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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豫韵流长 

——论豫剧张派表演艺术在台湾的传承与发展 
刘雪妍 

（福建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  364000） 

摘要：1953年，豫剧祥符调名家张岫云辗转到达台湾，从此张派豫剧在台湾生根发芽，不断发展。如今的张派培养了一批以王
海玲女士为代表的优秀传承人，不断丰富创作手段，提高技艺表演，并融入新观念，创作了一部部跨文化的新作品，并不断走向国
际舞台，随着两岸的进一步交流，我们対张派豫剧表演艺术也有了更新的认识。本文深入追溯张派与中原文化之渊源，从理论层面
促进了豫剧的文化建设，对传承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张派像剧表演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深入研究其在台湾的
传播与发展，对豫剧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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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orch pass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Zhang School of Yuju Opera in Taiwan 

Liu Xueyan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Longyan University, Fujian 364000) 

Abstract: In 1953, Zhang Xiuyun, a famous singer of Henan Opera, arrived in Taiwan. Since then, Zhang School of 

Henan Opera has taken root and sprouted in Taiwan and developed continuously. Now Zhang Pa trained a batch of excellent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this lady, constantly enrich creation means, improve the feat, and embrace new ideas, to create 

the repositories of cross-cultural new works, and constantly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ith further communication 

on both sides of the, we dominated Zhang Pa henan opera has been innovating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have update. This 

paper deeply traces the origin of Zhang School and the culture of Central Plains, promote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Henan opera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work. The performing 

art of Zhang-style opera is a par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study its spread and development 

in Taiwan is of great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enan Op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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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剧，即“河南梆子”，俗称“河南讴”、“讴戏”、“高梆”、“靠

山黄”“土邦戏”等。主要流行于黄河和淮河流域，是中原腹地艺术
之瑰宝，距今有 200 余年历史，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可追溯千年。其
产生基础是“河南梆子”，特点是以唱为主，声腔属梆子腔，音乐结
构属板式变化体，可分为：二八版、慢板、流水版、散板，四种声
腔板式，历经发展变迁，于 1952 年河南梆子改名为豫剧，并在流传
过程中形成以下不同风格：祥符调、豫东调、豫西调、及沙河调、
豫北调。由于各地语言的不同及受地方音乐的影响，在发展中逐渐
形成了各自的地域流派，而以开封为中心的是标准的中州正韵，风
格高亢粗犷、明丽，称“样符调”，为豫剧之母调。 

一、关于张派豫剧表演艺术 
张派豫剧表演艺术的创立者张岫云，为豫剧祥符调名家，张岫

云女士（生于 1928），艺名“万里云”，河南临颍县人，“八岁拜高
宝泰（1895-1961）为师”，主攻旦角，九岁进入万家班，之后拜
杨金玉（1902-1928）为师工青衣、闺门旦，后曾拜“筱火鞭”王金
玉为师，她集三位大师亲传，又广泛吸收京剧等表演艺术精髓，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其演唱韵味浓厚、意蕴深沉、刚柔并济，
一派大家风范。十六岁时就以《桃花庵》一剧在郑州走红，声名享
誉豫东等地区。张岫云继承了豫剧传统演唱和表演艺术之外，并大
量学习了京剧的表演艺术。自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她就十分留意
学习京剧的表演艺术，到台湾后，在与许多京剧艺术家的交往中，
取长补短，不断创新，使其表演与 20 世纪 40 年代的豫剧相比已“雅
化”许多。多年来，张岫云融合了前辈们的艺术特色、苦心研究其
它剧种的唱腔，细心整理后创出特色的声腔、重新塑造人物角色性
格，丰富了表演内涵。她的扮相俊美、表演细腻、能文能武，开创
了独特的表演风格。张派代表剧目非常多，如《杨金花夺印》《秦香
莲》《平辽东》《秦雪梅》《桃花庵》《鸳鸯盟》《穆桂英挂帅》《破洪
州》《天门阵》《 劈杨藩》《洛阳桥》等。 

 

（张岫云） 
1949 年，随战争的迁徙豫剧艺术大师张岫云在艰苦条件下，排

除万难于 1950 年在富国岛成立新生豫剧团，由于演出成绩显著，于
1952 年随之改组为“中州豫剧团”。剧团成立后，当时所演剧目，
有《南阳关》、《贩马记》、《桃花庵》、《秦香莲》、《秦雪梅》等 20 余
出。“因数无剧本，全是张女士从记忆中得来，以口传心授方式教给
大家，连文武场的配乐，亦复如此”；全团人员在张岫云女士的带领
下不辞劳苦，辛勤演出，以宣扬中原文化，推展豫剧艺术为目的，
得到了广大同胞的热烈称赞，受到广泛欢迎。正如赵明普在《豫剧
在越南》一文中所提到“中州豫剧团是飞马豫剧队的前身，是国宝
级豫剧大师张友云女士，与一无所有的坚苦环境中，呕心沥血、克
服万难、创组而成的一个行当齐全、角色兼备的剧团。”追本溯源倘
若没有在异域所创的中州豫剧团，台湾豫剧决不可能有今天”。 

二、张派豫剧表演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1953 年，“中州豫剧团”随军迁往台湾，改名为“陆战队飞马

豫剧团”。 1949 年至 1953 年这四、五年间，是张岫云事业发展的
新阶段。这一时期，除了艺术方面的成就，也显示了她的组织能力
和领袖风采，为其在台湾创立艺术流派奠定了基础。从 1954 年至
1968 年（即她因故第一次离开"飞马"前后），其艺术足迹遍及全宝岛，
培养了众多热爱张派艺术的观众。与在台的另一位名艺人、豫西调
的代表人物毛兰花形成南（高雄）北（台中）对峙局面。 

随着劳军、晚会和公演，演出量越来越大，飞马豫剧团开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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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人才不足的状况，随后开办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豫剧科班，并于 1958
年招收了第一批学员，其中成才者甚多，尤其是 1952 年出生的王海
玲，天资聪颖过人，秉赋甚高，主工花旦、 马旦，兼演老旦、帅
旦、青衣，一招一式过目不忘，一腔一韵过耳入心，14 岁便因主演
《花木兰》而崭露头角。王海玲扮相俊美，天赋佳喉，演唱细腻蕴
藉，准确传神，咬字清晰流畅，如珠落玉盘；表演袅娜生姿，媚态
百生，并逐渐形成了清丽委婉、含蓄内敛、落落大方的艺术风格，
成为继张岫云之后的又一位“台湾豫剧皇后”。除王海玲之外，台湾
豫剧界的后起之秀还有刘海艳、刘海霞、李海雯、李美丽、潘海英、
潘海芬、任海春、邓海莲、管海奴、曹海亭等，可谓是群星灿烂。 

1965 年，飞马豫剧队面临裁撤命运，张岫云得知消息后奔赴台
北，向各级部门反映情况，经过一个月的四处奔走，终于使飞马豫
剧队再次死里逃生。至 1968 年，当张岫云在看到学生王海玲表演已
成熟，足以担当起重任后，便申请一步步提前退役。可以说，是张
岫云的坚定信念和为豫剧传承发展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台湾的豫剧
的发展逐渐走向辉煌。1970 年后，王海玲担当起重任，继续为豫剧
传承付出心力。1972 年，张岫云受邀在豫剧改进会义务教戏，并在
河南同乡会等团体晚会义演场合演出。1982 年，在国光艺校豫剧科
任专职教师。1985 年，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届民族艺术薪传奖，张
岫云的豫剧艺术成就再次得到了肯定。从 1959 年至 1966 年间，张
岫云培养出以王海玲、刘海燕等为首，号称"飞马五凤"的一大批张
派艺术继承者，至此，一个艺术流派形成的几大要素均以具备，张
派艺术已初具规模。在此以后的时间，由于张岫云不懈的努力，技
艺日精，声誉日隆，其艺术风格和特色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和成
熟，其声誉已跨越国界，被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艺术协会推认
为世界级的舞台表演艺术大师。特别是她在 1993 年首次返回故乡—
—河南郑州，为残疾人义演，其杰出的表演得到豫剧故乡的专家、
学者和一些著名表演艺术家的公认，"张派艺术"的称谓首次见诸中
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频道及大大陆的报端。同时又有一大批大陆的豫
剧名家如牛淑贤、王希玲，以及王清芬等纷纷拜在张派门下，做了
入室弟子，张派艺术的名份更加确立，与大陆的另两大门派——陈
派（素真）和常派（香玉）成鼎立之势。1949 年至 1953 年，张岫
云在异域创立"中州豫剧团"，于台湾组建"飞马豫剧队"，这四、五
年间，是其创业、拓荒阶段。这一时期，除艺术方面，还显示了她
的组织能力和领袖风采，为其在台湾创立艺术流派奠定了基础。1996
年，“飞马豫剧团”改名为“国光剧团豫剧队”，2008 年改为“台湾
豫剧团”。至此“张派”豫剧艺术在台湾确立。 

 

（王海玲） 
1981 學年，台湾飞马豫剧队招收第四期 生。这批学生学籍列入国

學光艺校豫剧科，毕业后可获得高职文凭。前三期 生都以「海」字辈
为顺序，第四期定下“宏扬中原文化，传承豫曲新声”作为各期艺名
輩 順字 的 序。1982 請年，国光艺校豫剧科邀 张岫云任专职教师，培养

新一代学生。1985 年，张岫云获得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界民族艺术薪传
奖。在获奖前夕， 冊河南同乡会举办了一场加冕典礼， 封王海玲为新
一代的“豫剧皇后”，豫剧皇后张岫云女士晋升为“豫剧皇太后”。至
此，张派的艺术成就得到肯定，她的接班人王海玲也进入舞台生涯的
巅峰。从 1959 年至 1966 年间，张岫云培养出以王海玲、刘海燕等为
首，号称"飞马五凤"的一大批张派艺术继承者，至此，一个艺术流派
形成的几大要素均以具备，张派艺术已初具规模。在此以后的时间，
由于张岫云不懈的努力，技艺日精，其艺术风格和特色在不断地丰富
和成熟，其声誉已跨越国界，被美国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艺术协会推
认为世界级的舞台表演艺术大师。特别是在 1993 年首次返回故乡—

—河南郑州，为残疾人义演，其杰出的表演得到豫剧故乡的专家、学
者和一些著名表演艺术家的公认，"张派艺术"的称谓首次见诸中央电
视台戏曲音乐频道及大大陆的报端。同时又有一大批大陆的豫剧名家
如牛淑贤、王希玲，以及王清芬等纷纷拜在张派门下，做了入室弟子，
张派艺术更加确立。1994 年，张岫云获得“亚洲杰出艺人奖”；2011
年，获得豫剧“终身成就奖”。 

三、张派豫剧表演艺术的改革与创新 

 

《慈德于珍妃》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带着中原乡音的“祥符调”在台湾地

区持续发展，铿锵有力的中州韵慰藉了民众的思乡之情。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岸开始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得台湾豫剧文化进一步发展，
在不断开拓中，张派传人继续丰富创作手段，提高表演技艺，新编
豫剧《杜兰朵公主》、《武后与婉儿》《刘姥姥》、《慈禧于珍妃》儿童
豫剧《猪八戒大闹盘丝洞》、《龙宫奇缘》、《钱要搬家了》，实验剧《试
妻，弑妻》等一部部新剧目不断推出，后又推出“豫莎剧”， 包
括《约束》、《量度》、《天问》等剧目：融入了跨文化、跨剧种等多
种创新，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以王海玲女士为代表的张派
传人，不遗余力的担当起豫剧传承发展的重任，不断开拓创新，使
豫剧在台湾得以蓬勃发展。两岸文化一脉相承，深入研究张派豫剧
在台湾的发展传播，使人更加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和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凝聚力。 

     

《量度》                        《天问》 
1972 年以后，张岫云受邀在豫剧改进会义务教戏，并在河南同

乡会等团体的晚会或义演场合演出。演出的剧目为《桃花庵》、《战
洪州》等传统戏。张岫云在表演中不断对这些传统戏进行改革，例
如对身段的重新设计，吸收了豫南沙河调、河南曲子、河北梆子的
唱腔。张岫云的改革，重视的是舞台表演的艺术效果。而飞马豫剧
队 視的改革，除了表演方面，更重 文词和剧情结构。为了拓展观众
群，飞马豫剧队对豫剧继续进行改革，在唱腔和音乐上作了很多大
胆的尝试。1981 年上演的《精忠报国》，设计了较为轻快的腔调，
并且尝试用西洋乐器伴奏，用电子琴的和声来衬托主旋律。1982 年
上演的《梁祝缘》，由当时在陆战队的施文耀全部改为新曲；配器方

甕面新增「 」这种胡筒较大的琴以及低音吉他增加悲苦情绪；祝英
台进学一段则增加了幕后帮腔。除了音乐方面，飞马豫剧队也开始

現 來运用 代戏剧场的布景、灯光等 烘托演出效果。在这个阶段的改革，
和以前不同是不再强调「国剧化」，更加重视豫剧的乡土特色。一方
面可以说是回归豫剧的本色，一方面创造了台湾豫剧发展的新方向。
随着两岸文化的交流，推出的新戏，无论是豫剧的新剧目，还是在台
湾未曾上演过的传统剧目，大多都依据河南原乡的演出改编。 

1996 年，飞马豫剧队改制为教育部国光剧团豫剧队，和河南家
來乡的交流往 也日益密切。于 1997 年推出的新戏《西出阳关》，该

剧是中国当代豫剧皇后牛淑贤的拿手戏，国光剧团豫剧队邀请她到
台湾亲自传授指导。此后的每一部新戏的制作，都有两岸豫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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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直接参与，尤其在编剧、导演、编腔、配乐等方面，弥补了台
較湾豫剧创作比 缺乏人才的部分。1998 年上演的《狸猫换太子》，

是河南的豫剧艺术家涉入程度 深的一次，从编剧、导演、编腔、
配乐到舞台设计，都出自河南豫剧工作者之手，同时邀请五大名旦

參之一的马金凤老师到台湾 加演出。2000 年，国光剧团豫剧队推出
來的《中国公主杜兰朵》，该剧目故事 自于《一千零一夜》，在西方

許曾有 多剧作家取用此素材进行创作，其中影响 大的是意大利作
曲家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公主》。1994 將年，中国的魏明伦 其改
编成川剧的版本，国光剧团豫剧队采用魏明伦的剧本，聘请河南的
豫剧音乐家重新创腔，结合四川的跨剧种导演、上海具有现代风的
裝服 造型设计师，以及台湾的学院派剧场舞台灯光工作者，使得这

現部戏完全突破传统豫剧的格局，展 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流行感和现
代感。国光剧团豫剧队的另一项新举措是推出了儿童豫剧。2001 年，
推出《猪八戒大闹盘丝洞》，2002 年推出《龙宫奇缘》，吸引了众多
家长和小朋友一起进入剧场观看。两部儿童剧都以充满想像力的神

別 裝话故事为素材，加上多彩绚丽的舞台、 致新颖的造型和服 、热
闹欢快的歌舞场面。随着现代声光效果营造出神秘气氛，带领小朋
友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也开始了戏曲欣赏的启蒙。这两部儿童豫
剧的创作，将儿童剧和豫剧两种成分相结合，使得传统的豫剧以全
新的方式和现代接轨。1998 年，王海玲获得“全球中华文化艺术薪
传奖”传统戏曲奖项。2000 年，王海玲获得“国家文艺奖”戏剧类
奖项。至此，更加肯定了台湾张派豫剧艺术的确立。 

 

《武后与婉儿》 

纵观豫剧在台湾发展的数十年，张派豫剧传人作出的贡献是有目
斷共睹的。随着两岸的不断交流、相互促进，持续不 的改革与创新，

是对豫剧表演艺术的执着追求。可以说张派这一称谓是经该艺术流派
创始人张岫云大师六十余载在豫剧发展道路上的奋进拼搏的结果。她
为豫剧在台湾的传承和发展尽职尽责，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做出
了巨大的贡献；如今的张派豫剧表演艺术，在台湾已生根发芽，开枝
散叶，张派艺术传人在立足传统豫剧表演艺术的基础上，致力于台湾
本土化和现代化，并尝试跨文化，跨剧种的探索与创新，使得张派豫
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州正韵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马紫晨．《豫剧》[M]．河南文艺出版社．2011.1. 

[2]于芬兰，王长印．《豫剧》[M]．吉林出版社．2013.1. 

[3]赵明普．《豫剧在越南》[J].《东方艺术》．2011.（3） 

[4]谭静波.   《豫剧史话》 [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7 

[5]陈芳，严立模．《台湾豫剧五十年图志》[M].国立传统艺术中

心．2003.12.8 

[6]石光生 ．《台湾传统戏曲剧场文化：仪式演变创新》[M]，台

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3 . 

注释： 
①高宝泰（1895-1961），知名艺徒有张岫云，祁兰芳，王素君，

郭兰芳等。 

②飞马豫剧队，是台湾豫剧团体中成立 早的，也是迄今唯一

存在的。详情见《台湾五十年史略》25 页，2003 年，严立模著。 

③豫莎劇，是由莎士比业戏剧改编而成的豫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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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陕西师范大学声乐硕士、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会会员，福建

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声乐考级考官、龙岩市声乐委

员会副会长，龙岩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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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 
西柏坡时期，党始终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初心使命。这一初

心使命，决定了党要实现的民主目标，其本质和核心是以人民为主
体地位的人民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在新征程上，我们依然
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以人民为主体，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突出
标志。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得到了充分的
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越来越健全，人民民主体现在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全过程。所以，我们要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坚定人民立场，充分保障人民民主
权利，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 
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 大亮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
只有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 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真正实现，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 

（四）坚持统一战线，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统一战线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目的是一致的。人民依法享

有广泛权和自由，通过多种途径行使民主权利，既体现在民主选举
环节，也体现在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其他
环节；还体现在政治领域，甚至广泛深入到经济、文化、社会等领
域。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制胜法宝，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
量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人心、汇聚
民意，获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给合，是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唯一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赋予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
是领导工人阶级“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党自成
立以来一直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谋求民族复兴、探索人民民主。全
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思想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的结晶，不断地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人民民主推
进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必须要坚持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给合，扎根中国大地，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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