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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本領比名氣大的普通演員」
李樹建，主攻老生鬚生。「演不平常
戲，做平常人」，他一直這樣鞭策自己，
這也是他藝術人生的真實寫照。他的藝術
表演風格悲愴、用情、淳樸不失激昂，兼
具藝術性、思想性和時代的氣息。他兩次
榮獲中國戲劇「梅花獎」，文化部「文
華」表演獎、上海戲劇「白玉蘭」獎。
作為豫劇名家，李樹建獲獎無數，卻從

不被這些名氣所動，仍堅守文化立場。在
他看來，文藝是塑造人心的，修德和養藝
是分不開的，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
者不能博見，要把為人、做事、從藝結合
起來，作為一生的功課來學習。在個人名
利上要知足，在事業上要不知足，在能力

上要知不足。他常說：「要做一個本事比
名氣大的普通人。」
「我李樹建沒有別的本事，從學戲的第

一天起就暗暗發誓，一定要好好學戲，學
出點名堂，給生我養我的父老鄉親多唱
戲、唱好戲、唱上一輩子戲！」李樹建拍
着胸脯說道。
李樹建的時間基本上都給了豫劇。他偶

爾上網看看新聞，從來不使用微信。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他時是個周日，整整一層
辦公室，只有李樹建的辦公室開着門。他
說，「趁着周日把手頭上的事情趕緊處理
處理，到周一又要佈置下周的任務了。」
採訪結束後，李樹建又馬不停蹄地趕到青

年團看他們排練的新戲。
李樹建至今已經收了100多名徒弟，他
對徒弟要求非常嚴格，制定了「李家弟子
規」：收徒不收禮；做到三忠於：忠於
黨、忠於人民、忠於觀眾；「三不管」，
不管升官發財、不管職稱評定，不管參賽
獲獎；「三幫助」：不違反原則的情況
下，幫助徒弟子女入學，關心徒弟身心健
康，徒弟生活拮据的給予適當資助。
通過幾十年下田間地頭為百姓演戲的經

歷，李樹建總結出了四句話作為看家寶，
戲稱「千萬經」：走遍千山萬水找市場，
吃盡千辛萬苦樹形象，歷經千錘百煉出精
品，想盡千方百計奔小康。

李樹建說，他從藝45年，擔任豫劇院
團長31年，是真正地趕上了好時代、新
時代。黨的十八大以來，他們編排出了
《焦裕祿》、《常香玉》，還有廉政豫劇
三部曲《全家福》、《九品巡檢》等，多
次獲得國家大獎，受到領導和觀眾的歡迎
和高度評價。今年，他們將會繼續推出一
些精品力作，比如精心打造精準扶貧大型
現代戲《堯山情》，創作一台紀念改革開
放40周年的現代戲《河南人》，繼續辦
好一年一次的中國豫劇北京優秀劇目展演
月等。
他認為，中國戲劇藝術博大精深，特別

是豫劇，真正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和人民性，體現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
作導向。例如古裝戲《包青天》中「勸陳
世美」，包公唱：「一告你父母雙亡，你
不戴孝，身在朝中穿紅衣，陳駙馬你可穿
不得。論吃還是家常飯，論穿還是粗布
衣。家常飯粗布衣，知冷知熱結髮妻」，
這在古代叫從嚴治吏，現在叫從嚴治黨。
再如現代精準扶貧戲中的幾句唱詞：你的
困和難有人在關注，你的痛和苦有人很在
乎，是誰在你們門前修了一條路，是誰把
你的危房換新屋，只有我們的黨，人民才
幸福。
李樹建說，戲曲人要爭做平常人，演不
平常戲。文藝創作不能在經濟大潮中迷失
方向，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堅持人民性，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藝術精
良的優秀作品，推出一批謳歌黨、謳歌祖
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在
文藝創作中決不褻瀆歷史、褻瀆祖先、褻
瀆英雄，決不讓那些廉價的掌聲、無底線
的娛樂、無節操的垃圾進入我們的生活，
走進我們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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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諾千金重，取義輕捨生，歷盡萬劫眉不皺，留一腔浩然正氣貫長虹。」這

是全國人大代表、十一屆河南省政協常委、中國劇協副主席、河南省劇協主席、

河南省豫劇院院長李樹建代表作之一《程嬰救孤》的結束曲，也是56歲的李樹建

的真實寫照。從法國巴約納國家劇院到美國百老匯、荷里活杜比劇院，李樹建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豫劇從田間地頭走向世界舞台，路會越走越寬，「我做了30

多年的基層院團長，演了40多年戲，一定在戲曲舞台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

國聲音，為中國豫劇盡職盡責，盡心盡力，盡忠盡孝。」他亦衷心希望更多的中

國地方劇種走出國門，唱響「中國聲音」。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

■■李樹建主演的李樹建主演的《《程嬰救孤程嬰救孤》》劇照劇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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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李樹建成為了媒體追
捧的「新面孔」。他說：「舊社會，唱戲

的演員在社會上沒地位。今天的我，曾經是全國
勞動模範、黨的十八大代表，還是河南省委委
員。之前，我是河南省政協常委，如今，我又有
幸成為全國人大代表，這是人民對我的信任，也
是黨和政府對我的肯定。」

「忠孝節」出國門豫腔傳民族精神
李樹建雖是全國兩會上的「新面孔」，卻是國

際上的「老明星」。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十多
年來，李樹建帶領原創豫劇《程嬰救孤》、《清
風亭》出訪了27個國家和地區，讓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走出去，展示了中國的文化自信。每一次
演出李樹建都記憶猶新。他回憶說，2013年2月
17日、2016年10月18日，河南戲曲分別走進美
國戲曲中心百老匯和世界電影中心荷里活杜比劇
院演出。「美國觀眾看懂了，時而掌聲雷動，時
而淚如泉湧。 」
李樹建告訴記者，中國豫劇演才子佳人的戲比

較少，弘揚愛國主義，歌唱祖國，禮讚英雄，弘
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正能量，唱響主旋
律的戲很多。據統計，河南能在舞台上演出的
198台劇目中只有兩台是純娛樂性的。
「主旋律」的豫劇不僅在北方立得住，在南方

受關注，在境外也能落地生根。在網絡上，豫劇
更是名列最受關注戲種第一名。李樹建認為，這
源於豫劇語言通俗易懂，表演質樸自然，唱腔真
情意切。

但最為重要的是，豫劇所弘揚的「主旋律」是
普世性的。為此，從題材到編劇到舞台，李樹建
都精心打磨。據介紹，他的「忠、孝、節」
（《程嬰救孤》、《清風亭上》、《蘇武牧
羊》）三部曲，每個劇本的創作都在三年之上。
《程嬰救孤》從2001年開始創作，直到2004年
獲得大獎，中間大改就有十多次，小改可謂不計
其數；《蘇武牧羊》從2005年開始創作，到
2010年搬上舞台也歷時數年。
《程嬰救孤》講的是一個「忠」字，不論任何

背景的觀眾都是可以理解並接受的。2013年，李
樹建登上美國戲劇中心百老匯舞台演出《程嬰救
孤》，演出結束後，一些觀眾眼含熱淚握住李樹
建的手說：「你在舞台上講了個很好的故事。」
還有一位藝術家來到後台對李樹建說：「你犧牲
了你的兒子，救了全國的兒子，這種精神深深打
動了我們。」

「老劇新唱」進高校豫韻吸引青年
去年9月份，北京高校颳起了一股豫劇風。由

河南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廳等單位主辦，河南李
樹建戲曲藝術中心承辦的「河南戲曲進校園——
豫劇名家李樹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演出活動」
取得了極大反響。北大視聽研究中心主任陸地對
此次戲曲進校園活動深有感觸，他說，「傳統文
化被青年人接受，關鍵看你的內容，關鍵看你以
何種形式。要振興中國的傳統文化，首先要振興
中原文化，而戲曲文化是其中一個抓手。」
此次活動的主角——李樹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採訪時，談起此次活動仍意猶未盡。他說曾
去過了27個國家和地區，但這次到北大、清華
演出將會是他人生難以忘懷的回憶。
「沒有年輕觀眾，就沒有戲曲的未來。」李樹

建說，戲曲進校園，不能唱一齣戲就走了，而要
運用多種形式真正走近青年。「這次進北大清華
的活動前期整整運作了10個月，22個活動連續

搞了十天，讓更多的青年主動通過更多的途徑了
解戲曲、接觸戲曲。」
從小喜歡唱戲的李樹建選擇豫劇作為自己的

終身職業。不論到哪裡，他都親自登台。他
說：「過去是『我演啥你看啥』，現在是『你
看啥我演啥』。」
「一台戲三家看，一桌菜大家吃。」這是李

樹建提出的「老戲新演」的理念。也就是說，
劇團排一部戲給三家看，既要農村群眾喜歡，
又要適應城市觀眾，還要有國際市場。「農村
演出要火一點，城市演出要收一點，國際演出
要舞一點。」李樹建有個習慣，演戲看地方。
比如舞台佈景，在城市演出時用大景，滿足城
市觀眾審美標準較高的要求；在農村演出時用
簡易景，方便運輸和使用；到國外演出時就用
傳統的一桌二椅，後面一個大天幕，代表中國
戲曲的基本樣式。
在唱法及表現形式上，李樹建也是變着思路

讓戲曲走近現代。他不局限於戲曲老生固有的
程式化表演方式，而是積極吸取話劇和影視表
演的內在體驗方法。不論是高校學生、傣族觀
眾還是荷里活明星，都被李樹建的《程嬰救
孤》唱哭。有專家評論這是源於李樹建的「走
心」，產生的代入感直指人心。

■■李樹建主演的李樹建主演的《《蘇武牧羊蘇武牧羊》》劇照劇照。。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李樹建主演的李樹建主演的《《清風亭清風亭》》劇照劇照。。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李樹建在北大講座李樹建在北大講座。。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李樹建在教北大學生唱豫劇李樹建在教北大學生唱豫劇。。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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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展演 拯救稀有劇種

李樹建，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河南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河南豫劇院院長，係中共十八
大代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河南省委委員。曾榮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證書；全國總工會授予
「全國先進工作者」榮譽稱號；中宣部、國家人事部、中國文聯聯合授予「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榮譽稱號；中
宣部授予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四個一批」人才；河南省委授予「河南省優秀專家」榮譽稱號。他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
國戲曲學院、上海戲劇學院、中國文聯文藝研修院、鄭州大學、河南大學、河南師範大學等高等院校聘為客座教授，是當代
中國豫劇的領軍人物。
曾五次參加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兩次榮獲中國戲劇「梅花獎」，四次榮獲國家「文華」表演獎，兩次榮獲中國電影「華

表」獎和上海「白玉蘭」獎，中國電影「金雞」提名獎。他先後出訪27個國家和地區，帶領《程嬰救孤》劇組於2013年2月
17日登上美國戲劇中心百老匯舞台，於2016年10月18日登上全球電影中心荷里活杜比大劇院，是中國唯一一位將整台劇目搬
上世界頂級舞台的戲曲表演藝術家，美國國會授予其「功勳演員」榮譽稱號。

李樹建說自己不僅僅是河南豫劇院院
長，還是河南省戲劇家協會主席，因
此，如何傳承、傳播河南其他地方戲戲
種也是他所思考的問題。
「豫劇是河南的代表劇種，這幾年通

過不斷創新，豫劇有了較大發展。但除
了豫劇，河南省內還有很多地方稀有劇
種，他們同樣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卻面

臨後繼無人的危機。」李樹建
表示。
去年3月份，李樹建組織一
批稀有劇種在河南鄭州展演。
河南省內大平調、柳琴戲、宛
梆等15個稀有劇種的傳統經典
劇目，觀眾裡三層外三層聽得
如癡如醉，讓鄭州的市民大飽
眼福。

基層文藝院團亟待扶持
李樹建亦十分關注基層文藝院團的生

存發展問題。為了弄清楚劇團的情況，
他給多位基層院團的團長打電話，了解
他們的演出和收入情況，徵求他們的意
見和建議。
李樹建了解到，目前全國60%的縣級

院團生計困難。有的基層院團服裝道具
老舊不堪、樂器多年未更新或者只有簡

陋的燈光和擴音設備，連演出質量都無
法保障；有的因為生存困難，去「趕
場」某些商業活動，無暇顧及對於劇
目、劇種的傳承；有的條件太艱苦，工
資太低，不少演職人員辭職……歷數這
些困境，李樹建很痛心。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文藝事業是黨

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
民的重要戰線。李樹建表示，基層院團
是宣傳黨和政府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必須加強引導和扶持。為此，在今年的
全國兩會上，李樹建呼籲要加強對基層
文藝院團的扶持力度。「國家和河南省
都下發了扶持政策，希望地方政府重視
落實到位，扶持基層院團成長，為農民
演出更多優秀劇目，通過創新劇目宣傳
黨的好政策。農民精神文化生活豐富
了，素質提高了，誰還去賭博、看低俗
節目呢？」

■■豫劇豫劇《《九品巡檢九品巡檢》》劇照劇照。。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李樹建走進美麗鄉村水道口李樹建走進美麗鄉村水道口
演出演出。。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焦裕祿焦裕祿》》劇照劇照。。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