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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系 梨 园 夕 阳 红
———记原临汝县豫剧团导演孙新

马俊杰

正在排练指导节目的孙新（中）

戏里戏外
摄影 段更伟

阔步

传承

凝望

亲昵

台上台下

小小戏曲家

编 者 ：

咚锵、咚锵……锣鼓声响，好戏开场。

一喜一悲一抖袖，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台前上演各种悲欢离

合，幕后你方唱罢我登场，忙忙碌碌。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戏曲演员

台上精彩，台下刻苦。一场戏，观众们听得过瘾，背后是全体演员数十年如一日

的坚持和付出。

台前幕后，演员们用精湛的演出回馈观众。戏里戏外，演员们用动听的唱腔

诠释着对曲剧的热爱。近日，在群艺馆，我市摄影师段更伟拍摄了一组戏曲演员

台前幕后的精彩瞬间，让我们感受到戏曲演员的精湛演技与幕后的故事及戏曲

的传承，台前幕后，生旦净丑，戏里戏外，粉墨春秋。

在 20世纪后半叶曾经名闻遐迩的临

汝县豫剧团里，有一个从小喜欢戏曲的小

戏迷，他凭着永不服输的毅力，经过多年

的努力，终于成长为一个集导演、唱腔设

计、舞美构思于一身的戏剧奇才。

20 世纪 90 年代，曾由他执导、我市

知名剧作家屈江北编剧的汝州电视台

《艺苑春》栏目，可谓是家喻户晓，当时

可与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栏目相媲

美。

他曾执导豫剧现代戏《海霞》、大型古

装戏《狸猫换太子》，在汝州及周边各县区

演出近百余场次，深受观众的喜爱。他就

是原临汝县豫剧团著名导演孙新。

年幼时代与戏结缘

孙新，生于 1944年 10月，钟楼街道

（原城关镇）十字街人。孙新兄妹八人，

他排行老六。家庭主要经济来源靠父母

做鞋为生。那些年月兵荒马乱，家里是

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拮据。1956年，上

中学时受到会拉板胡的班主任的影响，

12岁的孙新喜爱上了豫剧。当年，想学

唱戏可不容易，没有专业老师辅导，只

能靠跟着留声机学唱。那时县城西关街

城隍庙附近有个卖留声机的门市，店主

为招揽生意，经常播放些豫剧《花木兰》

之类的经典唱段。孙新有空就跑到门市

旁，跟着留声机中的唱腔，一句一句地

跟着学。刚学没多久，《花木兰》中的那

些唱段，他基本上都唱得有模有样了。

像孙新这样 10多岁的孩子，学戏的

并不多。有件事至今令孙新记忆犹新。

在他初中将要毕业时，因为欠了学校四

块钱学杂费，受到了校领导的点名批

评，还将他的名字公布于众。小小年纪

的他为此感觉挺丢人。就在他为此发愁

时，刚好临近春节，县豫剧团为活跃“双

节”气氛，在街上举行演出活动。由于孙

新能唱，加之与剧团又是近邻，又同演

员们较为熟悉，在街上碰面后，大家执

意邀请他一同演，他不好意思推托，就

跟着剧团一块去演出了。当时唱的是

《花木兰》选段，他那委婉动听的唱腔，

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也得到剧团

领导们的青睐。中午，演员们又邀请他

去剧团吃饭。当时他就想，以后能在剧

团工作该多好，不但可以从事自己喜欢

的戏曲事业，也不用再为交不起学杂费

而犯愁，还可以为家庭减轻点生活负

担。与此同时，剧团也确实需要这种既

能唱、又有文化的演员。县豫剧团指导

员刘小会找孙新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到

剧团工作，他听后不假思索便答应了。

回家后他将喜讯告诉父母，父母也非常

支持。1959 年 2 月，孙新如愿成为剧团

的一名演员。

青年时代厚积薄发

1966 年秋，县豫剧团演出现代戏

《三世仇》，孙新在戏中饰演主演虎儿。

由于他作戏逼真，唱腔优美，扮相俊秀，

赢得了观众的赞誉。这部戏每天演出三

四场，连续上演一个多月，场场爆满。孙

新因每天唱戏时间长的缘故，嗓子出现

了问题，疼得厉害，就请假休息了。那天

虎儿一角由别人替演，但演出效果并不

理想。第二天，剧团领导找孙新谈话，让

他继续演出，顾不上还在疼的嗓子，他

二话没说就又登上舞台。《三世仇》的演

出，激励人民群众忆苦思甜，“不忘阶级

苦，牢记血泪仇”，坚定了人民群众永远

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进而鼓舞了斗志，

增强了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建设社会主

义事业的雄心和决心。

孙新在剧团工作一段时间后，因为

他有文化，导演时常让他帮忙抄写剧

本，有时还让他一起参与研究剧本。在

此期间，孙新也学到了一些编写剧本知

识及戏曲导演的方法。当时，剧团里有

个叫阎竹荣的主演，唱功非常好，但却

不识字，每次排练前，孙新都会帮她背

台词。尤其是阎竹荣年龄较大，冬天晚

上时，孙新就时常坐在其床边为她念台

词。孙新的工作表现，得到了剧团领导

们的肯定。从而，也奠定了他学习戏剧

的信心。他暗下决心，在剧团里一定要

干出个名堂，决不辜负领导及父母亲的

期望。正在他踌躇满志时，孙新又考虑

到自己个子不高，凭外形条件，可能唱

得再优秀，也不一定能时常做主演。此

后他便下定决心转型，从事戏曲导演工

作。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学习、揣摩和历

练，他掌握了导演所具备的排练方法和

技巧。此后，随着孙新戏剧知识掌握的

日渐成熟，导演就让他协助排戏，当时

只是拍些像《补锅》《游乡》之类的小戏。

不过自此以后，16 岁的孙新就和导演工

作结了缘。

1967年 4月，临汝县为成立文工团

而解散了豫剧团。在此期间，洛阳地区电

业局在汝州招收工人，孙新被录用，分配

至洛阳市电业局办公室工作。通过近 3个

月的历练，孙新凭着自己爱岗敬业的态度

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得到电业局领导的认

可。同年 8月，临汝县决定恢复临汝县豫

剧团，团长董志亚亲自到洛阳地区电业局

找到孙新要求他回剧团工作。洛阳电业局

领导一再挽留，孙新考虑再三，为了自己

心爱的戏曲事业，为了县剧团的繁荣和发

展，他毅然放弃了洛阳市电业局舒适的工

作环境，回到剧团，在那里继续续写着自

己梦寐以求的艺术篇章。

1971年，焦枝线铁路修建时，县剧团

进驻洛阳市白沙镇，进行作风整顿。在此

期间，他编排了戏曲舞蹈《铁姑娘战斗

队》。该节目在洛阳地区节目汇演中获优

秀节目奖，并在“三线建设”工地慰问演出

期间，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随着对戏曲知识的积累，孙新开始尝

试唱腔、舞美设计的学习。经过他不懈的

努力，从谱曲、唱腔、舞美、服装设计到舞

台编排等一系列工作，他都能做得得心应

手。1973年，孙新执导了豫剧现代戏《海

霞》。这部戏是孙新导演史上的处女作，也

是豫剧团学生队登台演出的第一部大戏。

《海霞》这部戏，在剧院连演半个月，场场

爆满。

孙新在 1971年 9月至 1981年 7月，

分别在临汝县文化馆、“五七”大学任教，

共培训了四批近 200名戏剧学员。这些学

员毕业之后，都已成为县剧团的骨干力

量。其中有个别优秀学员，现已成为省、市

级剧团的主要演员。

中年创作声名鹊起

1977 年，国家恢复古装戏的演出。

1980年，孙新在剧团重新编排了豫剧大

型古装戏《狸猫换太子》。这部戏演出之

后，获得观众的好评。这也为他从事戏剧

导演工作，增加了无穷的动力。孙新为了

使《狸猫换太子》剧情更加丰满，在没有其

他剧本作参考，没有故事延续做铺垫的情

况下，根据剧情人物的发展，经过自己的

精心构思，在《狸猫换太子》第二部原有的

基础上，创作了第三部。

1981 年，县豫剧团曾先后到禹州市

（禹县）、巩义市（巩县）、襄县、许昌等

地，演出《狸猫换太子》三部大戏，在两

个多月时间内共一百多场戏。演出期

间，在场的观众热情高涨，掌声雷鸣，观

众无不为优美的唱腔及跌宕起伏的剧

情所感动。

1984年临汝县豫剧团解散。1984年

初，孙新被调到临汝县计生委，从事计

划生育宣传工作。同年 6 至 10 月，孙新

由县主管文化的领导指派，相继被借调

到梨园、朝川豫剧团，指导剧团排练工

作。在梨园剧团编排了大型古装戏《故

剑情》一至三部；在朝川剧团排练了古

装戏《三姑闹婚》。这些剧目已成为该剧

团的代表剧目。剧目搬上舞台演出之

后，观众好评如潮。

1989 年，孙新在计生委领导的支持

下，组建了计划生育宣传小分队，他经

常编排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小品，深

入乡村、厂矿开展计划生育普法宣传教

育活动，使群众在寓教于乐中受到教

育。

工作之余，孙新还积极参与上级文化

部门的文艺调演活动，荣获多项荣誉。

1990 年，在县（市）区职工戏剧小品比赛

中，孙新所导演的《别这样看他》被评为优

秀导演。1992年，在河南省法院系统文艺

调演中，由孙新所导演的《送子伏法》，荣

获节目优秀奖。2000年，汝州市人大在开

展“世纪风———人大暨法治建设”文艺汇

演活动中，孙新获得优秀导演奖。2018

年，汝州市全国征集小品，小戏曲、曲艺作

品评先活动中，孙新所创作的小戏曲《村

魂》荣获三等奖。

晚年退休余热不减

2004年，孙新光荣退休。退休后，他

对自己喜爱的戏曲事业，依旧热度不减。

每天早上除了坚持锻炼外，还致力于参加

汝州市公益文化活动。2009年，孙新在为

市文艺志愿队小分队排练现代戏《红灯

记》“李奶奶痛讲革命家史”一折时，因缺

少道具号志灯，可在市场又难以买到，他

就急中生智，自己亲手制作。因他制作的

号志灯逼真，当演员手持号志灯刚一举起

时，观众的目光就聚焦在这只号志灯上，

对此无不拍手称奇。

2014年，由他执导、屈江北编剧的

《拥军秧歌》小品，曾参加平顶山戏曲、小

品调演比赛，获得优秀剧目奖。汝州市人

武部曾多次组织该节目，到驻训部队进行

慰问演出。他多次执导了汝州电视台举办

的春晚及大型文艺活动戏剧、小品类节

目。他还时常义务为乡村剧团及戏迷们排

练节目，深得汝州戏剧界同行们的尊重。

为了表示敬意，2009年，在孙新从事戏曲

工作 50年之际，戏剧演员及爱好者们自

发组织，为其举办了一场“孙新从艺五十

周年专场晚会”。

现如今，孙新年已八旬，但他精神矍

铄，耳聪目明，身体硬朗。早上，在市区绿

洲广场上时常有他指导戏迷们练习身段

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