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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自小喜爱京剧，在少年时代，时常结伴去观看传统京剧演出，对京剧的化妆、行头和唱腔兴趣浓浓
。
那时对京剧只是好奇，对“古代人”有一种神秘感，由于对京剧知识一无所知，自然不能完全看懂剧
情。
少年时代对武打戏尤为青睐，看得如醉如痴，对于我这个对京剧艺术懵懂的少年来说，看一场武打戏
就算是一种精神享受了。
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传统京剧被作为“四旧”扫出舞台，失去这样一种精神享受，心中不免有一
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十余年未能看到传统京剧，一直是我心中的块垒，总感到这么优美的戏剧艺术，不能在舞台上展现，
真是令人遗憾，同时又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迎来了春天，传统京剧重新登上舞台。
作为一个传统京剧爱好者，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也许时间间隔太久，自己对传统戏剧的热爱已经与少年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不再有少年时代那种痴迷
情结了。
各种娱乐艺术门类的增加，已经使传统京剧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了。
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中央电视台偶然看到张火丁主演的程派名剧《锁麟囊》，顿时被剧中
的情节和主角精妙绝伦的表演所陶醉。
从此，张火丁这个名字便镌刻在我的心中。
她的表演美轮美奂，给人一种精神享受。
传统京剧在张火丁的演绎下，显得更加富有魅力，更加具有艺术光彩，令人如醉如痴，欲罢不能。
一出《锁麟囊》，使我重新迷上了传统京剧，重新认识到京剧艺术无穷的魅力。
自此后，张火丁成为我心中的偶像。
我喜欢张火丁，除了她精妙绝伦的艺术外，在她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另类气质，这种气质使张火丁
的艺品和人品大放异彩，相映成辉。
在京剧舞台上，不少青年女演员扮相十分俊美，但张火丁的美却有点与众不同，她的扮相也很美，但
她的美有一种古典风韵，这种风韵成为京剧舞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令众多戏迷为之兴奋，为之仰
慕，为之陶醉。
难怪有戏迷将张火丁比作“误落凡尘的仙女”呢！
我第一次看到张火丁清唱，是在澳门回归祖国的一次晚会上。
首次在荧屏上看到张火丁的“庐山真面目”，给我的感受是气质高雅，清新脱俗。
不穿戏装的张火丁依然很美，尤其是那种古典美的风韵并没有因为不穿戏装而消失，反而“味道”更
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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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迎来了春天，传统京剧重新登上舞台。
作为一个传统京剧爱好者，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也许时间间隔太久，自己对传统戏剧的热爱已经与少年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不再有少年时代那种痴迷
情结了。
各种娱乐艺术门类的增加，已经使传统京剧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中占不到重要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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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火丁的祖父张成林是张家第一个走向革命道路的。
这位革命者自小喜爱艺术，不仅喜欢观看艺术，而且还身体力行，登台演出，成为张家第一位喜爱艺
术者，他的喜好，也影响了后代。
曾祖父是“奇人”张火丁祖籍济南章丘，这里曾诞生了中国最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
在清代咸丰末期，张火丁的先祖张正在当地生活困顿，无法维持，便带领一家十几口人闯关东，当时
并没有目的，一家人漫无边际地走着，一边走一边行乞。
当时先祖张正认为关东土地多，只要舍得出力流汗，总能养家糊口。
当他们一家人走到辽宁省昌图县城西大波林子村时，看到这里还有生存空间，便落户在大波林子村，
靠给有钱人打短工维持生计。
太祖张庭英因家庭困顿，无钱娶妻，三十多岁了还是孑然一身。
此时，村里一大户人家有一位姑娘，由于找对象过于挑剔，都二十五六了，还未嫁出去。
现在二十五六的姑娘未出嫁者比比皆是，但在当时，却是一个“老姑娘”了，是一个不容易找到婆家
的“老大难”了。
正因为这样，上天把缘分赐给了光棍张庭英。
这位曲姓姑娘“下嫁”给张家，后来生下了张火丁的曾祖父张显。
张显在长成小伙儿后，身高在一米八以上，身材魁梧健壮，力大无穷，被当地人视为“奇人”。
有一次，张显肩挑二百多斤重的东西，要过一座独木桥，当时跟随的五弟胆量极小，看到滔滔的河水
，头脑发晕，心慌肉跳，不敢行走。
于是，张显背上背着弟弟，肩挑200余斤的重担，从容地走过了独木桥。
当时瓜园买瓜论挑不论斤，只要你有力气把瓜从瓜地里挑出去，瓜就归你。
张显不用扁担，而是找来一个大粗杠子，用秫秸编了两个大篓子，将数百斤的瓜挑出瓜地，结果五个
人才将这一担瓜运走。
张显力大无穷，饭量也十分惊人。
他一餐能吃二十多个大馒头。
由于他饭量太大，一般雇主都不愿雇他，因此生活依旧拮据。
后来张显到吉林省通榆县西艾力做长工，在那里找到了出路，于是把昌图县的亲戚全接了过去。
后来，张火丁的祖父张成林就降生在西艾力。
祖父痴迷艺术西艾力是盐碱地，庄稼收成不好。
张显给人家做长工，人家又不给房子住，生活很难维持。
于是一家人继续向北行进，最终落脚在吉林省洮南县。
张火丁的父亲张一便诞生在这里。
那时张成林在洮南县城以打短工谋生计，他学了成衣匠（裁缝）。
这时，张成林有机会接触小市民，成为他热爱艺术的起源。
在学成衣匠的同时，张成林还给东家买菜做饭。
无论什么社会，无论人有多穷，但他们对娱乐的喜好是不会泯灭的。
张成林年轻时爱听戏和唱戏，他经常参与一些文娱活动，如听评书、扭秧歌等，这恐怕就是张家的艺
术起源。
张家涉入娱乐圈是自张火丁的祖父张成林开始的。
张成林痴迷艺术，但张火丁的曾祖父张显却对此十分不屑，以为儿子是不务正业，张成林为此时常遭
到父亲的斥责。
但张成林无法割舍对文艺的喜爱，而且在他的影响下，二弟张成春、小弟张成富均喜欢上了文艺。
一个儿子喜欢艺术就够烦的了，如今三个儿子都爱上了艺术，张火丁的曾祖父也十分无奈，只好听之
任之了。
日军侵略东北时，疯狂地抓劳工。
张成林与二弟张成春均当过劳工，那种日子真是暗无天日，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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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流行一种传染病，张成林被感染，生命危在旦夕。
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一看病人不行了，就将人装在木箱内，然后就抬到后山，浇上汽油
进行焚烧。
这天，命悬一线的张成林也被装在了木箱内，也许张成林命不该绝，在准备将他抬到后山进行焚烧时
，突然间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而下。
此时主管焚烧者说，先把箱子放在这里，等下完雨再烧吧！
当时钉的箱子很简陋，有很大的缝隙。
在箱子里面的张成林被冰凉的雨水一浇，居然清醒了过来，但他干着急，无法从箱子里出来。
待到雨过天晴之后，焚烧者准备抬箱子焚烧张成林时，突然发现他还活着，便打开箱子将他抬了出来
。
张成林踏了一下地狱门槛，居然又死而复生，那真是个奇迹。
真应该感谢上天那场及时雨，否则，张成林一命归西，便不会有张一，更不会有张火丁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张成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某担架队任队长，参加过著名的锦州战役，后来
转业到了地方后，在区上担任公安助理，参加过土改和剿匪。
张成林成为张家第一位走向革命道路的人。
由于在革命队伍的锻炼，他学到了文化知识，告别了文盲。
张成林爱好文艺的初衷依旧，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参与文艺活动。
1950年过大年，张成林决定办一支秧歌队。
这时张火丁的父亲张一已经九岁了，也成为秧歌队的成员。
这样，张家两代四口人成为秧歌队的成员，张成春担任秧歌队的头，他男扮女装，扮成《白蛇传》中
的白素贞，其余人便扮成《打渔杀家》中的人物。
张成林扮演萧恩，张成富扮演萧桂英，张火丁的父亲张一扮演教师爷。
大家踩着高跷，扭起了秧歌，吸引着大批观众齐声喊好。
这是张家首次出现在表演行列里，这时的张一已经上学读书了。
张一受父亲张成林的影响，自小喜爱艺术，痴迷艺术，并显示了不俗的艺术潜质。
他考进了戏校，进入了演艺圈，成为张家首位与艺术结缘的人。
先后从事评剧、吉剧、京剧的他，显示了较高的艺术素养，这为张火丁从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场戏改变人生轨迹有一次，张一扭完秧歌回到家中，家里来了客人，说吃完饭去看戏。
那时张一还不懂什么是戏，但十分好奇，他也想跟着大人去看戏。
张一对奶奶说：“奶奶，我想跟着爹去看戏！
”奶奶说：“孩子，去吧！
”这天上午说去看戏，戏是晚上开演。
张一一天坐立不安，不敢离开家，也不敢到外面去玩耍，怕大人不叫他自己走了。
晚上，张一终于随着父亲和叔叔去看戏了。
当时演的是评戏《杨二舍化缘》，这出戏很长，演完后回家快半夜了，张一兴奋得睡不着觉，戏中的
情节像过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面前。
太精彩了！
太过瘾了！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事！
都说长大了干这个那个，我长大了啥也不干，就干这个！
一出《杨二舍化缘》激起了张一对戏剧莫大的兴趣，剧中的各个行当、各种表演形式，令张一如痴如
醉，使他深深地迷上了戏剧艺术。
这时，张一要自已演戏了。
小家伙找来一块破布，缠在手腕上当水袖，组织一帮小伙伴唱着玩。
张一看了一次戏，就成了小戏迷，每当听说演戏的信息，他便变着法去看戏。
一向诚实的张一为了达到看戏的目的，不得不开始撒谎。
每当有戏时，张一便对奶奶说：“奶奶，我出去玩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上台下张火丁>>

”奶奶说道：“去吧，别贪玩，早点回家！
”这时的张一如同脱缰的野马，飞也似的向剧院奔去，五六里地用不了半小时就跑到了。
别看洮南县这个戏院不起眼，但像京剧大家李万春等不少名角都去演出过。
由于张一当时手中无票，自然被拒在戏院门外，这时张一便贴着门缝听，等到晚上九点半，看门的离
去了，张一便站在戏台旁边驻足观看，一边看一边心里乐，太精彩了！
小家伙在心里暗暗说道，啥时自己能上台演出，那该多好啊！
张一有演戏的天赋，好多戏他听常了，就会唱了。
这时的张一，为了达到偷偷去看戏的目的，在家里变得勤快起来，主动地帮家里干活。
父母有时大惑不解，这孩子怎么突然变得勤快起来了呢？
岂不知儿子是为了看戏。
时常看戏又迷戏，自然会影响学习成绩，但张一不管这些。
只要有戏看，自己就幸福、就快乐！
1952年末，黑龙江戏校去洮南县戏院招生，在城里还张贴了招生布告，招的是京剧演员。
张一得到消息后，前去应试。
唱戏是他心中的梦想，他要实现自己的梦想，主考老师问他：“小家伙你干啥来了？
”“我来考试。
”“你父母让你来吗？
”“让！
”“小家伙你会唱京剧吗？
”“不会，我只会唱评剧。
”“那你就唱一段让我们听听！
”张一长得虎头虎脑，显得挺可爱，招考老师对他很有好感。
有过艺术经历的张一并不怯场，他唱得声音洪亮，吐字清晰，挺有味儿！
令主考老师颇感惊奇，于是当场拍板，说道：“小家伙，你被录取了，回家准备一下，10天后还到这
里来，别忘了拿行李。
”这时，张一的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梦想即将变为现实，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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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前言之后，本来不想再写后记。
那么，为什么又要写呢？
一是意犹未尽，感到有些话在前言中表述不太合适，需要在后记中进行补充；二是有了前言，没有后
记，总感到有些缺憾。
《台上台下张火丁》是如何成书的？
我在前言中已有阐述。
但这部书如何得到出版社的青睐？
我还要说上几句。
我在写好《台上台下张火丁》的初稿后，当时还没想到送哪家出版社出版。
一天，我与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董明庆先生聊天时，他问我：“你近来都写过什么作品？
”我对他言道：“我近来写了一位在中国梨园颇负盛名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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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丛芳艺苑族欣荣，赵系秋声别有情。
应是传薪传续火，张灯会意谢高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奚派传人、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目前戏曲界女演员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
没有女性的美。
古代女性有妩媚之美、娇柔之美、典雅之美和倘皮之美，演不出这砦美可能是缺乏文化修荐的问题。
⋯⋯火丁演出了古典美，这很了不起。
我喜欢火丁是因为她人老实，不狡猾。
她外表是沉默的，内心却有一团火.追求艺术的火。
　　——粤剧大师红线女她是有理想，有奋斗目标的。
火丁很有发展前途，前面的路还很长，还要多下功夫。
程派艺术，艺如其人。
⋯⋯学程派不仅要研究艺术，也要研究人。
希望火丁能深入研究程派艺术的精髓，不断进步。
　　——京剧大师程砚秋之子程永江一是我喜欢她的演唱，沉郁、深婉、洗丽、细腻，一个字，雅！
二是我喜欢她、本人的仪表风度，朴素、大方、不饰于外而中秀自溢，一个字，雅！
她的人雅，艺雅。
　　——北京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钱世明喜欢张火丁的人很特别，很多人并不是戏迷，也并不了解程派
，他们或是被、她特殊的名字，或是被她含蓄内敛的气喷，抑或是被她低回幽怨的嗓音所吸引，一下
子就喜欢上了她。
不少人虽然不懂程派，不了解程砚秋，但愿意从自己喜欢的火丁身上找到认同。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白燕升程派艺术之所以受人们喜爱，主要是由它的艺术个性所决定的
。
程派艺术不是晴空万里，而是淡云遮日；它不是不遗余力，而是游刃有余；它不是震耳欲聋，而是韵
味无穷。
它如南极的一座巨大的冰山浮于海上，露出水面者少，藏于水下者多。
它含蓄、深沉，具有忧郁品格。
它庄重、典雅，兼有哲学辩证法色衫。
程派艺术在许多方面或就艺术本质而言，它与文学中的诗极为相近，可以说是“京剧中的诗”。
　　——张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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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上台下张火丁》的作者作为一个传统京剧爱好者，看到传统京剧又重回舞台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激
动。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上台下张火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