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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

女子享清闲……”1月28日晚，正值

除夕，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

春节联欢晚会上，常香玉得意弟子

王惠一段豫剧《花木兰》经典唱段，

惊艳四座，不仅为春晚增添了别样

风采，更展现了中华戏曲和河南文

化的独特魅力。

王惠何许人也？可能还有许多

人不知道，今年61岁的王惠是我市

孟州人。

一

“花木兰的形象家喻户晓，豫剧《花木
兰》是常香玉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充分
体现了常派豫剧的特色。时至今日，该剧
目依然风靡大江南北。”谈到能够亮相今年
央视春晚节目《声动梨园》的经历，一向低
调的王惠直到现在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

王惠说，自2024年12月接到央视春
晚邀约后，她和团队就根据导演组的要
求，不间断地进行酝酿、改进、提高。特别
是在集中封闭排练的40多天里，她经常
是团队里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那个人，
反复与大家沟通、协调、商量，不断提升，力求
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以期以最佳状态出现在
观众面前。“说句心里话，我真诚地希望舞台上的演
绎能展现一代巾帼英雄的风流倜傥，让更多观众领
略到豫剧之美。”她说。

《声动梨园》涵盖京剧、豫剧、湘剧、昆曲四大剧种，
结合极具科技感的舞台，打造戏曲群像，实现传统与现
代的和谐交融。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总基调中，
穿插不同剧种的经典唱段，名家和新秀齐亮相，寓意着
戏曲艺术生生不息。

舞台上，王惠是唱念做打俱佳的豫剧演员；舞台
下，她是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的教授。王惠在《声动梨
园》节目中的精彩亮相，不仅彰显了她在戏曲专业领域
的卓越实力与深厚底蕴，更在全国舞台上展现了传统
文化的艺术魅力。这一精彩表现不仅是对传统戏曲的
充分肯定，也为推动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
的活力。

“央视春晚承载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是文化艺术
荟萃的平台。作为一名戏曲工作者，能够通过央视春
晚这个平台让更多观众感受戏曲、欣赏戏曲、爱上戏
曲，让我倍感荣幸。”王惠说。

二

1963年7月，王惠出生于孟州市谷旦镇张营村的
一个普通家庭，她是在郑州长大的。13岁时，她开始学
习戏曲，1981年从河南省戏曲学校毕业，在该校实验剧
团当了一名普通演员。1983年，她被调入河南省豫剧
一团，1986年拜人民艺术家常香玉为师。常香玉的“戏
比天大”的教诲和“真听、真看、真想、真感、真说”十字
箴言，让王惠受益匪浅。

王惠作为豫剧常派艺术创始人常香玉的高足，在
艺术表演上非常注重传承和发展常派艺术。王惠在她
主演的《五世请缨》中，把常派豫西调的大开大合、磅礴
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音高而不噪，气稳而质坚，具
有很强的穿透力，很好地体现了常派艺术特色。同时，
王惠在唱腔上也传承了常派吐字清晰、字正腔圆的特
点，每一个字都是大腔大嗓的中原话，语音清晰，让人
一听就懂。

王惠是国家一级演员，年轻时在豫剧行当中主攻青
衣、旦角，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以饰演老旦为长。她凭借
高亢、明亮、浑厚、大气的唱音，宽阔雄浑、丰厚圆润的气
韵，成功塑造了戏曲中诸多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其精
彩演唱让观众难以忘怀。豫剧《五世请缨》是王惠的代
表作之一，这出戏中的“宴席”一折，她唱得委婉、细腻、圆
润、通透，让人体会到了一家人庆寿的喜庆，感受到了百
岁老人不服老的精神。还有“出征”一段，她饰演的佘老
太君，通过声腔旋律的起伏跌宕，唱出了百岁老人的豪
气、一众女将的英气。“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的情
调委婉、细腻绵长的柔情，把豫西调的大气、奔放展现得
淋漓尽致。一句“先王爷封我是个长寿星”把剧情推向
了高潮，字正腔圆的唱腔倾倒了剧场的所有人，一时间
掌声经久不息。许多老戏迷看了王惠的戏后，说她是一
位很难得的歌唱型演员，能够把高亢和委婉有机结合起
来，高音唱华彩，中低音运用自如，实在难得。

还有许多戏迷对王惠在《义烈风》中饰演的童玉姗
一角记忆犹新。在“吐真”一场戏中，当善良的童玉姗
终于弄明白眼前的所谓丈夫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时，此刻的6句重叠句子，字字如炸雷，声声如裂帛，尽
情诅咒了人世间的善恶颠倒，抒发了童玉姗的哀哀苦
情。再如在《都市风铃声》中饰演的郑荣，一段“我多
想”的吟唱式旋律，展示了王惠控制声音的高超能力，
似娓娓道来、似缓缓倾诉，轻声慢语的“反复”，把忙碌
于商海的女强人在孩子面前的一分自责、一片柔情抒

发得动人心弦，催人泪下。
正是王惠孜孜不倦地对戏曲艺术的至

高追求，才造就了她不菲的成就。近年来，
她主演了《五世请缨》《义烈女》《大祭桩》
《常香玉》《都市风铃声》《魏敬夫人》《千古
英风》等代表剧目，担任了河南省政协常
委、河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豫剧
院副院长、河南省豫剧一团团长、河南艺术
职业学院教授等职务；先后获得了“全国先
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
红旗手”称号以及首届中国豫剧艺术节优秀
表演奖，第三届中国豫剧优秀表演奖第一
名，文化部第7届、第12届文华表演奖，第
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香玉杯”艺术奖，文
化部艺术司“金三角”三省交流演出优秀表

演奖第一名，蝉联第五届、六届、七届河南省戏
剧大赛一等奖等；2001年在郑州举办了王惠豫剧

交响音乐演唱会，2013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了豫
剧专场汇报演出；曾被中宣部授予“四个一批”优秀人
才称号，其作品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被
文化部命名为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三

“只要您想听，我就唱它100年。”2013年8月16
日下午，王惠带领省豫剧一团成员到灵宝市“送戏下
乡”演出。当地及附近县市的三四千名百姓听说后，
早早就来到演出现场。场地有限，许多前排观众被安
排席地而坐，但大家的兴趣不减。

为了不辜负观众的期望，尽管当时王惠正患重感
冒，浑身上下酸困，但她还是打起精神来，对要演出的
节目进行了精心编排，除压轴戏大型古装悲剧《清风
亭》和现代农村剧《黑娃还妻》外，她还特意安排折子
戏、戏曲选段、变脸、板胡独奏等，以满足不同层次观
众的审美需求。

传统剧目《清风亭》讲述的是一个朴实感人的悲
剧故事，王惠和演员们细腻到位的表演，让观众感慨
不已；在《黑娃还妻》剧目中，李大脚被她演绎得活灵
活现，让观众忍俊不禁。观众张大妈说：“过去只是在
电视上看过省剧团的演出，今天俺在家门口看到这些
名角的表演，实在是太过瘾了！”为了回报观众，王惠
安排省豫剧一团演员们在灵宝市体育馆广场演出两
天后，又专门到灵宝市阳平镇等进行了为期5天的演
出。

2004年6月1日，常香玉逝世，这给王惠带来了
莫大的悲痛，她最终病倒了。但她坚持要拔掉输液管
子，去为恩师守灵。一年后，排练豫剧《常香玉》，由她
扮演自己的恩师。第一次排练是在郑州市北郊的一
个空闲地方进行的，她走上了一个特殊的舞台。这一
刻，她感到自己就是常香玉，自己融入了恩师的灵魂，
一个柔弱的女声细细地传来——“花木兰我羞答答，
施礼拜上……”发自肺腑的唱腔十分深沉浑厚，将一
个走过81年坎坷人生路，经历了无数次磨难，依然认
定“戏比天大”的伟大演员的精神诠释得十分到位。

谈起这次不寻常的角色塑造，王惠依然忐忑。尽
管她已拥有“文华奖”“香玉杯”，尽管她享受着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塑造了那么多舞台角色，但这次她感
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王惠说，作为弟子，如何将恩
师的形象塑造得更丰满，不愧对恩师，对得起观众，这
无形的压力让她这半年多来一直寝食难安。她说，她
所能做的就是倾尽全力。“每一次排演，我都有新的感
觉；每一次走上舞台，我都觉得自己离老师又近了一
步。”王惠说。

王惠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用在
戏剧表演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戏剧表演要求演员在唱
腔、身段、表演艺术等方面都力求完美。为了达到这个
目标，演员们每天上午雷打不动要练功两三个小时，即
便是长途跋涉外出时也不例外。”每到一地，车马刚安
排停顿，在王惠的带领下，演员们或耍枪舞刀，或两两
对打，一招一式，扎实认真，师傅悉心地教，弟子全身心
地学。有两位练刀枪的演员动作表演不规范、不到位，
王惠和指导教师就在边上不时指点：“用枪就要快、狠、
准。”她一边说着，一边示范，招招尽显深厚功底。

王惠继承常香玉的遗志，把戏曲看成比天还大，
在工作、生活中始终恪守其道。王惠深感职责在肩，
坦言今后将带领更多年轻戏曲演员沿着这条路一直
走下去。

左图 王惠在表演中。 （图片由郝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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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苑动态】

【姓氏文化】

“郭高村是武陟县小董乡高村的一个自然村，现

有郭姓 300 余人。清朝时，祖上曾任管水的县级水官。

郭姓得姓于东周，得姓始祖虢序（又作郭序，号称“郭

公”），是虢叔的裔孙，“虢声转为郭”的最关键代表人物。

□王保友

【小董故事】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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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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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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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述
考 新乡市牧野区居民韩某芳，68岁，身形清瘦，

腰背微微佝偻，夫妻相伴，儿女孝顺，孙辈绕膝，幸
福温暖。本该安度晚年的她，却被命运开了一个
残酷的玩笑。

起初，韩某芳只是觉得乏力，身上像背着重重
的壳，做什么都提不起劲。慢慢地，她发现自己的
皮肤变得蜡黄，连眼睛也黄得吓人，小便呈茶色，
皮肤还痒得厉害。去当地医院检查后，胆管癌的
诊断如同一记重锤，砸得她和家人晕头转向。在
接受因黄疸堵塞胆管施行的胆汁引流手术后，引
流袋从此就成了她甩不掉的“尾巴”。

在医生建议放疗时，她很担忧。“放疗能治好
我的病吗？会不会很痛苦？”韩某芳整日忧心忡
忡，彻夜难眠。就在她愈发绝望无助时，一个好友
的推荐信息，给她带来了一线希望。

2023年4月8日，在家人的陪伴下，她来到了
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寻求中医保守治疗。“医
生，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我还想陪着孩子们
好好生活……”韩某芳拉着医生的手，声音颤抖地
说。

针对韩某芳的病情，中医肿瘤科专家张中海、
门诊部主任张帆，为其制订了一套中医为主中西
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每次喝中药，那浓烈的苦味，
让韩某芳直皱眉头，但一想到这是治病的希望，她
总是强忍着一口口咽下。“为了家人，我一定要坚
持下去。”她在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从来没有想
过放弃。

二诊时，已经服用20剂中药的韩某芳，感觉
脚步轻快了，腹部疼痛消失，乏力感减轻，食欲开
始恢复，反酸烧心有所缓解。三诊时，她开心地
说，经过一系列的治疗，精神状态明显好了很多，
不适症状都消失了。复查结果显示，病情稳定。
这天，她还特意穿上了一件干净的花衬衫，在家属
的陪同下，满脸感激地为医院送上了一面精心制
作的锦旗。

2024年5月3日，容光焕发的韩某芳第四次
来诊。她笑着说，累计服用70剂中药后，现在自
我感觉良好，身体没有不适。复查结果显示，整体
健康状况非常理想。

本报讯（通讯员王保友）在焦作市全力推进中
医药强市建设之际，由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命
名的首批“焦作市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名
单，于蛇年伊始出炉。

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凭借其在中医肿瘤诊
疗领域的专业实力，场地设施的完备性，中医药文
化内涵建设的深度，对社会开放接待的热情，经费
投入的保障力度、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成效，多元
化宣传教育活动等方面，均获得高度认可，荣耀上
榜。

该院院长张毛毛表示，医院将在场地设施、内
涵建设、开放接待、经费投入、队伍建设、宣传教育
等方面，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争取创建省级中医
药文化宣教基地。

首批“焦作市中医药文化
宣传教育基地”名单出炉

焦作中海中医肿瘤医院入选

她又开心地笑了
□李鸿嘉

郭姓渊源

一是源于姬姓。西周时，
周武王封虢仲于西虢国（今陕
西宝鸡），迁居河南后改称南
虢。周武王封虢叔于东虢（今
河南荥阳北），东虢后裔虢序北
迁山西平陆，史称北虢。因古
时虢、郭同音通用，四国之虢的
后人转为郭姓。郭公郭序之后
的郭姓，是中华郭氏最大和最
主要的支派。二是源于任姓。
黄帝子部落禺虢为任姓，禺虢
生禺京，其后裔在夏朝建立郭
国。三是源于地名，属于以居
邑名称为氏。以居城郭（外城）
不同方位，而姓东郭、南郭、西
郭、北郭，其后代多改为单姓郭
氏。四是源自回族、蒙古族、满
族等少数民族。

高村郭氏溯源

1955年，武陟县高村郭焕
仁所撰《初创郭氏宗谱序》载，

“始祖于洪武年间，自晋之洪洞
县，始迁河南省武陟县西北路
平一里郭高村，离城二十五
里”。《二次序谱》称，“祖籍系平
阳郡洪洞邑东门里巷椿树口口
居住，始祖相传洪武二十三年
（1390年）奉文迁民，迁至武邑
城西二十五里郭高村，即古德
川镇也”。

高村郭氏宗祠

现址坐北向南，有临街过
厅房三间。收藏族谱挂谱的祭

祖堂屋三间，系砖基土坯
墙、灰瓦、门垛砖砌。堂

屋原为某破
落 人
家 住
宅，被

郭姓购作祠堂，房龄高达百年
以上。

郭氏族谱辈字

1955年春，高村郭氏首创
《郭氏家谱（首卷）》，立始祖为
一世。谱载二世九字辈5人，
三世应字辈5人，四世可字辈
10人，五世调字辈17人，但均
未详载各支脉络。第二次续谱
时，确定六世至十三世的字辈
为“永存炳士光振青之”。新起
十四世之后的字辈“焕希荣庆
世怀兴隆”。1988年，四修族
谱时，新立正谱，重画挂谱。
2005年春，五次续谱时，自第
十四世焕字辈起，分为长门、二
门、三门、永兴屯，共计四门，从
二十二世起，字辈依次为“长茂
明延秀昭元维泽生”。目前，长
门已传至希字辈。二门已传到
庆字辈。三门、永兴屯已传至
荣字辈。焕字辈中，现时最年
长者84岁。时下，高村郭氏约
300余人，高新区永兴屯郭氏
约 300 多人，余支约 200 人。
解放区余村尚有郭氏约五六口
人。

1955年初创修家谱，族长
振城，帮办瑞祯。二次续谱，族
长振声，帮办青江、青云，书写
人焕仁。三次续譜，族长青芳，
正副帮办青俊、青盛、秀山、学
之、焕魁、羲之，书写草谱人焕
仁、焕明、焕春。1988年四次续
谱，族长青圣，帮办焕鸣、焕恒、
焕武、焕成、焕庆、焕捷、希顺、
希超、希安。2005年五次续谱，
族长法之，帮办焕君、焕庆、焕
捷、希超、荣耀、希平。

郭氏本族名人

二门传人郭兴礼（谱名郭
焕元），1927年生，1945年8月

入伍，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志愿
军 15 军 44 师 131 团 参 谋 。
1951年5月牺牲于朝鲜。三门
传人郭焕臣（参加八路军后，父
母亲被国民党杂牌队活埋），先
后于1947年至1955年 6月和
1965年至 1970 年，任高村党
支部书记。焕臣之子郭希哲，
中学高级教师，曾任武陟县教
师进修学校办公室主任。三
门传人郭敬之，1936年生，中
共党员，内科主任医师，曾任
武陟县谢旗营、二里铺、西陶
等地卫生院院长，后任武陟县
防疫站办公室主任。敬之之
子郭具才（族谱名郭焕捷，又
名郭焕杰），1972年入伍，服役
于南方军区舟山群岛某部，退
伍后任民办教师，河南广播电
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
后，工作于武陟县教育局教办
室，中学高级教师（相当于副教
授），曾任小董乡教办室中心校
督学。具才之孙郭荣典，2021
年入伍，现就读于大连舰艇学
院。

上图 郭氏宗祠近景。
李鸿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