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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岁的齐花坦走
了！在我心中，她永远是
舞 台 上 年 轻 美 丽 的
样子。

2019年，我创作的
长篇纪实文学《人民的
艺术家：齐花坦与河北
梆子》作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图书在惠
民书市与读者见面。出
版社做宣传片时想让齐
花坦老师录一段视频，
她竟然像小女孩一般向
我求救：“你跟他们说
说，能不能不录视频
啊？我这满脸褶子对不
住观众了！”一生追求完
美的齐花坦，总愿意把
最美的形象展现给她挚
爱的观众。

2021 年 10 月，齐
花坦发给我一张手里捧
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纪念章的照片。我向她
表示祝贺，她谦虚地
说：“当年随团赴朝慰
问演出时我还是个孩
子，现在老了，不能为
社会做贡献，得到国家
这么高的荣誉，我很惭
愧！好在小彭（彭蕙蘅）
她们几个徒弟很有出
息，培养的学生在剧团
也挑大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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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 40分钟的电视剧，片
头片尾长达 3 分钟，前情提要
和下集预告占掉 2 分钟，前后
集重复内容 3 分钟，一顿“操
作”下来，正片时长被压缩近
10 分钟。一段时间以来，剧情
不够、注水来凑等问题，严重影
响了受众的视听观感。4 月 1
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电视
剧母版制作规范》（简称《规
范》）正式实施，作为广播电视
和网络视听推荐性行业标准，
对于电视剧的“注水”行为作出
了限制。（4月1日 《今晚报》）

为了实现播放周期最大
化，获得更多广告和流量收益，
一些电视剧不惜以牺牲质量为
代价，想方设法“注水”，让播出
平台和广大观众叫苦不迭。2020
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已下发文
件，明确反对这一乱象，提倡电
视剧不超过40集，鼓励30集以
内的短剧创作，让平均集数一降
再降。但集数下降并不意味着

“注水剧”彻底消失。
此次《规范》对电视剧正

片、片头片尾以及“前情回顾”
“下集预告”等时长进行了规
范，精准到了“分分秒秒”，明确
正片时长不少于41分钟；每集
电视剧片头与上集结尾重复不
超 30 秒；“前情回顾”和“下集
预告”时长原则上均不超过 30
秒，有利于压缩制作“偷工减
料”的空间，挤掉剧集时长的

“水分”，重构内容为王的行业
生态，还观众一个全程高能的
观看体验。

事实上，除了附加内容时
长，放慢正片节奏、增加配角戏
份、堆积无意义的镜头，也是常
见的注水方式。这些相对更显

“隐蔽”，也超出了行政干预的范
畴。这也决定了，对付“注水剧”，
行业整饬是一方面，观众抵制也
不可或缺。随着影视市场的日益
成熟，观众也不断成熟，作品口
碑逐渐成为追剧的重要考量。面
对严重“注水”的烂剧时，他们会
自动“用脚投票”。

在这方面，一些国家边拍
边播的模式颇有借鉴意义。制
片公司先拍一两集“试播”，再
根据观众反响，决定接下来的
剧集数量以及是否加拍续集，
给予观众适当的话语权。更重
要的是，该模式重申了优胜劣
汰的游戏规则，能够让良心好
剧脱颖而出，让“注水”烂剧全
盘皆输。当“注水”无利可图时，
制作者自然清楚内容质量的尺
度在哪里，明白走精品化路线
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品质不
错的剧也出现了注水现象——
本身素材只够20集，却要硬生
生剪出40集。这与国产剧传统
销售模式有关。尽管压缩了总的
集数，绝大多数剧目仍是简单按
集计价，制作公司不管是为了覆
盖成本，还是利益最大化，都倾
向于将紧凑的情节打散，通过

“注水”以扩充集数。
这也要求影视行业重新树

立高质量价值取向，一方面将更
多精力投放在挑选剧本、精益改
编上，坚信制作足够精良、情节
足够动人，集数再多也不为过；
另一方面强化“开源节流”，构建
标准化、专业化的生产体系，运
用5G、AI等技术拆解剧本，明确
主演、特约戏份、戏量，工作进度
以及所需时间，严控制作、采购
成本，减少各环节不必要的成本
浪费，倒逼工作人员凭专业能力
上岗，真正投入到影视创作里，
创造出更符合观众预期，更具品
质的内容作品。

倘若说一部电视剧被观众
追捧，是对创作者最大的褒奖，
那么，让“注水剧”销声匿迹，就
是对观众最好的尊重。

人们知道齐花坦多是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上世纪 70 年代末时，古装戏刚刚开
放，她主演的电影《宝莲灯》在全国上映，引
起巨大轰动。齐花坦的名字也随着戏中“三
圣母”的形象再次传遍祖国大地。我们一帮
农村青年追随电影放映员跑遍周围十里八
乡，《宝莲灯》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就
像吃了仙桃盛宴般兴奋不已，做梦都是“三
圣母”把几丈长的红绸舞得如天女散花般
的美景。

尽管我对屏幕上的“三圣母”仰慕已
久，但与生活中的齐花坦近距离接触却是
在1995年。当时我任石家庄市艺术研究所
所长，他们老两口想找个年轻人给基层剧
团写剧本，一位老编剧推荐了我。于是，我
有机会走进她的家门，在此后20多年的交
往中，对齐花坦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3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齐花坦出
生在河北省高阳县庞家佐村一户贫穷的农
民家庭。为了生存，不满 12 岁就跟随二姐
到保定印花厂当童工。她聪明漂亮，喜欢唱
歌，谁说让她唱歌她都唱，不管多高的调门
都能挑起来。印花厂厂长是个京剧票友，以
独具的慧眼看出了这个小女孩潜在的艺术
天赋，正逢培新剧社到保定招收演员，厂长
说带她去试试，这一试竟然被录取了。

齐花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第
一批戏曲学员，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
军区新型文艺团体中唯一的女学员。剧社
领导讲话时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
型剧社，是要培养人民的艺术家，学戏就
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是没有过硬
的本领，不能让人民满意，剧社就没有存
在的价值！”

齐花坦记住了领导的话，她想做人民
满意的好演员，唱人民满意的好戏。为了这
个目标，她练功从来不怕吃苦，而且悟性极
高。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聪明好学的小女孩，
生活上热心照顾她，艺术上都愿教她真功
夫。齐花坦享受到了艺术大家庭的温暖，觉
得只有努力练功，才能对得起老师们的关
心。后来培新剧社改建为河北实验剧院，京
剧、评剧、河北梆子三个剧种同台演出。

1951年，当年的河北省文化局为了让
代表河北省剧的河北梆子独立成长，责成
剧院把河北梆子分出去独立成团，齐花坦
被安排到了新筹建的河北梆子剧团。

这个团白手起家，一切靠自力更生。虽
然演出有些收益，但阵容薄弱，演员队伍老
化且青黄不接，剧目不能更新，发展前景堪
忧，成立不到一年决定解散。剧团的老人们
一致认为，河北梆子是河北最具代表性的
剧种，只有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才能保
住河北梆子剧团，更好地发展这个剧种。可
让谁来挑这副重担呢？在决定剧团生死存
亡的关键时刻，老师们不约而同想到了齐
花坦。她成了剧团的重点培养对象，领导专
门为她配备了生活老师和艺术老师。齐花
坦并不知道，此时她已肩负起一个剧团兴
衰的使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老师们的精心培
养下，齐花坦靠扎实的基本功，很快掌握了
表演技巧，第一次主演新编历史剧《相思
树》就赢得了满堂喝彩。

“河北梆子有救了！”剧团群情振奋，大
家看到了这个剧种的前途和希望，又紧锣
密鼓地创排了《婉香与紫燕》《扫穴犁庭》两
出新编历史剧，齐花坦都参与演出。

一年之中连排三出大戏，对成年人都
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年仅14岁的齐花坦却
创造了这个奇迹。几出新戏同时上演，剧团
顿时焕发了青春活力，在省会连续演出两
个月，场场座无虚席，只要齐花坦一上场，
全场掌声雷动，散戏后观众不走，纷纷挤到
后台，想一睹这个女孩儿的芳容。名声一传
出，各地来邀请剧团演出的络绎不绝。

当年，剧团全年演出在400场以上。每
天演出两场戏，每场四个小时，休息时间还
要练三遍功，这对一个14岁的女孩儿来说
是超负荷的工作量，可齐花坦从不叫苦。她
靠惊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为河北梆子这
只摇摇欲坠的小船撑起了前行的风帆。剧
团演出引起的巨大轰动，让河北省文化部
门的领导很惊喜，不仅收回了解散剧团的
成命，而且决定把这个剧团改为国营河北
梆子剧团。

“一个小孩儿救活了一个剧种！”这种
说法在冀中大地风靡一时。齐花坦却从不
居功自傲，每逢谈起此事，她总是谦虚地
说：“我那时就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如果
没有老师们众星捧月般给我当配角，没有
乐队、后勤的师傅们默默无闻做奉献，哪有
我在舞台上的风光？我只有做个让人民满
意的好演员，才能对得起老师们的培养。”

作为第一批国家级河北梆子“非遗”传承人，齐
花坦在艺术上从不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她始终认
为，创新是更好的传承，尤其是戏曲艺术，只有在传
承中不断创新，排出满足新时代观众审美需求的好
剧目，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齐花坦离休后策划拍摄的 6 部戏曲电视剧，其
中《蝴蝶杯》《孔雀岭》《绣襦记》三部作品都是我编写
的剧本。

舞台版河北梆子《蝴蝶杯》是齐花坦的看家戏，
也是有着深远影响的传统剧目。她认为，随着时代的
发展，有些情节已不适合观众的口味，如果不改革创
新，很难传承下去。她鼓励我对这个剧本进行改编，
我觉得这是很冒险的事，开始有些犹豫，但齐花坦的
创新精神让我感动。在他们老两口的支持下，我把原
舞台版《蝴蝶杯》改编为舞台版《新蝴蝶杯》。2002年
由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排演，2003年参加河北省
第六届戏剧节，获优秀编剧奖。为扩大剧目影响，齐
花坦又让我把舞台剧改编成河北梆子戏曲电视剧。
她四处奔波筹措资金，亲临现场指导拍摄，五集戏曲
电视剧《蝴蝶杯》终于拍摄完成，在当时的中央电视
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间多次播放，并获得河北省第
八届“五个一工程”奖。

《孔雀岭》是一部现代戏，由石家庄市丝弦剧团
排演。改编成河北梆子戏曲电视剧时，齐花坦坚持根
据剧情和人物心理，把河北梆子高亢的唱腔融入民
歌元素，使之柔美动情，好听好记。这部戏曲电视剧
在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多个频道播出，受到很多年轻
观众的喜爱，并获得全国电视戏曲展播奖、中国戏剧
文学剧本奖。

戏曲无论怎么改革创新，最终目的是要让观众
满意，这是齐花坦一直坚守的理念。

《曲江情》是根据元杂剧《绣襦记》改编的一出古
装戏，正定县河北梆子剧团排演后，从北方演到南
方，深受观众喜爱，剧目获河北省第七届文艺振兴
奖，剧本获河北省第五届戏剧节优秀编剧奖、中国戏
剧文学奖。齐花坦觉得这个戏行当齐全，是个能培养
演员的好剧目，也经受了市场的检验，想推荐给保定
河北梆子二团排演。只是剧团日子不好过，给不了我
剧本费。我说：“齐老师，我不要剧本费，只想跟您一
起为河北梆子传承做奉献！”齐花坦高兴地抱住我：

“还是你最理解我！”保定河北梆子二团排演这出戏
后，获得保定市戏剧节一等奖。齐花坦却认为，获奖
不是终极目标，让观众满意才是最终目的。

为检验剧目的演出效果，烈日炎炎的盛夏，齐花
坦带着小马扎坐公交车去郊区，看正定县河北梆子
剧团演出，坐在席棚下蒸笼般的剧场，她看得那么投
入。寒风刺骨的冬夜，我们打出租车到鹿泉农村的露
天剧场看保定河北梆子二团演出，军大衣裹在身上
仍冻得手脚麻木。齐花坦坐在观众席上，俨然一丝不
苟的评委。当观众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时，她脸
上才露出欣慰的笑容。

每次看完戏，她都要到后台给演员们以鼓励，之
后把演出中的不足逐一提出来，并现场做示范，一句
台词，一个动作都不含糊。她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
求，对观众负责的态度，让人们看到一位艺术家的工
匠精神，也理解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
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这句话的含义。

齐花坦在家庭中柔情似水，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在艺术上执着坚定，似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学生面
前是良师益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观众面前谦恭
随和，像勤奋好学的小学生。一个在上世纪50年代赴
朝鲜慰问演出受到贺龙元帅赞扬，60年代为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演出受到亲切接见，70年代因《宝莲
灯》红遍全国，80年代靠精湛艺术受到无数观众追捧
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做人低调，做事执着。我被这种高
尚情操所感动，萌生了为她写本书的念头。

谁知，这想法一提出来就被齐老师婉言拒绝了。
她说：“我过去是个小演员，是新中国给了我艺术生
命，现在离休了，只能算是个文艺老兵。我一生没有
做惊天动地的事，也没啥可写的。戏曲是综合艺术，
要是没有众人默默无闻地当绿叶，我就算是红花也
难夺目。我只想在有生之年，多培养一些学生，让河
北梆子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齐老师谦虚的为人让人发自内心地敬佩，更坚定
了我为她写本书的信心。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
我的长篇纪实文学《齐花坦传》出版，时任《大舞台》主
编的冯锋老师看后评价：“小荷尖尖早成名，拾玉镯时
正年轻。六月飞雪扮窦娥，一腔血泪洒白绫！藏舟情定
蝴蝶杯，洞房花烛识真情。思凡下界三圣母，剧坛闪亮
宝莲灯！演艺春秋五十载，献身梨园情更浓。”这是对
齐花坦老师从艺50周年最好的总结。

从童工到人民艺术家，齐花坦沐浴着新
中国的曙光一路走来，内心充满无限感恩和
感激，她把这种感恩之情回报给社会，把这种
感激之情回馈给人民。半个多世纪以来，她在
舞台上演出剧目近百部，塑造出一个个鲜活
的艺术形象。她常说，一花独放不是春，孤树
再高难成林。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一个剧
种永葆青春的希望，戏曲事业的传承发展需
要更多的青年人才，只有把大批青年演员培
养起来，文艺事业才能后继有人。

上世纪80年代，齐花坦在戏曲舞台正红
红火火的时候，就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主演的
剧目手把手教给青年演员。有人提醒她：“你
还没有离休，就把戏教给青年人，不怕他们抢
了你的舞台？”齐花坦回答：“我是新中国培养
起来的演员，我的艺术都是老师们教的，我教
给年轻人理所应当。我希望所有学生都能超
过我，只有一代更比一代强，戏曲事业才能兴
旺发达。”

“艺术永无止境，只要人民需要我，我愿
为人民服务终生。”这是齐花坦写在日记本上
的话，也是她多年坚持做的。离休后离开戏曲
舞台的她，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培养青年人才
上，尤其注重对基层青年人才的培养。在她看
来，基层剧团常年活跃在人民群众之中，就像
扎根在泥土的小树，多得到一些阳光雨露，就
能成长更快一些，他们长真本事了，才能让基
层观众看上更好的戏。

这些年，正式拜齐花坦为师的弟子有40
多人，慕名上门求教的学生足有几百人，她主
动到基层剧团和校园义务辅导的戏曲爱好者
不计其数，可谓桃李满园，硕果累累。

彭蕙蘅是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才拜
齐花坦为师的，对这个声名显赫的弟子，齐花
坦并没有另眼看待，彭蕙蘅每次上门找师父
说戏，她像对待别的演员一样严格要求，一招
一式都不放过。她说：“小彭获奖之后不为名
声所累拜我为师，说明她对艺术的追求是执
着的、真诚的。对这样的学生要是只说恭维话
不传真经，就是对河北梆子事业不负责任！”

在艺术上，齐花坦是严师；在生活上，她
则更像慈母。

李玉梅是齐花坦给保定河北梆子剧团拍
《窦娥冤》时收下的徒弟，也是中国戏剧梅花
奖得主。说到师父的为人，李玉梅举了一个例
子，“拍戏曲电视剧《窦娥冤》那些日子，师父
真成了我的‘保姆’。我每天晚上回到宿舍，累
得连妆都不想卸，就趴到床上睡。师父给我打
来温水让我洗脸，说不洗脸不解乏，扶我起来
洗。洗了脸又打来热水让我烫脚，说烫烫脚血
液循环快，睡觉舒坦，养足了精神明天好接着
拍戏。我烫了脚师父还要给我洗袜子，我实在
不好意思，就把袜子藏到床铺底下。这部片子
拍了83天，师父为我忙前忙后，修改妆面，整
理衣服，教我唱腔，陪我练动作。在将近三个
月的时间里，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对艺术的严
谨态度，也感受到了慈母般的爱。”

毕和心、王俊茹、王俊菊等齐花坦的弟子
都是国家一级演员，谈起师父对她们的培养
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师父经常教育我们，唱
戏要唱感情，不要唱流派。演戏要演人物，不
要演行当。心里装着观众，不要装着自己。只
有情系人民，才能做到德艺双馨。”

谢致是齐花坦弟子中唯一的男士，也是
一名公安干警。他说：“我是河北梆子戏迷，早
就想拜齐花坦为师，又担心高攀不上，2000
年终于鼓足勇气说了想法，没想到，齐老师竟
然爽快地答应了。她说从我身上看到一名戏
迷对河北梆子的热爱，教会一名票友，更有益
于河北梆子的普及和发展。这些年，师父为我
付出不少心血，在有些人看来，为一个戏迷操
心费力不值得，在师父心里，只要喜欢河北梆
子的人，她都要一丝不苟去教。”

“作神仙不过是寂寥清淡，怎比得人间幸
福万千。我欲乘风去，置身在人间，扶济众生
困，神灯保平安……”齐花坦扮演的“三圣母”
柔润甜美，此时已成千古绝唱。齐花坦和她的
戏曲时代，已永远载入河北梆子的历史，流传
不息，温润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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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靠惊人的毅力和拼

搏精神，为河北梆子这只

摇摇欲坠的小船撑起了前

行的风帆。

戏曲无论怎么改革创新，最终

目的是要让观众满意，这是齐花坦

一直坚守的理念。

“艺术永无止境，只要人民

需要我，我愿为人民服务终生。”

1954年《拾玉镯》剧照与生活照。

上世纪50年代的齐花坦。

2014 年齐花坦从艺 65 周年师徒大型戏曲
演唱会上，师徒三代饰演《宝莲灯》中的三圣母。

离休后的齐花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