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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贵1918年出生于原
阳县齐街乡北黑石村的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父亲李
青山去世。由于生活所迫，他
从小就拜一代豫剧宗师孙延
德为师学戏。李良贵聪慧好
学，并有过目、过耳不忘的本
事，到十二三岁就能把很多部
的整场戏烂熟于心，各种行当
角色都能饰演得精佳到位，嗓
音一流，还把戏里的各种武打
功夫练得出神入化。

在开封民乐戏班，李良贵
与比小他两个多月的陈素真
是师兄妹。在孙延德一生教
出的400多名徒弟中，李良贵
与陈素真是佼佼者。

严师出高徒，孙延德对李
良贵、陈素真要求极其严苛，
学戏稍有差错，就让他们跪在
炉渣上，还得头顶一茶壶热
水。两人都经过严酷磨炼，孙
延德又看好他俩，就把一生所
学全都传授给了他们，两人最
终都成为唱戏的全能人才，唱
腔上是各种角色运用自如精
准，戏剧里所有武打器具如刀
枪剑戟、棒锤鞭叉等样样精通
娴熟。

陈素真被称为河南豫剧
界第一代女演员的代表，豫剧
六大名旦（分别是陈素真、常
香玉、马金凤、崔兰田、闫立品
和桑振君）之一，以武功和唱
腔在女演员中见长，六大名旦
中的其余五人以唱功为主，陈
素真则是武功和唱功具佳。
民国时期，陈素真在开封被奉
为“梆子大王”“河南的梅兰
芳”等。

在民乐戏班，李良贵与陈
素真都是文武双全，互相切磋
技艺，既互相佩服对方，又谁
也不服气谁，就这样互相激
励，把戏剧艺术提高到了极高

的境界。陈素真在13岁就成
为戏剧教师收了徒弟，李良贵
一生也收了很多徒弟。

后来，李良贵在豫剧泰斗
王海宴的影响下专攻红生，他
洪亮的声音和绝佳的表演，把
红生这一角色演到极致，当时
轰动了黄河两岸，被称为“活
闯王”“活法海”“活济公”等。

李良贵随着师父和师兄
弟一路往南演出，演到湖北又
折回在信阳演出。由于李良
贵戏剧艺术精湛，得到信阳一
个剧团里一位漂亮姑娘的爱
慕，这位姑娘当时也是信阳剧
团里一位挑梁级的演员，两人
结为连理，但是时间不长，他
的这位妻子就病故了。

李良贵出道后，在京剧界
曾和多名著名演员组班演出，
与年龄相仿的袁世海、李少
春、尚小云、荀慧生等都成为
了好朋友。

在豫剧界，李良贵与李斯
忠、闫立品、唐喜成等许多著
名演员也极其相熟。那个时
代，演员们许多都是互相碰班
组合演戏，有一个时期，李良

贵与比自己小四五岁的常香
玉组合演戏，是最主要的挑梁
演员，演出的总收入除戏班得
一半外，另一半则是李良贵和
常香玉均分。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豫剧
演员崔兰田成立了兰光剧社，
诚邀李良贵参加。就这样，兰
光剧社辗转演出在大西北的
广大地区，后又演出到内蒙
古。李良贵在内蒙古买了大
皮祆、小皮袄、皮帽等，这些皮
制品成为他的资本，炫耀了很
多年。1952年，兰光剧社到
安阳演出，一连演了两个月，
人们还不让剧社走，在市领导
的诚恳挽留下，兰光剧社从此
落脚安阳，成为安阳市豫剧
团。

被称为“豫剧小皇后”的
宋桂玲，赴朝慰问志愿军归国
后任安阳市豫剧团团长，亲眼
看到了李良贵的能力。后来，
宋桂玲先后到濮阳、开封、新
乡等地工作，走到哪里就把李
良贵带到哪里。

1958 年，李良贵到辉县
参加大炼钢铁。辉县剧团团

长周爱云获此消息后，特邀李
良贵到辉县剧团。两年后，李
良贵离开辉县剧团。临行时，
剧团给了李良贵一辆白山牌
自行车，另有 2.3 万元现金。
李良贵只要了自行车，现金是
坚辞不收，骑着自行车回到了
老家北黑石村。

回到家后，李良贵干起了
说评书的营生。说评书的都
是嘴功厉害，像袁阔成、单田
芳、刘兰芳、田连元等，说的评
书非常吸引人。李良贵不仅
有嘴上功夫，更有表演功夫，
是一面说一面表演。有一次，
李良贵在新乡说评书，由于连
说带表演非常精彩，围观的人
越聚越多，人们的掌声、喝彩
声连连不断。当时正是困难
时期，人们都没有闲钱，有个
人拿了个胡萝卜边吃边听评
书。演出结束了，这个人的胡
萝卜吃了一半，就把剩下的半
个胡萝卜给了李良贵。人们
看到后纷纷效仿，有给一个胡
萝卜的，有给半个胡萝卜的。
人们走后，给李良贵留下一堆
胡萝卜，足足装了两麻袋。

落户东板桥的
豫剧名角李良贵（上）

□王瑞才

李良贵是早年豫剧界很有名望的一个人物，他辈分极高，与一代宗师

陈素真为师兄妹，曾与常香玉同台唱戏。李良贵本是原阳县人，最后却落户修武

县东板桥村，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他的子孙也在这里扎根生活。“

1961年过罢春节后的一
天，李良贵所在地的乡领导罗
云庆和爱人张全英找到李良
贵，让他到张全英的娘家修武
县东板桥村剧团教一段时期
戏。李良贵不知道东板桥村
剧团的底子，也不好拒绝，就
说找个时间先到那里看看再
说。

就这样，有一天，李良贵
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悄悄地去
东板桥村了解情况。

东板桥村在上世纪50年
代就有了剧团，唱过歌剧、怀
剧等，导演是本村村民范玉
祥。范玉祥只上过两三年学，

虽说文化程度不高，却凭着苦
心钻研，无师自通，各种剪纸、
纸扎、美术字、绘画、雕塑等都
能拿得起、放得下，村里的民
间杂耍如背桩、耍老虎等都是
他指挥的。

为了提高村剧团的水平，
1960年年末，东板桥村邀请
五里源乡的周根当剧团的教
师。周根曾是修武县剧团的
曲剧演员。

1961 年春节期间，东板
桥村党支部书记申双印等几
个人在同是村干部的张秋云
家喝酒闲谈，说群众大都反映
新戏（指的是豫剧）好听，村里
却没有教唱豫剧的教师。当
时，张秋云的妹妹张全英和妹
夫罗云庆正好也在，张全英是
原阳县的妇联主席，听到此事
后说愿意帮忙给村里找豫剧
教师。

过罢年的一天，东板桥村
剧团正在排戏，观众里多了一
个外地老头，他就是悄悄来摸
剧团底子的李良贵。观众中
上了年纪的范承霸、贝拴、付

福头、王长路等人发现了李良
贵，也知道最近要来教唱新戏
的教师，就说什么也不让李良
贵走了。村领导让管理剧团
的康小留到周根家说明了情
况，从此剧团由唱曲剧改为唱
豫剧了。

东板桥村剧团的底子，李
良贵认为尚可，就决定在这里
教一段时期戏。过了些天后，
村领导为挽留李良贵长期在
这里教戏，就问他都有什么要
求，李良贵很顾家，说只要把
全家落户在这里，其他没有任
何要求。于是，村里决定把李
良贵一家迁到东板桥村。

1961 年春季的一天，村
里派十七八岁的李小毛拉着
平车，怀揣介绍信、粮票与生
活费，去接李良贵的一家。次
日早上，李小毛来到北黑石村
李良贵的家。两天两夜后，除
了李良贵的母亲不愿走留下
来外，李良贵一家人起程前往
东板桥村。

傍晚走到一个地方，在野
外的一个棚子里准备过夜，李

良贵邀李小毛一同去看戏，李
小毛觉得太累没有去看。后
来，李小毛说：“其实李良贵是
想去看他闺女唱戏，他知道闺
女就在附近的一个地方演
出。”李良贵的闺女叫李淑兰，
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所生。

李良贵的第二任妻子原
是新乡剧团一个挑梁级人物，
唱帅旦的，后来病逝。李良贵
又娶了朱秀花为第三任妻子，
生有女儿李小芸、儿子李刚
锋，来到东板桥村后又生子李
月锋、李宝锋、李宝川。

1964年夏，我虚岁8岁，
开始在本村小学上学。到校
的第二天，班主任付小菊宣布
比我大2岁的本班同学李小芸
为班主席。李小芸是一位长
得很美的姐姐，圆盘大脸，身
材微丰，老师不在时就由她管
理班里的秩序，哪个同学不安
分了，她就会用铅笔敲其一
下。当时我就想，被长得好看
的姐姐敲一下，那也是一种享
受，因此我也常常希望被她敲
一下，她却从来没有敲过我。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李良贵
的女儿。

李良贵的大儿子李钢锋
比我小一岁，我俩少年时期常
在一起玩耍。李良贵家孩子
多，每次我曾祖母给的点心他
都舍不得吃，拿回家让孩子们
吃。我曾祖母年龄大、辈分
高、亲戚多，那个年代亲戚们
来看望曾祖母拿的都是饼干、
罐头等，很稀罕的，我和姐妹
很少吃到，曾祖母几乎都把饼
干、罐头等给了村里更困难的
人。

我上小学时，听闻李钢
锋、李小芸的父亲和常香玉是
同班同学，当时就吃了一惊。
常香玉是何等的名望，我无法
把一个农村人和常香玉联系
在一起，后来还听李钢锋说他
家里有父亲和常香玉同班的
合影照，我才有点将信将疑。
当时我就想，有机会一定去他
家看看照片，直到如今却始终
没有去看过，实在是遗憾。

（本版照片均由王瑞才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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