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五宝

花五宝在上世纪50年代登台演出

花五宝和弟子安冰 花五宝与罗香（左一）、弟子杨菲（右一）

追忆“梅花泰斗”花五宝
曾用英语唱大鼓传艺不卖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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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梅”大半个世纪成就斐然

中国曲艺家协会原主席姜昆在
得知花五宝去世的消息后表示：“花
五宝老师一辈子德艺双馨，培育新
人和继承传统、曲艺创新方面都有
杰出的成就。”

对于花五宝的辞世，天津市艺
术研究所发文称：1951 年，张淑筠

（花五宝）加入天津市曲艺工作团，
是天津市曲艺团的元老之一。张淑
筠作为梅花大鼓这一曲种的代表参
加了历次重大演出活动。她在长期
的艺术实践过程中对梅花大鼓唱
腔、板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
创新，为这一古老的曲种注入了新
的活力。张淑筠先后培养出史玉
华、籍薇、安颖、杨云、王莹、安冰、赵
席佐、赵席佑、周象耕、杨菲、刘文虎
等一大批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优秀
演员，她大胆而执着的开拓、改革、
创新精神令人叹服，被外界尊称为

“梅花泰斗”。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天津

市曲艺团副团长冯欣蕊表示：“花
五宝老师不仅将毕生精力投入到
梅花大鼓的传承和创新中，还培养
出了众多优秀的艺术家和传承者，
可谓桃李满天下。她的离去是中
国曲艺界的巨大损失，她对艺术的
执着精神值得我们文艺工作者不
断去学习。”

德艺双馨曲坛传佳话

相声泰斗马三立生前曾为花
五宝老师题词:“五宝梅花大鼓，堪
称硕果仅存。绝妙优雅音韵，曲坛
德艺双馨。”天津广播电台文艺频
道主持人、天津曲艺历史研究学者
小四说，从花五宝老师的人生经历
中，能感受到她高超的艺术水准和
正直的人格。

1923年，花五宝出生在天津一
个贫困家庭，她本姓庞，5岁时过继
其南市姑母家，随夫（父）改姓张，
亲生父亲成为舅父。姑姑有三个
女儿，四姐即“梅花女王”花四宝

（张淑文），排下来张淑筠就成了老
五，艺名花五宝，改名为张淑筠。
四姐花四宝唱红之后却离家出走，
全家人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系。
童年花五宝的梦想其实是能进学
校读书，但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
计，她在13岁那年以花五宝为艺名
正式登台，从此开始了长达大半个
世纪的艺术生涯。

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唐文权
介绍，花五宝师从邱玉山，并受到花
四宝的教导。花五宝最初在仁昌电
台播音，后在各杂耍园演出，上世纪
30年代后期赴东北演出。回津后，她
带艺投师于著名弦师卢成科门下，很
快享誉京津曲坛，成为继花四宝之后
最受欢迎的梅花大鼓艺人之一。

1944 年，花五宝在大观园演
出。小四介绍，预告某日早场花五
宝要演唱拿手的《老妈上京》，临近
几天时票全部售罄。不料，演出前

一天花五宝的舅父（生父）病逝。花
五宝派人至大观园请假数日以料理
丧事，但她最后考虑到观众的热心
期盼，毅然戴孝登台完成演唱。

传承发展艺术绵延梅花之香

花五宝与弦师谢瑞东、钟吉瑞、
李默生等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
合作并上演了很多新曲目，他们创
作了半说半唱的新板式，还采用曲
牌组合方法演唱新编曲目，并在新
梅花调《永别紫鹃》中增加了二胡、
南弦和低音胡等。创作激情伴随终

生，花五宝将梅花大鼓的演唱形式扩
展到对唱、齐唱，甚至使用英语、日语
演唱，将梅花大鼓艺术推向世界。

1986年，天津北方曲艺学校成
立，花五宝被聘为兼职教师，培养出
了大批知名艺术家和演员。花五宝
曾说：“我希望弟子不但继承梅花大
鼓，而且要发展……我是‘传艺不卖
艺’，我不卖关子，梅花大鼓艺术能
够代代传承，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无论是观众还是花五宝的徒弟
都表示：“五宝老师一生耿直、干净
的艺术风骨，如同一枝傲雪的梅花，
绽放百年。”

2024年3月10日上午10点14分，梅花大鼓前辈艺术大家花五宝在天津家中安详离世，享年

101岁。

近一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花五宝既是一位杰出的梅花大鼓声腔表演艺术家，又是一位颇有成

就的梅花大鼓音乐改革家、教育家。她高龄辞世，社会各界纷纷表示纪念，记者采访花五宝家属、徒

弟以及曲艺研究者、其他曲种传承人，不仅更加了解了这位有着“梅花大鼓泰斗”曲艺大家的不平凡

人生经历，也展现出社会各界对于天津本土文化鼓曲艺术的关注和思考。

我经常说，老师的艺德和人品会影响
我的一生，没有老师的培养教育就没有我
今天的收获，这不是空话，而是老师和我36
年来师徒情的写照。从不满16岁到现在，
我一直跟随着老师，也只有她一位真正意
义上的师父，老师也一直将“她（安冰）是我
自己挑选的学生”这句话挂在嘴边。

1986年，花五宝老师已经年近七旬，家
住三条石的她每天前往曲校授课，风雨无
阻。在艺术和做人上，老师对我们的要求
都是非常严厉的；但在生活上，她心里都是
满满的关切。我至今记得有一次生病，老
太太爬了四层楼专门去看我，言语之间都
是慈母一样的关心。

我从曲校毕业时还不满20岁，面对进
入专业院团和留在学校的两难抉择时，老
师建议我留校任教，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成为了天津艺术职业学院、中国北方曲艺
学校的专业教师，一干就是30多年，同时也
从没有离开舞台。我现在取得的一点点成
绩，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恩师。

在送别老师时，我们几个师兄弟回忆
着和她的点点滴滴。大家都说，师父是从
来没说过假话的人。她一生不会拐弯抹
角，遇到看不惯的事一定要说出来。但就
是老师这种性格，才让她能以一颗赤子之
心搞创作，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传承和创
新梅花大鼓。

去年，相关部门为百岁高龄的老师
录制纪录片。最后导演问老师能不能唱
一段，老师完整唱完《摔镜架》的“上板”
后，导演泪流满面地感叹：这才是真正的
艺术家！”

新报记者单炜炜王轶斐

妈妈从小因为维持全家生计不得不弃
学从艺，上学几乎成了她的执念。我记得
妈妈在少年曲艺队教学时，曾带着我和二
哥去上班。当时曲艺团的领导觉得我和二
哥身型不错，就说：“这两个孩子‘贡献’给团
里吧，免考！”妈妈当时就拒绝了，她不愿意
我们从事这一行：“他们必须上学去。”

直到我48岁时，老年大学的同学得知
我是花五宝的女儿就问：“你能不能给我
们表演一段啊。”可我真是一段都不会啊，
后来就通过听妈妈的磁带自学，另外我爱
人刘志光是白派京韵的传人，也是弦师，
所以我学得特别快。在老年大学的一次
庆祝活动上，我演唱《摔镜架》的段子，入选
了电台的栏目。之后我被邀请去演出，上
台前特别紧张，妈妈安慰我说，“我在后面
给你提词。”我圆满完成演出，妈妈也很认
可，从此开始真正意义上教我唱梅花大
鼓，那年我已经50岁了。这一晃，我也唱
了20多年了。

妈妈特爱干净，甚至有点“洁癖”，就连
我给她倒水，按照她的原则也是“没洗手别
碰她的水碗”。她和很多天津人一样爱吃
豆馅，“十几年前，一顿能吃两个豆沙粽子。”
还特别爱吃元宵，我们给她盛4个，她嫌少，

“再来俩，六六大顺嘛。”
有一年去北京湖广会馆演出，徒弟扶

着妈妈上台，已经掌声叫好声响成一片，她
一张嘴，那叫好声如同炸雷。舞台下是喜
欢她的观众们，侧幕旁是尊崇她的学生们，
有一句赞叹声，不停地从他们的嘴里传到
我的耳中：“谁也比不了！”

【忆母亲】
罗香（梅花大鼓演员）

妈妈是天津胃口爱吃豆馅

【忆恩师】
安冰（梅花大鼓艺术家，中国曲艺

牡丹奖获得者花五宝弟子）

听恩师的话成为专业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