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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若虚戏曲教育论集》

内容概要

1982年，史若虚把自己从1958年至1962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论述戏曲教育的二十一篇文章，编成《史
若虚戏曲教育论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获中国戏曲学院著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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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若虚戏曲教育论集》

作者简介

史若虚（1918.2.28-1983.7.22），男，戏曲教育家。原名史宝玺，字尊一。山东省阳信县洋湖街人。
1924年在本村小学学习，1936年考入济南师范学校。1938年夏，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赴延安陕北公
学学习，次年1月入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6月入抗日军政大学文艺工作团，随抗大总校活
动于晋察冀边区与晋东南地区。1941年8月出任文艺工作团旧剧指导。1942年11月任八路军政治部前线
剧团宣传股长，从事戏剧、曲艺创作和演出，并工程派青衣，戏曲艺术造诣颇深，曾参加京剧《贺后
骂殿》、《孔雀东南飞》、《打渔杀家》、《四朗探母》的演出。在为庆祝抗战胜利演出全本《法门
寺》中，成功地饰演贾桂。他演唱的京韵大鼓《大西厢》与吕班的白圈大鼓、苗培时的西河大鼓齐名
。抗日战争期间，他还创作了京剧现代戏《荡家恨》、京剧历史剧《亡宋鉴》、歌剧《参军曲》、快
板剧《放哨》、鼓词《三勇士推船渡江》、《飞夺泸定桥》、《南京狗打架》等。在纪念抗日军政大
学建校5周年活动中，《亡宋鉴》获优秀奖，他被评为“模范干事”，获得校长林彪的奖励。1946年任
晋冀鲁豫边区邯郸剧院剧务主任，翌年到邯郸民众教育馆任股长、副馆长。194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任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旧剧处干事，负责接管四维戏剧学校和筹建中国
戏曲学校。
1950年1月，任中国戏曲学校教务长，10月任支部书记，1953年任副校长。在校长田汉支持下，着手建
立新的戏曲艺术教育体制和教学体系，废除封建师徒制、包身制和打骂体罚制度。先后聘请王瑶卿、
萧长华、刘喜奎、侯喜瑞、姜妙香、谭小培、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郝寿臣等名角到戏校任教，
制定了“以政治为基础，以艺术教育为主体”和“普遍培养，因材施教，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学方
针。他对老一辈艺术家谦虚尊重，事师礼，委重任，对各流派的教师，一视同仁，无门户之见，新老
教师称他“既是领导又是同志，还是朋友”。同时，他非常关心学生的思想和学习，经常教育他们树
立革命的人生观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凡学生考试、排练、实习、演出，他必亲临现场督导，且对全校
数百名学生的姓名及所学的戏种和派别与成绩都了如指掌。因而，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老
校长！”史若虚不但勤于育才，而且还善于选才、辩才。如刘长瑜还在顽童时，一次他突然把他和几
个低年级的学生叫到跟前，要每人念一遍《打渔杀家》中萧桂英那句“女儿舍不得爹爹”。他从小长
瑜的念白和神情中，发现了她的艺术天才，发现了他的璞玉般的光彩。从此，他对刘长瑜精心培育，
煞费苦心地为她安排《杨门女将》等教学剧目，并督促她苦练武功，从而在唱念做打等方面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在他和戏校干部、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培养出了刘秀荣、杨秋玲、孙岳、张春孝、刘长瑜
、李长春、叶少兰、李维康、耿其昌等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此间，他还与别人合作改编过京剧《碧波
潭》、《四川白毛女》、《卖水》等剧本，并参与《新白兔记》、《白蛇传》、《卖水》等剧目的唱
腔设计。另外，他还发表了不少论述戏曲教育的文章。?
“文革”期间，戏校被江青一伙侮辱为“封资修的大染缸”，他为此遭到迫害。1970年5月至1973年10
月，他被迫离开戏校去天津警备区农场劳动，而仍坚持在劳动之余拟定戏校未来的招生计划。他1978
年1月恢复工作，出任中共戏校领导小组组长；同年戏校扩大建制为中国戏曲学院。1980年1月他被正
式任命为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此间，他主持学院大专班的招生工作，选调了张君秋、尚长春、张正芳
、钮骠、叶莲、艾美君、万风妹、万汝泉等到学院任教。又以七二级戏校学生为基础成立了学院实验
剧团并兼任团长。
1982年他把自己从1958年至1962年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论述戏曲教育的二十一篇文章，编成《史若虚戏
曲教育论文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后获中国戏曲学院著作一等奖。
正当他打算离休之后，撰写自己从事戏曲教育四十年回忆录，为后人留点什么时，谁知，1983年他心
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八月三十日下午，国家文化部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
会，李先念、彭真、宋任穷、秦基伟、周扬、黄镇、刘复之、贺敬之、曹禺等送了花圈。文化艺术界
知名人士和他的生前好友及学院的师生共八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曾任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剧协第二、三届理事及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国家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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