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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黎本报记者 马黎

9月2日下午4点08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宋宝罗先生，在杭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2岁（生于1916年）。

钱江晚报记者联系了先生的长子宋德宝，他说，前几天父亲感冒了，本来想送他去医院，但他一直不肯去，

便吃了退烧药，好在烧退了。

但大家依然不放心，2日下午，亲人们都来了，劝他去医院看看，宋老还和大家有说有笑，坚持不肯去，说他

只想睡一会儿，宋老就这样在睡眠中安详地走了。

“根据家父的身前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收花圈，不收礼，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宋德宝说。

2005 年是鸡年，宋老以九十高龄进京参加央视戏曲春晚，拿手节目唱戏画鸡；2006 年春天，他进京录制

名段欣赏；2007年秋，他参加首届重阳节老艺术家演唱会，为当场最高龄者。

今年，又是鸡年，这位画鸡闻名的京剧百岁老人走了。

96岁时上过本报“文脉”，8月31日还在更新博客

画鸡闻名的京剧仙翁宋宝罗走了

2个月前
宋老在病房中读了钱报的报道

宋老的身体和精神，一向很好，他的形象

一直是我们说的“鹤发童颜”。很多不知情的

人以为，这把花白胡须是他特意塑造的仙风

道骨。其实，他是患了三叉神经痛，一刮胡子

就痛，才把胡子养长了。

百年戏翁，一辈子的戏，都浓缩进了每一

根雪白的胡须中。

2 个多月前，记者才刚在宋老长子发来

的视频中“采访”了先生。

6月25日，在台北进行的一场京剧演出，

让宋宝罗惦记着睡不着了。穿着妙善公主戏

服出场演《观音得道》的戴绮霞，今年100岁，

在台湾被称为“京剧皇后”，祖籍杭州，她可能

是目前健在的艺龄最高的京剧旦行演员。

那天一大早，家人把从台北现场传来的

视频，放在了宋宝罗的耳边。

“很不容易，这音。”他边听，边感慨。

上世纪 40 年代，两人是舞台上的 CP。

得知绮霞妹妹百岁还能登台，宋老亲自手书

“朋友圈”，通过家人、学生传递给戴老（详见

本报 6 月 27 日的报道），一问一答，京剧界两

位传奇百岁老人70多年后“重聚”了。

其实，那天宋老是在医院里听的戴老的

视频，但他精神不错，后来在病床上读完了本

报的报道，没过几天就出院了。

再往前，2016年3月30日，记者去宋老家

中拜访，见到了一身红衣红帽精神抖擞的老人。

那天的沙发上，3 个老人的手，握得紧紧

的，谈笑风生。他们加起来，一共260整岁。

宋老身边的女子沈世华，浙江昆剧团曾

经的当家花旦，76岁；另一边，沈世华的丈夫，

钮骠先生，84岁。钮老和宋老在上世纪70年

代，共同进入浙江省京剧团，是 40 多年的好

友。那次，沈世华拿出自己的新书《昆坛求艺

六十年——沈世华昆剧生涯》，送给了宋老。

“哦，昆剧团搞活动？”宋老问。

“对，60 周年。”钮骠接话，顺手把封面给

拆了下来，“这封面是她73岁时照的戏照。”

他又把封面翻过来，是一张大合照，“这是

《十五贯》到北京的时候，1956年5月12日，浙

昆‘世’字辈在天安门前拍的，全体48人。这些

人，有的人不在了，很多人现在也都七八十了。”

“都老了，老了。”宋老摸着照片，又看着

钮先生，忽然很萌地说，“呀，你头发全白了。”

大家被老人逗笑了。

“我也都 76 啦。”沈世华娇羞一笑，少女

一般。

宋老看着“少女”，夸道：“76岁，多漂亮。”

那次，宋老的记忆清晰，谈吐风趣，顽强

的生命力，让后辈们敬佩不已。

宋老有枚闲章
刻着“我的画不换钱”

大家都知道，宋先生有一门著名的绝活，

一边唱戏，一边画雄鸡。这出看家私房戏，名

唤《朱耷卖画》。1962年，毛主席欣赏了这出

戏并称赞了他，宋宝罗的这手绝活，就在戏剧

界流传开来。

于是乎，一提起宋宝罗，很多人的反应是

“那位画大公鸡的”，却对他的京剧造诣和成就

知之甚少。其实，边唱边画，只是展示宋老多才

多艺的小节目，他一生演出数百出戏，这是一位

艺术生涯极长的京剧老生表演艺术家，同时是

一位历经沧桑的世纪老人。他经历了军阀割

据，见证了抗日战争，吃过“文革”的苦，右眼还

中过毒，“唱不败的金嗓子”一夜之间倒嗓，天无

绝人之路，他另辟蹊径，画画刻章样样精通。

五年前，台湾京剧名家李宝春数次来杭

州，登门师事宋宝罗，得到过宋老的悉心指

授，《打窦瑶》一折（又名《斩红袍》）是收获之

一，今年李宝春的台北新剧团带着三部“新老

戏”来上海、北京巡演，《赵匡胤》一剧主创名

单的第一位即是艺术顾问宋宝罗，102 岁高

龄的老人在家听说此事，甚是欣慰。

浙江京剧团团长翁国生说，宋老喜欢画

画，退休后无事，常提画笔。他的画从来不卖

钱，都是送给大家。“我办艺术专场时，他还特

地送我一幅画，鼓励我要继续努力。”

宋老有枚闲章，上刻着“我的画不换钱”。

人来求字求画，没说的，给，不谈钱。即使是陌

生人，只要过来求，绝不让你空手回去。

可有一天，有两个人敲响他的家门求画，

一个侍奉着笔墨，另一个却偷偷溜到另个房

间翻箱倒柜，盗走一张存折，许多钱财。

后来，宋老就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你们

别来了，来我也不敢开门了。

这些年，宋老很少出门，包括 2017 年元

旦，杭州图书馆举办了他的百年艺术展，他也

没有出现。

2012年，钱江晚报《文脉》栏目用三个版

专访了当年97岁（虚岁）的他。那次临走前，

宋老递给记者一张名片，名片最下面一行，写

着他的博客地址。问及博客，宋老一脸得意，

“我现在有十几万的粉丝。”

“老宅男”的博客更新很勤，里面有他的

自传、见闻、剧评，以及梨园掌故、书画篆刻作

品等等，信息量很大，点击率有十多万。

“这个博客是由我自己写成文字，我的学

生晓莺、小徐，以及儿媳再帮我整理成电子

版，并且他们及时把朋友们的提问和留言告

诉我，我再把要说的话告诉他们，回复给朋友

们。我一直定居在杭州，身体也还是很好，每

天画画、会客、和学生聊聊戏，也有不少电台

电视台常来采访，生活过得还是很充实的，祝

大家万事吉祥，欢迎您来杭州玩。”2015 年 1

月，老人这样自我介绍。

8 月 31 日，宋老还更新了博客，博文名

为《1954 年宋宝罗创作本〈佘太君抗婚辞

朝〉油印本》。

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讲师张一帆

记得很清楚，2015 年 8 月 22 日，他去家中看

望先生，老人对他说：“我现在平时主要是学

习，学习与 shi（去声）无争——世界的世、事

情事业的事、是非的是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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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的宋老留着花白长胡须。

很多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把花白胡须是他特意塑造

的仙风道骨。殊不知，他是患了三叉神经痛，一刮就痛，

才把胡子养长了。

近百年的时光，一辈子的戏，人生百态都浓缩进了他

每一根雪白的胡须中。

他随意一捋，就抖落开艺海生涯的酸甜与苦辣。

宋老这一辈子，经历了军阀割据，见证了抗日战争，

吃过了文革的苦，右眼还中过毒。

“10岁那年，我演《草桥》时，化妆人员勾脸时没有油

彩，就用黑锅烟代替，结果我的右眼就中毒了。先是红

肿，后来就看不见了。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右眼虽然治好

了，却落得个大小眼，左眼也散光了，不能登台演出了。”

宋老说，他从艺时还曾经倒嗓（指戏剧演员在青春期变

声，不能发出圆润的声音）了。

之后，宋老一度走下舞台，学习画画和刻章。

可以这么说，他是“戏曲界画画和刻章最好的人”，

“画画和刻章的人中最会唱戏的”。

这倒也不算稀奇，更神的是，他还有门绝活，能一边

唱戏，一边画雄鸡。

这出看家私房戏，名唤《朱耷卖画》。1962 年，毛主

席欣赏了这出戏并称赞了他，宋宝罗的这手绝活，就在戏

剧界流传开来。

宋老有枚闲章（除姓名、字号用章外，其余印章，在印

学上统称为闲章），上刻着“我的画不换钱”。人来求字求

画，没说的，给，不谈钱。即使是陌生人，只要过来求，绝

不让你空手回去。

可有一天，有两个人敲响他的家门求画，一个侍奉着

笔墨，另一个却偷偷溜到另个房间翻箱倒柜，盗走一张存

折，许多钱财。

后来，宋老就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你们别来了，来

我也不敢开门了。

临走前，宋老递给我们一张名片，名片的最下面一

行，写着宋老的博客地址。问及博客，宋老一脸得意，“我

现在有十几万的粉丝，文章都是我口述，儿媳帮我打字。”

一笑起来，宋老的脸上就熠熠生辉，连眼睛深处都是

含笑的。

本报记者 南芳
实习生 俞艳芩 通讯员 盛昕 张君怡

他7岁登台,如今96岁，鹤发童颜

他一手“边唱戏边画雄鸡”的绝活曾让毛主席称赞不已

宋宝罗：京剧仙翁

他7岁登台,如今96岁，鹤发童颜

他一手“边唱戏边画雄鸡”的绝活曾让毛主席称赞不已

宋宝罗：京剧仙翁

魏志阳 摄

宋宝罗 京剧表演艺术家。1916年出生于北京。

7岁登台献艺，轰动北京，号称神童。15岁自组班社，和梅兰芳、程砚秋、金少山、周信芳等大牌名角同台共演。

解放后曾在浙江京剧院工作，曾多次为毛泽东、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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