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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还是青年演员的王伯华被著名河北
梆子艺术家银达子收为入室弟子，老生、小生兼
演，唱功、表演无不可人的王伯华，在短短几年后
便成为河北梆子银（达子）派的杰出代表、衰派老
生行当的领军人。一时间桃李盈门，慕其名投其
门下求学问艺者众多。他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一
面继承一面开拓，所取得的成果，很快便成了梆子
老生行当所宗法的样板。2023年适逢这位成绩卓
著的老艺术家90岁诞辰，笔者曾与他同事几十
年，特撰以下小文，聊作纪念。

业余起步 京梆兼擅

1933年12月2日，王伯华出生在河北省文安
县夏村的一户农民家庭。其父王双驹是个戏迷，
一辈子就爱听书、看戏，却从来没有学过。儿子
王伯华受他影响，从小就对演戏唱曲产生了浓厚
兴趣。

1945年，革新剧社在大清河南岸的夏村创建
业余剧团，既唱河北梆子，也演京剧。革新剧社
进驻夏村，成员分别住在各户村民家里。住在王
双驹家的是梆子科班出身的荣耀春，他是雄县马
务头村人，本工彩旦，其他行当也拿得起来。尤
其是教戏时能说善讲，各路角色的唱、念、做、打，
他一个人包教。王伯华在旁边看他教戏，心里好
生羡慕。
因家里缺少劳力，王伯华早早就承担了家

庭生活的重担。他扫过皮硝，卖过小鱼，以微薄
的收入补助家庭日常开销。他干完活常到剧团
去看人家练唱、学戏。荣耀春看这孩子聪慧机
敏，长得俊俏，想收他做徒弟，教他演戏。王伯
华顾虑学戏耽误小本买卖，没有加入其中。有
一天，夏村剧团到任邱县的鄚州唱对台戏。偏

巧，在《金水桥》里饰演秦英的演员请假未归，一
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替身。荣耀春想到了王伯
华，觉得他能胜任。剧团差人找到王伯华，他说
秦英那几句唱他早就听会记熟，救场补台没问
题，只是篓子里的小鱼还没有卖完，家里等着卖
鱼钱买粮食。来找他的人让他赶快把鱼送回
家，大伙给他凑钱。就这样，王伯华由他父亲陪
同，跟着夏村剧团到了鄚州。荣耀春教了王伯
华几遍秦英的唱、念和表演，当晚王伯华第一次
化妆上台，“母亲莫要哭嚎啕，听孩儿把话对娘
学”总共六句唱，他竟落了三个“好”。台下的人
们笑了!荣耀春笑了!在侧幕边看戏的王双驹更
笑得合不拢嘴。
打那儿起，王双驹对儿子有了信心，说什么

也得让他学唱戏。随后，荣耀春便成了王伯华
的启蒙业师，先后教会他《南天门》《四郎探母》
等八出梆子大戏。为了适应夏村剧团京、梆“两
下锅”的惯例，王伯华在学梆子的同时，还跟张
家声学会京剧马（连良）派、外江派《徐策跑城》
《坐楼杀惜》《追韩信》《打棍出箱》《甘露寺》等老
生剧目。逢年过节村子里搭台唱戏，王伯华既
唱梆子又唱京剧。此后几年，王伯华跟随夏村
剧团不仅在文安县各台口演出，还到过涿州、固
安、新城、雄县、任丘等地献艺。1952年，王伯华
被选到沧州京剧团，带艺学徒。团长、著名演员
李宝臣对这位年轻后生非常赏识，毅然将其收
为徒弟。王伯华跟随沧州京剧团走南闯北，得
以见识各地名角大腕儿的精彩演技，眼界为之
大开。

1956年7月，沧州京剧团到天津的中华戏院
巡回演出。早先曾在夏村剧团当过教师的梆子
老艺人马春奎看了王伯华演的《扫松》，回去后
竭力向他所在的天津梆子剧团业务团长银达子
推荐，说王伯华是个难得的人才。几天后，银达
子和阎凤楼、杜义亭等人一起到中华戏院看王
伯华演出《黄金台》《追韩信》，几个人一致认为
他适合唱梆子，随即由银达子出面与沧州京剧
团商调王伯华到天津改工梆子。就这样，王伯

华从演京剧变成演梆子，他的人生之路迎来又
一次关键性的转折。

银达子与“达子腔”

清代同、光年间，河北梆子在北方第一大商
埠——天津，是名家荟萃、高手如云的大剧种。
兴旺了几十年后，由于艺人流失、京剧勃兴等种
种复杂的原因，河北梆子一度急剧衰落。新中
国成立后，经过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抢救，河
北梆子在天津开始复苏。可是，队伍老化，后继
乏人，培养接班人需要有个过程。在这个特殊
的节骨眼，王伯华落户天津。穷苦家庭出身、在
乡村长大的王伯华，能够加入名家荟萃的天津
河北梆子剧团，跟银达子、韩俊卿、金宝环、王玉
磬、宝珠钻等众多艺术家同台献艺，是他做梦也
不曾想到的。他虽然在少年时代学过、演过梆
子，可那不同于正规的坐科，毕竟“砍的不如镟的
圆”。尽管王伯华在沧州实践锻炼了四年，但那
是京剧，不是梆子，两个剧种在艺术方面毕竟有
所不同。因此，王伯华进团之初，银达子没有急
着安排他在舞台上饰演主要角色，而是让他在一
些戏里饰演配角，甚至院公、龙套，让他以此熟悉
天津的舞台和观众，体验天津的河北梆子艺术风
格。银达子心里清楚，一位新人要在河北梆子发
祥地得到观众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舞台
上没有真格的本事，爱戏懂戏的天津观众决不买
账。王伯华由衷崇拜银达子深厚的艺术造诣，每
天去剧场，不为饰演角色，就为在台下认真看老
前辈们演戏。他把看戏、听唱当做实际教学，一
招一式、一字一腔都记在心里。散了晚场戏回到
集体宿舍，他又穿起厚底靴子，戴上髯口，在那狭
小的练功房里，常常练功到深更半夜才回屋休

息。王伯华的这些表现，银达子全都看在眼里，
从心里喜爱这位有心胸的年轻人。让琴师给王
伯华吊嗓，发现其嗓音条件最适合唱“达子
腔”。加之王伯华渴望拜银达子为师，银达子遂
在1956年收下他做徒弟，王伯华成为银达子的
正式接班人。
银达子（1895—1959），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

天津戏曲界公认的河北梆子领军人，深受同行们
拥戴。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即大胆尝试河北梆子男
声的唱腔改革。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改进，创出一
种行腔多在中低音区，唱念相间的演唱方法。这
种唱法和腔调，唱着省力，听着顺耳，避免了高音
撕裂和有音无字的弊端，时人称之为“达子腔”。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界推行戏曲改革，银达

子在《战北原》的“在宝帐相劝你一番的好话”【二
六板】转【散板】唱段，开创了如唱如说、唱白相间
的独特旋法，受到观众普遍欢迎。1954年他与韩
俊卿、金宝环合演《打金枝》，所唱几段【二六板】，
旋律顺畅新颖，特别是“这一件蟒龙袍真真可体，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儿做来的”，民间口语化的
唱词通俗浅显，朴实无华的行腔别有情趣，业内
人士把这种新风格唱法统称为“达子腔”，各地的
河北梆子男演员争相模仿、私淑。

“小银达子”横空出世

王伯华拜师之后，银达子向他亲授了《打金
枝》《走雪山》《牧羊卷》《秦香莲》《战北原》等一出
又一出的梆子戏。银达子手把着手教王伯华表
演，一字一句地教他运用“达子腔”唱和念。多年
后王伯华还清楚记得当年师父一再告诫他：技巧
不是戏，但是演戏离不开技巧。光有技巧，而不注
意人物的形象塑造，那是匠人卖艺，不能称其为

戏。同样，演员不能熟练地掌握技巧，在台上就会
手足无措，观众看着也枯燥乏味。这些在长期艺
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对王伯华后来的
演出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伯华一面跟师父学戏，一面参加舞台演

出。那几年，他参加演出的剧目很多，有传统戏，
有新编历史剧，也有现代戏；他不光演老生，小生
角色也常演：在王玉磬主演的新编历史剧《苏武》
里王伯华饰演李陵，在《赵氏孤儿》里前饰赵盾，后
饰孤儿；与金宝环合演过传统戏《孟姜女》、现代戏
《党的女儿》等；在银达子、韩俊卿合作演出的现代
戏《母亲》里饰演地下交通员小程。令王伯华遗憾
的是，他跟随师父学艺仅仅三年有余，1959年11
月银达子在北京开会期间突然因脑溢血逝世。王
伯华为失去这样一位艺术精湛、艺德高尚的长者
而痛苦了许久。从此，他抱定活到老、学到老的决
心，自觉肩负起传承并继续发展“达子腔”的重任，
沿着师父开创的艺术革新之路，一步一个脚印继
续向前探索。

1959年，沧州梆子剧团并入天津河北梆子剧
院，后改组为红鹰剧团。为充实主演阵容，王伯
华到该团担任领衔主演。他与刘淑芳、金莲茹合
作，饰演《断桥》中的许仙；与刘淑芳、姚炳玉合
作，饰演《玉棋子》里的天官苏章。除传统戏，他
还主演了新编历史剧《卧薪尝胆》，饰演剧中人物
越王勾践。
王伯华饰演的角色越来越多，社会知名度日

益扩大。他在舞台实践中潜心揣摩，体验严师的
艺术传授，深入探索特色独具的“达子腔”真谛所
在，在演出实践中加深领悟，并有所增益出新。他
的唱，若论嗓音条件，天赋并不十分理想，宽音有
余，高音稍显不足。但他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中、
低音浑厚之所长，避免触碰高腔、花腔，化劣势为
优势，形成个人的艺术特色。他主演的一些剧目，
唱腔旋律、节奏、韵味，或是喷口、气口、炸音以及
行腔时的气息控制等外部技巧，既像银达子，又极
具鲜明个性。同时，他在“做”上下功夫，用幅度夸
张的外部动作，揭示人物的内心情绪。他得了个
“小银达子”的雅号，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成为天
津剧坛一颗璀璨的明星。

转益多师 厚积薄发

1960年，全国各地选送优秀中青年演员赴京
培训，王伯华为其中之一。在进修班里，授课老
师、京剧麒（麟童）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辅导王伯
华排练《打渔杀家》。经过前辈艺术家当面教授，
王伯华好像一下子开了窍，明白了如何在舞台上
利用虚拟的程式动作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此
后不久，山西省晋南蒲剧院莅临天津巡演，梆子
剧院又派王伯华到蒲剧院跟张庆奎深造。张庆
奎是身怀翅子、马鞭、腰腿等多种绝技的戏曲大
家，深受各地同行推崇。那些天，王伯华每天都
到蒲剧院演出的剧场跟张庆奎上课，张先生则毫
不保留地把梆子的传统特技和诀窍传授给他。
后来王伯华在许多出戏里使用的“左右单转翅”
“双翅前后转”“鸳鸯双转翅”等“耍展”技巧，都是
那个时候得之于张先生传授。王伯华又跟随张
先生去了太原，把一出特色独具的蒲剧《跑城》原
汁原味地学到手，返津后，著名琴师郭筱亭帮他
将唱腔翻成河北梆子。
王伯华饰演《跑城》里的徐策，既保留了蒲剧

质朴的精华，又融汇了京剧麒派身段丰富、优美
之所长，但不失河北梆子粗犷豪放的风格特色。
尤其是城下跑圆场那段戏，他演得情绪纷繁而有
层次，表演动作细腻而且夸张。他表演在马上急

驰的动作时，左手做持缰状，右手挥鞭，上身微
屈，两脚一先一后成“弓箭步”，轻起轻落，交错移
动；相纱上的双翅左右同时摆动，以静、缓的动
作，表现剧中人徐策内心急如火、马驰疾如飞的
状态。后边的“大圆场”，他演得张弛自若、疏密
适中。在“跑”的过程中，他上身紧提气息，下部
身躯控制得严格，脚步稳健轻捷，没有杂沓的声
音。剧中，王伯华使用了一个“硬屁股坐子”的旧
程式。先是两手翻袖，身体向上跃起，两腿交叉，
在身体下落的同时，右手将袍角往后一甩，臀部
随之着地。这个表现徐策脚下不稳、被绊倒的动
作，王伯华演得干净利落，既表现出剧中人激情
饱满的心理状态，又注意到人物年迈衰老的外部
造型，形体动作与内心体验达到协调一致，构成
艺术之美。近60年来，这出戏不仅是王伯华个
人的看家戏，而且成为河北梆子衰派老生的代表
作，如今已经传承了三代。
天津小百花剧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知

名的河北梆子演出团体。1959年国庆节，这家剧
团要进京参加献礼演出。为加强演员实力，临时
把时年26岁的王伯华从红鹰剧团借调到小百花
剧团，主演《玉棋子》。他以洒脱帅美的舞姿和韵
味醇厚的声腔，获得首都观众以及戏曲界的赞
誉。1963年10月，小百花剧团再次借调王伯华，
赴沈阳、锦州演《跑城》，慰问参加支援抗洪抢险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务完成后，王伯华正式留在小
百花剧团，成为该团的主演之一。
从1964年开始的十多年间，王伯华在《奇袭

白虎团》《丰收之后》《江姐》《槐树庄》《一副安全
带》《回天图》等多台戏里饰演主要角色。由于他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舞台经验，又具有深厚的表演
功底，在舞台实践中，得心应手地把传统演技灵活
运用到所饰演的角色身上。即使饰演反面人物，
也努力揭示剧中人深层情绪，力避脸谱化。譬如
他在《江姐》里饰演叛徒甫志高，在形象塑造方面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进入艺术创作高峰期

王伯华艺术创作的高峰期，是从“文革”结束
后古装戏重现舞台时开始的。那些年，他陆续恢
复演出了《玉琪子》《薛刚反唐》《打金枝》《秦香莲》
等一批拿手剧目。又排演了《绿如意》《金铃记》
《关羽认妻》等一批新编古装戏。这些剧目的共同
特点是唱功、做功都很繁重，对演员的个人技巧要
求很高。这就为王伯华发挥唱、做兼擅的表演才
能，提供了用武之地。
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河北梆子生、旦两行的

唱腔基本上是同腔同调。这对于男性演员来说确
实有非同一般的困难。男性演员要达到女性演员
的嗓音高度，必然要超越生理条件的限制。王伯
华便在声腔方面尝试改造、出新。他苦心探索发
声、吐字、归韵、收音，以及气息控制的方法和规
律，按照剧中人物的情绪和自己的嗓音条件谱写
新腔新调。他不以高亢激越取胜，专门在低回委
婉、传神达意方面下功夫，扬中、低音雄厚响亮之
所长，逐渐形成韵味浓郁、念白真切有情，唱、念、
做浑然一体的演唱风格。他经过从刻板套用到化
学为创、从生到熟、从熟到巧的一系列过程，终于
摸索出一套风格独特的表现方法，为观众所接受，
也得到同行首肯。
艺术创作有如登山攀崖，达到一定高度后，

再前进一步谈何容易！王伯华饰演《金铃记》里
的寇准，为了探求艺术的新意和人物性格的准
确刻画，力避重复别人，也尽力避免雷同自己饰
演过的王延龄（《秦香莲》）、徐策（《薛刚反唐》）、

陈平（《绿如意》）等身份、年龄、经历、气质都相
近似的角色，他反复推敲人物的形体动作到神
情姿态，对声腔、念白到每一细节的艺术处理都
冥思苦想。他还利用假日专程到石家庄，当面
求教曾经主演过《寇准背靴》的丝弦名家王永春
先生，最终确定了对寇准这个人物艺术化、典型
化的表现方式，即突出塑造虽然年迈体衰，却依
旧忧国忧民、忠心赤胆的寇准形象。他运用艺
术手段刻画寇准风趣之中见机智，幽默之内寓
多谋的性格特征。为了充分揭示老寇准丰富的
内心世界，王伯华运用唱念并重的表现方法，特
别是技术性强的技巧，以加深观众对人物的印
象，增强艺术的感染力。“探穴”一场，柴郡主进
入地穴后，因寇准寻找门径被惊动，遂复出，执
剑搜追。王伯华于此处设置了甩靴、吊毛、接靴
等连续动作，用来表现寇准在漆黑的夜色中，老
眼昏花，腿脚不灵便，一个踉跄，一只靴子脱足
而出，他怕发出的声音被柴郡主发觉，紧急中趋
步向前，将靴接住……这些富有生活的合理性
动作，是王伯华根据当年周信芳先生的指教，吸
收了麒派表演经验，结合河北梆子所固有的传
统程式糅化出来的。这些技巧的运用，对于刻
画寇准的人物性格和有血有肉的艺术典型，发
挥了重要作用。
王伯华主演《金铃记》数百场，观众和专家对

他精湛的演技给予相当高的评价。然而，观众未
必知道王伯华为演好这出戏流了多少汗水，尝过
多少苦头。单说甩靴、吊毛、接靴这套连续动作，
靴子甩出去的方向要正，位置要准，高度是4.5米，
从离足到落地需用时间是2秒，完成一个吊毛需
要时间1.5秒。这样，必须在走“吊毛”之后的半秒
以内，精确无误地将靴子接住。“不经三九傲霜雪，
哪得梅花放清香”。为了练习这动作，王伯华每
天早中晚练3遍功，每次练甩靴、吊毛、接靴40回，
3.5寸的厚底靴从几米高处落下来，分量可不轻。
“吊毛”翻起之后，时间掌握稍有不准，便有被砸的
危险。他身上曾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有两次
被砸得昏厥过去。

辉煌背后的不懈精神

总结王伯华艺术方面的成功经验，可以说，他
本人的天赋和一贯刻苦努力只是一个方面。另一
方面，许许多多的前辈艺术家在他身上倾注心血，
促成他的进步和成长，也是不容忽视的。王伯华
生前跟笔者回忆他学艺历程时曾说，他一点一滴
的进步，和师友们的帮助、教导分不开。他自学戏
时起，不包括随时随地的一般指教，正式向他传艺
的老师先后有11位。除前面提到的在家乡子弟
班时的启蒙老师荣耀春、张家声，沧州京剧团的李
宝臣，天津的银达子外，还有老前辈李化洲（艺名
十三红）教会他许多戏，使他开阔了戏路，增长了
见识。何凤山、卢云波两位老师既教他练武功，也
为他说身段，使他锻炼了文戏武唱、文武结合的表
演方法；他跟葛文娟老师和京剧老教师刘少峰先
生学习民族声乐的发声方法，使他懂得如何通过
胸腔、头腔、鼻腔等人体器官共鸣改善音色、增强
音量。
王伯华从艺几十年，到过许多城乡献艺，所到

之处无不大受欢迎。他参加天津市各种名目的戏
剧汇演和戏剧节演出，获得多项奖励。中国戏剧
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并当选为天津分会理事；多
个省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经常播放他所演剧目的
录像、录音。1983年，在中国戏曲学院举办的表演
艺术讲习班上，著名戏曲理论家、导演阿甲对王伯
华的表演艺术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赞王伯华是天
津戏曲界的一块宝。
王伯华退休后，演出从未中断。2000年的正

月十五刚过，他应邀来到沧州市郊曹庄子，按计划
为当地群众送戏上门，四天演四场戏。2月23日
（农历正月十九）的下午，是他此次下乡的最后一
场演出，数千名观众为他的精彩表演报以热烈掌
声。岂料，演出中发生了意外：王伯华溘然倒在了
台上……这位视艺术为生命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
家，在为之奋斗了几十个春秋的舞台上走完了自
己的生命之旅，兑现了他“宁死台上、不歇一日”的
诺言。是年他67岁。

“达子腔”杰出传人王伯华
甄光俊

图①王伯华在《跑城》剧中扮
演徐策
图②1979年，导演组指导王
伯华排练新编剧目《绿如意》
图③1956年王伯华与恩师银
达子
图④王伯华跟蒲剧名家张庆
奎先生学艺
图⑤王伯华与孙秀兰合演
《寇准背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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