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百态，皆是味道。

味道是什么？

是茶的浓酽、酒的辛

辣、醋的酸郁、奶的鲜香？

还是母亲的怀抱、指尖的

露珠、跳跃的舞步、无染的

净洁？

都是。

那内蒙古晋剧的味道

是什么？

业内大咖说，是“醋味

儿+奶味儿”。

晋剧又名中路梆子，

源于山西，清初流入塞外。

三百年来，阴柔婉转的晋

剧在内蒙古高原厚土的滋

养下，表演形式逐渐融入

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广泛

借鉴京剧、河北梆子等唱

腔念白，形成了如今高亢

激昂、特色鲜明、深受老百

姓喜爱的剧种。

传统晋剧在内蒙古

“生根发芽”

“一九冬至一阳生，归

化城街上闹哄哄，来的把

式都有名，喜儿生秃蛋飞

来凤；

二九天数小寒，秃蛋

唱了一出《虹霓关》，飞来

凤唱的是《长寿山》，喜儿

生唱的是《吕布戏貂蝉》；

三九硬冻遍地冰，从

代州来了个千二红，他唱

《捉曹放曹》《取西城》，赵

匡胤报仇《三下河东》；

……

九九本来又一年，闷

铜黑唱了出《御果园》，《御

果园》唱得好，归化城把式

都来到，大腕儿肉一条鱼

人参娃娃一杆旗。”

这是流行于清代归化

城民间的顺口溜“梨园九

九图”，喜儿生、秃蛋、飞来

凤、千二红、大腕儿肉、一

条鱼、人参娃娃、一杆旗等

都是艺人的艺名。这些艺

名趣味横生，读来生动形

象、让人捧腹，不觉间好似

看到了当年归化城晋剧流

行的盛景，艺人们个个身

怀绝技各展风姿，红黑生

旦丑你方唱罢我登场，好

一派热闹的锦绣梨园盛景

图。

《呼和浩特市文化志》

记载，归化城地处北疆要

塞，交通便利、经济发达，

山西人居多。清同治年间，

已经有了私人组织的晋剧

班社，常在托县、萨拉齐、

包头、河套、伊盟（现鄂尔

多斯）等地区流动演出。清

道光及民国时期，归化城

的晋剧十分繁盛，大观园

剧院和民众剧院是两个非

常有名的剧院，经常有晋

剧班社进行演出。包头作

为商辏往来的水旱码头，

更有开明大戏院、魁华舞

台、三庆茶园、西北剧影社

等盛极一时的戏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

政府对剧院班社进行了改

造，经过多次机构更迭、人

员变换，内蒙古的晋剧事

业欣欣向荣，尤其呼和浩

特名家辈出、剧目繁多、品

质上乘，后起之秀如雨后

春笋。

老艺人中有康翠玲、

宋玉芬、任翠芬、亢金锐、

王静卿、杨胜鹏、常艳春、

赵金瑞、刘俊美、郭玉林等

技艺精湛、唱作俱佳的十

大演员，精心培养的陈改

梅、陈艳秋、赵广仁、牛正

明、齐玉红、侯远喜等一批

优秀中青年演员也已经崭

露头角。1959年，呼和浩特

市艺术学校成立，专门培

养晋剧、二人台等戏剧事

业接班人。

剧目上，积极挖掘整

理了《打金枝》《铡判官》

《凤台关》《七堂会审》《调

冠》等一批传统剧目，同时

移植了《李逵》《薛刚反唐》

《花打朝》《三滴血》等京剧

优秀传统剧目，并创作改

编了《兄妹开荒》《夫妻识

字》《白毛女》《刘胡兰》等

多部现代题材和革命历史

题材剧目，取得了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晋剧表演艺术家受人

民喜爱

在内蒙古，晋剧主要

流行于呼和浩特、乌兰察

布、包头、巴彦淖尔、鄂尔

多斯、乌海等西部地区，深

受老百姓喜爱，被称为“大

戏”。

“小时候，村里来了晋

剧团，我们一帮小孩儿满

大街喊‘唱大戏’的来了，

‘唱大戏’的来了。大人们

也高兴，让孩子们早早搬

着小凳子到戏台前面占

座，生怕去晚了坐在后面

看不到演员们的生动表

情。邻村人也会相伴着走

上二三十里夜路来看戏，

戏场比过年都热闹。”回忆

起小时候村里“唱大戏”的

情景，45 岁的乌兰察布男

子闫东辉止不住地乐呵。

他说，戏好全凭演员好，一

个好演员是整部剧的灵

魂，比如康翠玲。

康翠玲，内蒙古戏曲

界乃至全国晋剧界旗帜性

人物，在呼和浩特晋剧届

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是戏迷们“砸锅卖铁也要

看”的著名晋剧表演艺术

家，因其卓越的艺术成就，

被 称 为“ 晋 剧 界 的 梅 兰

芳”。

康翠玲祖籍山西朔

县，呼和浩特市晋剧团首

任团长，1930 年出生于北

京，自幼随母亲金玉玺学

戏，10岁登台演出，展现出

极高的戏曲天赋，她辗转

于山西、河北等地演出，民

国 时 期 已 经 名 噪 一 时 。

1947 年，康翠玲随母亲来

到归绥落脚，以唱戏谋生。

1949 年后，康翠玲担

任归绥市新绥剧社副社

长，常在归绥市旧城小东

街大观园剧院演出，擅长

花旦、刀马旦等行当，深受

戏迷追捧和好评。

康翠玲的唱腔圆润，

吐字清晰，扮相俊美，表演

活泼逼真，在晋剧旦角表

演中独树一帜。演出的代

表性剧目有《打金枝》《霸

王别姬》《嗄达梅林》《王昭

君》《春香传》《江姐》等，其

中《打金枝》《春香传》《江

姐》被灌制成黑胶唱片，在

当时广为流传。

1998 年，康翠玲在呼

和浩特病逝，享年68岁。

2020 年，是康翠玲诞

辰 90 周年，呼和浩特市文

化旅游投资集团晋剧院隆

重推出了“纪念康翠玲先

生诞辰90周年”特别活动，

以此方式向这位人民的表

演艺术家致以深切的缅

怀。

晋剧在内蒙古得到创

新发展

从内蒙古晋剧第一代

代表性人物康翠玲起，晋

剧在内蒙古就发生了显著

改变。在多年的演出实践

中，康翠玲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艺术特点，尤其唱腔

不断吸收北路梆子、蒙古

族音乐的特色，在她原有

婉转、清丽、略带沙哑的艺

术风格中，又增添了豪放、

粗犷的边塞韵味。

《呼和浩特市文化志》

中载，源于山西的晋剧，在

内蒙古特定的环境气候

里，由于不断受到当地民

族、民间艺术以及当地山

川地理、风土人情的影响，

在念白、唱腔和表演上已

经产生了根本变化，久而

久之，晋剧在内蒙古形成

了不同于山西晋剧艺术风

格的特色。

时至今日，经过程改

梅、牛正明、程砚秋等第二

代晋剧表演艺术家的传承

接力，第三代接班人何小

菊、周胜利两位表演艺术

家已经把内蒙古晋剧的韵

味发挥到了极致。

何小菊，第二十三届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

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晋剧

传承人。

周胜利，呼和浩特市

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晋剧院

书记，行政事务之余，从男

一号到执行导演再到基层

演出，多年来一直没有离

开过舞台，并深深为之着

迷。

2004 年，经过 20 年不

断的精心打磨，由他们主

演的新编大型民族历史剧

《满都海》与观众见面了。

长调、呼麦、梆子腔，

京白、铙钹、普通话，马队、

舞蹈、蒙古袍……传统的

晋剧唱腔，大量的蒙古族

文化元素，相应相合中彰

显了民族团结这个永恒不

变的主题，《满都海》的创

新表演手法，获得了成功。

在随后的全国巡回演

出中，所到之处好评如潮。

太原的晋剧表演艺术

家说，明明是晋剧，唱念做

打中却又不拘泥于传统，

有了内蒙古地方特色，好！

宁波的观众惊喜地

问，这是什么样的晋剧？听

得懂还入迷。“醋味儿+奶

味儿”，该剧音乐编导、国

家一级作曲家李静波说。

“对对对，就是这个味儿”，

观众笑了。

2005 年，《满都海》先

后获得了中国首届戏剧

奖、第 23 届中国戏剧梅花

奖等多个全国性大奖。

好团队才能打造出好

作品。

继《满都海》之后，作

为内蒙古晋剧事业领头羊

的呼和浩特市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晋剧院乘势而上、

再接再厉，紧扣时代主题，

又陆续推出了新编反腐历

史戏《巡城记》、现代脱贫

攻坚戏《武汉鼎》等多部叫

得响的剧目，常演不衰。

近些年，何小菊、周胜

利等表演艺术家刻意退居

幕后，倾力培养第四代内

蒙古晋剧传承人。在他们

的传帮带下，《巡城记》《武

汉鼎》中大胆启用李宏伟

等中青年演员挑大梁，不

负众望。

为了补充团队力量，

该院近期又从山西招聘了

5名中青年演员，唱念做打

样样俱佳。

“我们最新创作的现

代抗战戏《高凤英》即将进

入排练阶段，全部由中青

年演员出演。”周胜利说，

这部剧应该又是一部撼动

人心的晋剧佳作。

传统晋剧在内蒙古是什么味道？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高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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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演员李中青年演员李

宏伟剧照宏伟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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