侯少奎，1939年生，国家一级演员，昆曲表演艺术家侯永奎长子。
1957年进入北方昆曲剧院工作，工武生兼红净和武生勾脸戏。
侯少奎是北方昆曲史上具有四代同门嫡宗流派传承关系的传承人，其剧目、表演、身段、唱腔、锣鼓
、服装、脸谱等在近一百年的传承关系中形成了一整套具有系统性、规范性和完整性的侯派昆曲武生
艺术风格。
其经典代表剧目有《林冲夜奔》、《单刀会》、《千里送京娘》等，以及京剧经典传统戏《挑滑车》
、《四平山》、《艳阳楼》等。
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文化部授予的第一批国家级昆曲传承人。
本书分家世、从艺、家庭、传承四个篇章，讲述侯少奎学艺、从艺的经过，对其流派传承和艺术表演
有深入阐述。
从中也可见建国后，北方昆曲的发展演变。
书后并附侯少奎年表、源流谱系、研究资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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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明明 
任职于北方昆曲剧院。
出版有传记《走进牡丹亭一一蔡瑶铣昆曲五十年》、《大武生一一侯少奎昆曲五十年》等；戏剧作品
有“大都版’昆曲《西厢记》、昆曲现代戏《陶然情》、豫剧《赵匡胤》、“摘锦版”《西厢记》等
；发表学术论著有《“北西厢”杂剧昆唱之浅论》、《论当代昆曲创作的“窠臼”与“脱窠臼”》、
《当代意识下当代昆曲创作的当下思考》等；在各类报刊上发表随笔、散文、杂谈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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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 序(谢柏梁)
序(周传家) 
第一章 家世篇
　一、河北“玉田侯”
　二、“荣庆社”合股人
　三、“小马”侯永奎
　四、荣庆社“分箱”
　五、拜师尚和玉
　六、“小驹”侯少奎
　七、无量人人胡同20号
第二章 从艺篇
 一、鲜鱼口崇贞观18号
 二、大器晚成
 三、“一出《夜奔&gt;救活了我
 四、给裴艳玲说《夜奔》
 五、练功
 六、学演侯派武生戏
 七、传奇的《千里送京娘》
 八、学唱“样板戏”《红灯记》
 九、“不让唱戏，我坚决不干”
 十、为毛泽东录诗词和传统戏
 十一、出演“样板戏”《节振国》
 十二、北昆复院后
 十三、第一次“触电” 
 十四、老马自奋蹄
第三章 家庭篇
 一、一巴掌“打”出来的“爱情” 
 二、恋爱进行曲
 三、结婚
 四、善良的燕菊
 五、“燕菊，咱们来世还唱昆曲
 六、侯家俩女儿
第四章 传承篇
 一、“丈夫有泪不轻弹”一一《林冲夜奔》
 二、“大江东去浪千叠”一一《单刀会》 
 三、“大丈夫满腔热血与世共忧”一一《千里送京娘》 
附录一 侯少奎大事年表
附录二 侯少奎源流谱系
附录三 侯少奎研究资料索引
附录四 “昆曲”还是“昆剧”一一在“2011·北京昆曲论坛”上的发言(侯少奎) 
附录五 晚辈眼中的侯少奎
 我们爱父亲(侯爽晖 侯晓牧) 
 师恩如山(杨 帆)
 大匡胤，小京娘，百年昆韵情谊长(周好璐) 
 舞台下的少奎老师(张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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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胡明明)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铁板铜琶大江东>>

章节摘录

五、拜师尚和玉    在京(北京)、津(天津)、冀(河北)漂泊了多年之后，1936年，侯永奎在天津正式定居
。
    侯永奎这时开始接触京剧，用京剧的底包演《夜奔》、《探庄》、《蜈蚣岭》等戏。
就这样，演出逐渐多了起来，先后把一些身强力壮的老演员如陶显庭、侯益隆、郝振基等都接了来，
带着他们演出。
    侯永奎还经常到北京去演出，当时北京的戏园子有华乐、吉祥、开明、哈尔飞等。
侯永奎在哈尔飞演《快活林》，杨小楼去看戏，戏演完后，刘宗洋(杨小楼甥)陪杨小楼到后台，见到
侯永奎非常高兴。
杨小楼说他演得好，嗓子个头扮相好。
    一天侯永奎贴出《蜈蚣岭》，尚和玉去看了。
尚先生同杨小楼先生同出于俞菊笙老先生的门下，年纪略长。
他继承了俞派艺术的精髓，武戏根基尤其好，是杨小楼的师哥，很爱才，人称“尚老将”、“玉和尚
”。
尚和玉在寻找自己的接班人，看见好样儿的就收。
他一看侯永奎的个儿、扮相、嗓子，觉得真好，就约侯永奎到开明戏院去看自己的《长坂坡》，尚先
生饰赵云，大轴。
尚先生和杨先生不一样，杨小楼扮相漂亮，尚先生却对扮相不讲究，扮俊脸，勾脸也就是水粉脸，就
是用白的扑扑抹抹。
杨先生和尚先生的戏侯永奎都看过，刚开始侯永奎看尚先生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铁板铜琶大江东>>

后记

我是昆曲武生名家侯少奎先生的拥趸，崇拜他在舞台上塑造的各类英雄形象：《林冲夜奔》中的“豹
子头”林冲；《千里送京娘》里有着“壮志雄心复汉唐”胸怀的赵匡胤；更有《单刀会》中器宇轩昂
、单刀赴会的“美髯公”关云长。
    戏曲古来有彰显英雄气的情结，北方昆曲更承袭了“燕赵”尚武传统。
侯少奎先生秉承其父亲侯永奎先生衣钵，有着天然扮演“英雄”的魁梧身材和高亮嗓音，天赋、家传
、扮相、嗓音皆好，祖师爷赏饭，天助侯少奎，使之在北昆大武生这个行当演“英雄豪杰”独步当代
，蜚声昆坛。
    2011年12月2日，北京岁末寒冬，细雪飘洒，梅兰芳大剧院人声鼎沸，满坑满谷，72岁的侯少奎先生
粉墨披挂，登台献演“双出”，开场一出京剧《四平山》，蹲底一出昆曲《单刀会》，昆乱不挡，雄
风依旧。
更令人难忘演出结束时侯少奎和裴艳玲两位当今侯派武生艺术顶级传承人相拥相抱，并与昆曲名家蔡
正仁、计镇华以及众多参演的青年演员们一起向观众谢幕的场景，全场掌声雷动，卒章显志，完美诠
释了“百年风华——纪念昆曲大师侯永奎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演出”之“传承不朽”的主题。
    在演出结束的专题研讨会上，曾问艺侯永奎先生的裴艳玲先生动情言道：“主席当年让我向侯永奎
先生问艺，从皮黄《夜奔》改学昆腔《夜奔》，回头看，我幸运这道走对了，就是这一出昆《夜奔》
让我一举成名成家。
所以，纪念侯永奎先生的演出我铆上了，不给钱也要来，平时唱一支曲子，这次我唱了四支曲子⋯⋯
”裴艳玲先生此言不虚，作为侯氏《夜奔》64岁的女性传承人，那晚演出她恰如一头出山“豹子”般
，素颜素妆，一张表情极丰富的脸，一双传神之眼睛，一身仙风道骨般的身段，把悲情“豹子头”林
冲演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令四座惊叹、惊诧，大呼“侯派武生真传人”也。
    有人感叹，说昆曲几百出老戏传到现在就剩几十出了，痛心疾首。
可是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十五贯》，再到一出《林冲夜奔》成就了侯少奎、裴艳玲的事例
实则又印证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简朴古训。
耿介之士，良心之言，谁都不要说自己身上有几十出上百出，真能传承留下去并打上自己艺术风格印
记者，每个演员能有两三出拿手的戏，能塑造出两三个传神人物足矣。
“少”是大儒，“精”是大美，李白一首仅20个字的五绝《静夜思》，远胜鸿篇巨制，旷古无双，妇
孺皆知，千古流传。
    回首少奎先生从艺55年历史，他演得最多的是“侯三出”，让大家记住的也是“侯三出”，青年演
员传承最多的还是“侯三出”。
永奎先生给少奎先生留下的具有代表性的这份“侯氏”遗产，足以让少奎先生继他父亲之后成为北昆
大武生行当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侯三出”能够成为北昆的经典保留剧目?从传承的角度看，概括地讲“侯三出”具备了特殊
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首先“侯三出”姓“北方”，是北方昆曲之“燕赵”历史所决定的，这是“侯三出”的特殊性。
其次是“武生戏”，这是普遍性。
再次是其艺术性：“一场干”的《林冲夜奔》，非常吃工；讲究功架的勾脸戏《单刀会》，气场威严
；而《千里送京娘》则打破了传统武生戏极少有和旦角演“对儿戏”、“抒情戏”的传统。
“侯三出”中包含了武生戏及武生勾脸戏中的表演、唱腔、身段，脸谱、扮相、锣鼓等，具有相对完
整的基础性、系统性与传承意义和审美意义。
当然，还有就是传承剧目一定要传承名家的名剧，名家所演的戏不一定都是“看家戏”，而“看家戏
”一定是名家的代表剧目。
所谓代表剧目，就是集中浸透了表演者个人艺术风格，经过千锤百炼，不以时代的改变而改变，具有
相对成熟性、稳定性，并适合后人传习的剧目。
名家身上的“看家戏”一般来说也就是几出而已，是从众多剧目中提炼出来的。
能够被后人传下去的一定是代表作，一人不可能几十出上百出都是代表作，如都是，就一定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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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侯永奎与侯少奎父子身上就非常说明问题，这是戏曲传承的规律。
所以，“侯三出”的现实传承意义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告诉后人如何选择传承剧目，如何结合
自身特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剧目来传承才能更有实际效果和审美意义。
    通俗地讲，传承要“进对门”、“选对戏”。
“侯三出”当年侯永奎也教过许多人，基本上换一人演就有一个人的演法，有很多版本。
而艺术的规律和经验告诉我们，后人传习一定是要选最好的，选普遍认可的名师和名剧来传承，站在
名师的肩膀上，当会事半功倍，反之则不然。
假如裴艳玲当年不问艺永奎先生，也许就不会有她今天的成就，道理很简单，名师出高徒，名剧见真
功。
    男儿宝剑，偃月单刀，风云蟠龙，“侯三出”的传承过程可谓“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
”。
    然时光流转，在侯派大武生艺术盛名之下，还是不免怀深深忧虑。
环顾当今昆坛，北昆一堂前辈人马早已花开花落，寥无声息，令人唏嘘；而回首看，具有北方昆曲特
色且真传至今的遗存剧目和人，戏只余“侯三出”，人只剩少奎先生矣。
    假若没有“侯三出”，当今的北方昆曲还能叫北方昆曲吗?    回首往事，上世纪初叶的北京，冬天，
北风卷着黄沙，天寒地冻。
前门鲜鱼口胡同内，呼啦啦来了一帮灰头土脸的农民队伍，几辆破旧的排子车上装着全部家当。
远观，携老搀幼，似“闯关东”逃荒的难民；近瞧，前拉后推的排子车上，竟然还露出几件斑斑锈迹
的锣鼓家伙。
暮色之下，这些地道农民，这些大部分第一次来北京的农民，这些为了混饭铤而走险想到“皇城”撞
大运的农民，悄然直奔鲜鱼口胡同内的天乐戏园而去⋯⋯    这一幕发生在1917年岁末，之所以要晋京
，是因为他们想在北京打下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子”，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家乡河北，老是打一枪换
个地方，没有相对固定的观众群，没有相对固定的“场子”，这对一个靠演戏吃饭的农村社班是多么
危险的事情。
早听说身边的北京是个很大的城市，是皇城，一定有更多挣钱吃饭的机会。
于是一群农民终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离乡背井，到京城找饭去。
    谁也没想到以后的日子，就在这些“凄凄惨惨戚戚”的农民队伍中竟然出现了一批昆曲大师。
不光是当时的人们没想到，就连这些农民自己也根本没想到，竟然就是他们让有着几百年历史的高雅
昆曲，愣是在前边加上了“北方”二字。
这两个字非同小可，要知道更早的时候，在昆腔进京之时，就连皇上也没敢这样做。
    历史从不以“衣帽取人”，皇上没做到的事情，“农民”做到了。
    在北方昆曲的历史上，有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应该永远记住：清宣统三年      (1911)“荣庆社”成立
；民国六年(1917)“荣庆社”进驻北京天乐戏园(大众剧场)；  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正式建院。
在上述三个历史阶段中，“荣庆社”进驻北京天  乐戏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从农村到城市，从露天地头到现代剧场，就是这两大步，成就了北方昆曲。
  “荣庆社”这支农民队伍是怀着极其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进京“赶考”的，只不过这次  “赶考”的目
的不是“当家作主”，而是养家糊口找饭吃而已⋯⋯终于，这些北昆前  辈没有让人失望，他们在北
京站住了，这才有了北方昆曲这一支脉。
    1997年在北昆成立40周年的时候曾编了一本名叫《荣庆传铎》的书，书中主  要的部分都是荣庆社的
前辈们对当年艰辛的回忆，其中就有侯永奎先生的回忆，读  来让人百感交集。
    “荣庆传铎”的“荣庆”好解释，指1911年成立的“荣庆社”，后来“荣庆”成了  “北方昆曲”的
代名词。
这年是农历辛亥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举世闻名的辛亥  革命。
    再说“荣庆传铎”的“传”字，传就是传播、传送、传习、传承等，表达了世代相传的意思。
1917年，“荣庆社”从农村进驻北京天乐戏园，这不仅是北方昆曲历史性的转折，更是逐步完成了北
方昆曲从郝振基、陶显亭、侯益才、王益友、侯益隆、白云宁、朱小义等一代人传承到韩世昌、白云
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魏庆林等一代新人手里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标志着北方昆曲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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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们完成了从农村卖唱的农民艺人身份到具有城市现代职业艺人身份的转变。
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艺人转变为城市职业艺人，历史意义重大。
这一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文学革命论》，举起了
“文学革命”的大旗。
还是这一年，提倡思想自由的蔡元培开始任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校长。
也就是从那时起，北方昆曲和北京大学结下了“双北昆缘”。
    “荣庆传铎”中的“铎”字原意为古代宣布政教法令用的一种类似今天如铃铛一样的能发出声响的
器物，也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铎有木制和铜制之分，木制为木铎，又称文铎，古为宣政布政之用；铜制为金铎，又称武铎，古为指
挥军队之用。
孔子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故有“木铎金声”之典。
如今，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徽就是一个“木铎”的样式，以表示授业解惑的意思。
    早年，北方昆曲这个“铎”传到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等前辈的身上后，可以
说是文之“万斛泉源，不择而出”，武之“枪刀剑戟，无样不精”。
    出戏实不易，出人难上难。
如今，北昆的“铎”音还纯正吗?“铎”声还响亮吗?忧中怅然。
    人总有谢幕的时候。
当雪泥鸿爪，渐成陈迹，繁华落尽，有谁来守候?今后北昆舞台上“横刀立马”之“大武生”者，试问
执牛耳者谁人乎?盖当务之急，为少奎先生“树碑立传”尤是一件功德后世的事情。
    为少奎先生写传，文风绳尺当为首旨。
卖弄玄虚的“迂腐气”，无病呻吟的“脂粉气”，以及不着边际、堆砌辞藻的花拳绣腿、虚假文风等
显然都不得要领。
生活中的少奎先生，朴素无华，憨厚忠良，性情内敛。
学艺之外，善亲朋，喜书画，怜猫狗，少心计，言木讷。
故以为写侯少奎传还应以先贤《史记》文风绳尺为楷模：“实录”为源，“不虚饰，不隐讳”为本。
    《史记》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史学”准绳，也留下了如何“写人”的文学范本，留下了一系列栩栩
如生的人物形象和众多鲜活的故事。
千百年来，这些人物和故事裹挟着世事沧桑，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世之典故典籍，成为中华灿烂
文化形象之灵魂。
    如此，将尽力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大武生”，有悲有喜，亦苦亦甜，是人不是神。
企望能为后辈青年演员的发奋和接力起呐喊鼓动和榜样激励之作用，更可让后人汲取前辈经验与教训
，以少走弯路。
  但愿北昆之“铎”能金声玉振，不绝天下耳。
  最后要感谢传主侯少奎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首肯；感谢该丛书主编谢柏梁教授；感谢周传家先生为本
书作序；感谢为本书提供相关帮助的少奎先生好友王德林老师；感谢为本书提供图片资料的吴赣生先
生；还要感谢侯爽晖、侯晓牧、杨帆、周好璐、张蕾等各位同仁，这几位很是辛劳，专门为本书撰写
了文字，使读者能从不同角度了解侯少奎先生的艺术与人品。
尤其要提出感谢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钮君怡责编。
我与钮编辑未曾谋面，但从她对本书提出的许多具体、中肯、专业的审读意见中可以感受到，钮编辑
是一位对传统有一定认知，对文风有一定把握，“善尺牍”、“懂疏密”的优秀编辑，正是由于钮编
辑的努力，才使本书避免了不少的讹误。
上述各位对本书热忱的支持和积极的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胡明明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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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侯少奎，1939年生，国家一级演员，昆曲表演艺术家侯永奎长子。
胡明明专著的《铁板铜琶大江东(侯少奎传)》分家世、从艺、家庭、传承四个篇章，讲述侯少奎学艺
、从艺的经过，对其流派传承和艺术表演有深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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