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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琦

3月28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荀派传承人孙毓敏因病去世。4月9
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临清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徐雪涛，听他讲述41年前孙毓敏与临清的一段动人故事。

不遗余力培育新生

故事的开头要从一次临清巡回演出说起。
1982 年 12 月，北京京剧院三团在著名京剧艺术家高派老

生李宗义先生、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先生的带领下，来
到临清演出。荀派艺术家孙毓敏、余派老生赵世璞、裘派花脸
刘建元、梅派青衣李冬梅、张派青衣关静兰等众多名家荟萃，为
临清戏迷带来了一场京剧盛宴。

徐雪涛回忆，巡回半个多月之后，北京京剧院三团结束演
出，即将离开临清。没有想到的是，孙毓敏、赵世璞、刘建元、
李冬梅等几位艺术家留了下来。原来，时任临清市京剧团指
导员的周观过先生希望得到京城京剧艺术家的鼎力支持，为
临清市京剧团培树新人，便竭力将他们留下来。此后临清市
京剧团先后上演了《大·探·二》《红鬃烈马》《玉堂春》《红娘》

《豆汁记》等经典剧目。
“这次合作中，对临清市京剧团贡献最大的，当数孙

毓敏老师。”徐雪涛回忆，“受益最大的则是我们团的青
衣花旦演员王彩虹。因为在当时团领导的精心安排
下，王彩虹拜孙毓敏为师，并为她们举办了小型拜
师会。”自此，王彩虹便走上了正宗的荀派艺术之
路。

孙毓敏在临清期间，与王彩虹同吃同住。除
了演出排戏之外，业余时间，孙毓敏不遗余力地
向王彩虹传授荀派表演艺术，这才使得王彩虹
成功出演了《红娘》《豆汁记》《棒打薄情郎》

《红楼二尤》《勘玉钏》《玉堂春》等荀派剧目，
也为王彩虹的京剧艺术之路，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尤其《红娘》一剧，是荀派的经典之
作，孙毓敏被票友称为“活红娘”，足见其
艺术造诣之深。为了纪念孙毓敏与临
清市京剧团的这段故事，徐雪涛精心
创作了《红娘戏文图》。题诗曰：

前学孙毓敏，后宗吴韵芳。
反串扮张生，全本看红娘。

孙毓敏老师，是徐雪涛结识的艺
术家中最受敬重的几位老师之一。
她是一位学者型演员，对生活不拘小
节；她对京剧艺术怀揣一腔热忱，一丝
不苟、努力探索；她一生坎坷，却始终乐
观，纵然走入人生低谷，也从未放弃舞台和
热爱的戏曲事业。“孙毓敏老师毕生都在为京
剧事业作贡献。作为京剧人，深知这门艺术对人
的磨练，我们都应该向老一辈艺术家学习，即使风雨
交加，也要傲然挺立。”徐雪涛说。 孙毓敏赠送徐雪涛的墨宝

2018年徐雪涛与孙毓敏（右）合影

徐雪涛创作的《红娘戏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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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辞劳苦鼎力助演

在后来几年间，孙毓敏又多次来临清市京剧团授艺。
1985年秋，临清市京剧团在河北宁晋县演出时，剧场一方
要求要有名家助阵。徐雪涛当即跑到北京找到孙毓敏老
师。讲明事由，邀请孙老师赴河北鼎力助演。孙毓敏老师
很热情，对徐雪涛说：“我晚上去虎坊桥工人俱乐部演出，
等打住戏后，咱俩只有坐夜车去宁晋啦！今天正好有时
间，一会儿你在家吃午饭。”

“那太好啦，只是太辛苦您啦！”
“没事，不就是多演两场戏嘛。”
说话间，传来敲门声。孙毓敏便迎了出去，一会儿走

了过来，用带有荀派韵味的话说：“雪涛啊，不好意思，得需
要你卖点力气啦！”

原来孙毓敏上海老家亲人，让人给捎来一袋大米，需
要扛上来。徐雪涛一溜小跑跑下楼，把一百斤的大麻袋一
口气背上了五楼。

洗手的间隙，孙毓敏又不好意思地开口：“雪涛啊，今
天既然辛苦你啦，那就再帮我把这幅画换下来吧！”

徐雪涛边擦汗边说：“好来！我多干点活，一会儿也算
不白吃您一顿饭。”

说着，徐雪涛蹬上桌子，把墙上的旧画摘下来。把那
幅刚裱好、由著名书法家康殷先生为孙毓敏撰写的书法大
作挂上。

“我看你也喜欢字画。换下来的这一幅送你啦，这是
齐白石长孙齐佛来先生的墨宝《藤萝图》。”孙毓敏对徐雪
涛说。

徐雪涛欣喜若狂，又灵机一动，忙说：“您的书法也不
错，劳驾您在画上题写‘转送雪涛’，就更有意义啦！”

孙毓敏会意，于是这一幅题有“转送雪涛”的墨宝就被
徐雪涛“收入囊中”。

从孙毓敏收徒到鼎力支持临清市京剧团发展，她一直
身体力行为艺术放歌。更难能可贵之处，是她不自恋于我
是荀派传人，而是钟情于我为荀派树人，为京剧事业从夕
阳到朝阳的新轮回奉献终生。在孙毓敏的影响下，荀派弟
子在大浪淘沙中不断淘洗自己，在无我的艺术传承中，继
续绽放着荀派光芒。

荀风毓骨，山高水长。荀韵新声，永不消逝。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