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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杰出剧作家，开拓中国新文化。《雷雨》
《日出》《北京人》……诸多经典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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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龄长达90余年的
梅花大鼓前辈艺术家、教
育家、国家一级演员、天
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
会终身委员、天津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花五宝先生，因病于3
月10日不幸逝世，享年
101岁。津门曲坛又一颗巨
星陨落，这是天津文艺队伍
的重大损失，业内人士和广
大观众无不深感痛惜。

花五宝，学名张淑筠
（1923—2024），幼年家境贫
寒，5岁时被姑母家收养，与
当年的梅花大鼓代表人物
花四宝成为有着同一养母
的姐妹。她7岁时跟孙振山
学习京剧老生，8岁跟邱玉
山学唱天津时调，9岁开始
改学金（万昌）派梅花大鼓，
自童年起即伴随花四宝到
各处演出，受到四宝演唱艺
术的熏陶。花五宝13岁开
始在天津及东北各地演出，
几经风险，历尽磨难。

1941年花四宝逝世后，
在舞台上已经崭露头角的
花五宝，拜在花派梅花创始
人卢成科（著名弦师）门下，
一心要把四姐创立的花派
艺术全面地继承下来。她
天赋出众，具有一副纯美、
圆润、清脆、嘹亮的歌喉，师
父卢成科结合她的嗓音条
件因材施教，在唱腔上有所
发展变化，突出了她擅长高
腔、拖腔的特点，使她进一
步丰富了花派的唱法。花
五宝经过师父精心调教，艺
业进步很快。1942年，她在
天津燕乐戏院演出，师父为
她伴奏，观众称赞她是花四
宝的最佳传人。天津各曲
艺场所竞相邀聘她演出，电
台也请她实况播音。大观
楼杂耍园还曾约她担任攒
底演出，花派梅花在当时曲
艺舞台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花五宝
加入了天津曲艺工作团。
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她与团
里的作家、弦师合作，相继
创作《绣红旗》《银环探监》
《千里堤送别》《傻大姐泄
机》等梅花大鼓新曲目，她

在继承优秀传统艺术的基
础上，对板式和唱腔不断地
进行出新和发展，大胆突破
无表情、无做工的传统演唱
形式，根据曲词内容的需
要，增加情绪动作和身段，
得到广大观众首肯。

上世纪80年代前后，花
五宝积极投入鼓曲挖掘、继
承、改革、创新、发展之路，
先后创作、演出了《半屏山》
《第二次握手》《珠江夜话》
《英娘恨》等新作品，这些
“悲、媚、脆”特点鲜明的花
派梅花，有的是与人合作，
有的是她自己设计唱腔，每
创作一个曲目，都在唱腔的
安排上仔细琢磨、认真推
敲，从头至尾精心布局，大
胆突破，既尊重程式，又不
拘泥于程式，尽力扩展梅花
大鼓的表现力。这些新曲
目，有的录制成唱片或光
盘，有的拍成了电影，流传
开来。花五宝为继承与创
新所作之贡献，有力地推动
了梅花大鼓步入一个新的
历史发展时期。

花五宝不仅是一位杰
出的鼓曲艺术家、鼓曲改
革家，还是一位桃李盈门
的鼓曲教育家。她花费大
量心血培育花派艺术的接
班人。早在上世纪60年代
初期，她就开始给市曲艺
团的学员授课。1986年中
国北方曲艺学校成立后，
她又被聘为梅花大鼓教
师 ，亲 自 为 学 员 口 传 心
授。得到过她教益的晚辈
很多。她所教弟子籍薇，
演唱《二泉映月》《悲壮的
婚礼》《黛玉葬花》等作品，
曾荣获文化部“文华奖”；
花五宝的另一位弟子王
哲，演唱《风筝情》，在2000
年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鼓
曲大赛（北方片）荣获金

奖。其他如史玉华、安颖、
杨云、刘文虎等人，也都是
在全国曲坛上影响广泛的
梅花大鼓演员。新中国成
立后几十年来，花五宝通
过舞台演出与授徒传艺，
把精心创作的60多段代表
性花派优秀曲目，广泛流
传于世。花五宝成为深受
观众欢迎的梅花大鼓一代
宗师，在业内也是备受同
人爱戴的梅花鼓王。相声
界大师马三立曾经题词称
赞：“五宝梅花大鼓，堪称
硕果仅存，绝妙幽雅音韵，
曲坛德艺双馨。”

1987年，花五宝被聘为
天津市表演艺术咨询委员
会终身委员，不久后当选天
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为此，老人家发

誓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回报社会。那以后，她
不仅坚持为学生授课，
而且经常深入民间曲艺
团体给业余爱好者传授
技艺。老人家小时候没
有机会进学校念书，新
中国成立后才参加了扫

盲班，但耄耋之龄的她毅然
执笔写作，要以粗略、浅显
的文字，把自己的成长经历
及其姐花四宝的人生际遇，
写 成 一 本 自 传 体 文 集 。
1995年，花五宝撰著的《梅
花歌后》由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这部文集的前
半部，记述艺术家个人的生
活历程和70多年来的艺术
成长与积累，史料相当丰
富。后半部结合个人的代
表作谈实践经验，引导读者
鉴赏，其实用的文献价值同
样珍贵。

花五宝，这位一生致力
于梅花大鼓的杰出艺术家，
如今已驾鹤西去，走完了她
101年甘苦自知的人生旅
程。她的离去，令人深感缅
怀。呜呼哀哉！

艺精品端启后人
——敬悼梅花鼓王花五宝

甄光俊

每年清明扫墓的时候，
我都是下午去陵园，而且喜
欢自己单独去。天津人是
要上午扫墓的，我却认为：
下午人少、清静，可以随意
走走、看看。若亲友子女一
起去的话，他们大抵会催着
你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没
甚意思。

摆上供品，焚上一炷香
（现在都是电子香啦），再鞠
几个躬。默默地站立片刻，
看着墓碑上父母的瓷相片，
他们也看着我，微笑着，就像
活着的时候一样。我给父母
建立的墓碑有点儿与众不
同：墓碑的背面，还镌刻着我
的爷爷奶奶、老太爷老太太
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瓷相片。

加上墓碑前面我女儿一辈的
名字，共五代人，堪称一个小
家谱了。

与上午熙熙攘攘的情景
截然不同，下午偌大个陵园，
甚是冷清。尤其到了下午
三四点钟，周围已然没有人
了——不能这么说，应该说
还有很多人，只不过是躺在
地下的人。此时此刻，我总
是希望能和地下的人做一阵
子无声交谈。

清明的陵园很漂亮，到
处红花绿叶，飘扬着鲜艳的
绸带。大部分墓碑上系着
大红绸子扎成的牡丹，挂着
翠绿的葫芦，摆放着一盆盆
粉白的荷花，还有黄澄澄的
聚宝盆——当然都是假的，

有的也摆放着一捧捧真的
鲜花。

有人说，天津人之所以
安排在上午扫墓，是因为所
谓“祭拜不能过未时”。可下
午的陵园，举目四周，依旧百
花齐放，一片赤橙黄绿的海
洋。我的体验是，当下午的
陵园里就剩你一个人的时
候，漫步缓行，可尽情浏览周
围的陵园景色，还可任意览
读那一座座墓碑上的碑文，
心里仿佛得到了一次洗礼和
净化。

你看，这一片墓碑的墓
座比较简约，那一片墓地占
地则较多，但其实大小不一
的墓碑上镌刻的碑铭都差不
多，无非是“风范长存，恩泽
后代”之类的。在一片艺术
墓地，各种造型的墓碑让人
印象深刻。其中有的是一颗
心，有的是一本书，不仅与众
不同，也很有欣赏价值。再
仔细读那碑文，或是艺术家、

演员，或是青年、孩童，令人
唏嘘不已。

每每阅读碑文，仿佛才
知道这里“睡着”不同姓氏的
人，仿佛才知道这里“睡着”
不同年龄的人，仿佛才知
道这里“睡着”不同职业的
人……墓碑前摆放着后人扫
墓留下的水果、糕点等供品，
寄托着子孙亲人荫佑的希
望，真希望“睡”在这里的各
样的人能看到、能闻到、能尝
到。作为一个已78岁的老
年人，我真希望能在这里获
得某种灵验的信息，那样，我
就会立刻回到父母的墓前，
和他们再说几句话。

当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
出陵园大门的时候，天色已
有些许的昏暗。陵园门口的
保安师傅看到我，表情有些
惊愕。我向他点点头，招招
手，笑了笑，表示“不必慌
张”，然后，便径直朝停车场
走去。

●故事天津

漫步陵园
孟宪武

王 新 铭 （1870—
1960），字吟笙，天津人，
近代教育家。清光绪丁
酉（1897年）科举人，年
轻时即与李叔同交好。
喜读书，能诗善画。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天津市文
史馆馆员。吾师张牧石
曾为他刻了一方“重宴鹿
鸣”，以纪念他中举满一
甲子。

王新铭常集唐诗、泰
山刻石、汉曹全碑、魏郑
文公碑、金石文中字为
联。尤以集六朝文百联
为用力。新铭先生在他
六十华诞时，曾以“干支
冠首”作了 60副联语。
1928年他将所作楹联结
集成《啸园楹联集》十
卷。天津名宿华世奎在
序中称赞他“为文纵横多
奇气，不束缚于绳墨之
句，其为联也如之”。

张牧石先生与王是
忘年交。张先生回忆说：
“我与王先生交好是在
20世纪50年代，但与他
初识是我9岁时。那时
我家住在天津旧河东粮
店后街大狮子胡同，家父
令我跟随近邻冯孝绰（名
璞）先生读书。冯先生与
王新铭是世交，常来常
往，我得以在冯家初识王
先生。”张先生提到，王喜
欢诗词唱和，当年天津寇
梦碧先生主持的梦碧词
社刊印的期刊，曾多次发
表他的词作，多豪放风
格。记得在王新铭中举
满一甲子时，恰逢有宇
宙飞船升空的新闻，寇
梦碧为他填词有句“昔
年 折 桂客，真上广寒
宫”。王先生读后“大怒”
道：“这么冷，他让我上那
儿干吗去！”

重宴鹿鸣
章用秀

明代津门有八景，
出自大学士李东阳《天
津八景》诗所选。八首
诗之五，《吴粳万艘》描
写运河漕船景色：“盛朝
供奉出三吴，白粲千钟
转舳舻。欸乃歌连明月
夜，参差帆指紫云衢。
万年壮丽留畿甸，千里
清香上御厨。圣主忧勤
先稼穑，子来应未有稽
逋。”船歌欵乃，樯帆参
差，漕运秩序不错。这
载于清代《天津县志》。

李东阳为天津写八
景诗，大约曾有过易稿
重来。比如这首《吴粳
万艘》，乾隆时《四库全
书》所录，就是不同韵脚

的另外八句：“长江西上
接天津，万艘吴粳入贡
新。漕卒啸风前后应，
篙师乘月往来频。千年
国计须民力，百里山灵
护水神。秸铚古来先甸
服，万方无处不尧仁。”
清代《四库全书》的摛藻
堂荟要本、文渊阁本均
录此首，排印本《李东阳
集》也是。

后 一 首 的 场 景 选
取，漕卒篙师一联富于
动感，如镜头特写，抓拍
而非摆拍。“百里山灵护
水神”句，涉及船行运河
的神灵崇拜。“秸铚古来
先甸服”云云，封建时代
有个词儿：天庾正供。

两个版本
吴裕成

津门商人赵一琴以
盐店学徒起家，由小同
事升为管理大名、南乐、
清丰三县的盐店大主
管，后投资泰康商场，遂
成巨富。其常年奔波商
场，却不忘养生，曾作
《享幸福歌》10首，所咏
皆健身要领。

赵一琴住在英租
界，每日到土山公园锻
炼，还向文人杨轶伦传
授长寿经验。赵还曾钞
示李鸿章《李文忠家书》
中论长寿的16条，认为

皆养生者必读的内容。杨
轶伦后总结为“养生家之
十六不可主义：1.懒于沐
浴；2.晏起；3.起即饱食；4.
两餐皆过饱；5.食不细嚼；
6.晚餐毕即寝；7.深夜饮
博不眠；8.紧闭室窗不透
空气；9.终日久处室中不
见阳光；10.睡时以被蒙
头；11.吸食各种烟；12.狂
醉；13.肉食太多不解，食
素以调剂之；14.不知戒
色；15.不知节愁；16.大便
秘结不知调理之”。

对于这些长寿的总
结，杨轶伦觉得与当时养生
专家的言论相符，为此抄录
下来，并披露于报纸上，以
为喜欢养生的人受益。

津商养生论
曲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