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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饭，家住杭州丁桥的王大伯拿上

午餐盒，出门上了公交车。换乘两趟车后，在

黄龙洞景区下车，步行到圆缘大舞台。几位

天天见面的老友打趣：“老王，你今天迟到了

5 分钟！”

他们都是黄龙越剧团的“铁粉”，无论风霜

雨雪、寒冬酷暑，每天自带午饭，在这里一泡一

整天。

黄龙洞是杭城戏迷最喜欢的景点之一，唱

戏的演员均来自黄龙越剧团，每年演出 1000
多场次，观众达五六百万人次。50 多台折子

戏、10 多台全本大戏，让戏迷过足戏瘾。

剧团演出以公益为主。为照顾老戏迷，凡

是 70 岁以上老人以及残疾人，一律免票。平常

凭杭州身份证，一季度 20 元。逢年过节，剧团

还会编排国庆大戏、新春大戏，观众特别踊跃，

从舞台下一直挤到小广场尽头的圆洞门口。

一个基层剧团，为何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坚持 30 多年，成为一
个“传奇”

虽说是基层剧团，黄龙越剧团可不是“草台

班子”，每个演员都是科班出身，两人曾获戏剧

“梅花奖”。剧团现有 34 人，22 位演员中有 9 位

二级演员、两位一级演员、一位国家级舞美大

师。每天 5场折子戏，他们已经坚持了 30多年。

黄龙洞景区很美。沿山而建的古典园林，

参天古木绿影婆娑，“黄龙吐翠”1984 年被评为

“新西湖十景”。但相较而言，社会知名度小，

游客一直不多。黄龙越剧团老团长朱燕燕当

时是黄龙洞管理处副主任。她思考，能不能办

一个越剧团，用专业表演吸引游客？

1988 年 6 月，朱燕燕从临安文化馆招了 10
名年轻演员，办起杭州黄龙越剧团。初建时，剧

团没有编制，也没有经费，一年后，演员纷纷离

开。为了把剧团办下去，相关管理部门给了优

惠政策：给演员事业编制，演职人员能评职称，

能外出演出和参加比赛。事业编制，稳定了人

心；差额拨款，排戏之外还得自主创收；每天演

出，工作量比普通国有越剧团大不少。

一个特殊的基层剧团就此诞生。

孙建红是第一代演员，现在是黄龙越剧团

的当家人。她是杭州人，从小在市艺校学越

剧。毕业后，原本已经考进一家国有剧团，听

说黄龙越剧团组建后，就毅然跳槽。为啥决心

这么大？“黄龙越剧团最吸引人的，是每天都有

演出机会，天天唱自己喜欢的流派，台下有戏

迷。对演员来说，舞台就是生命。”孙建红说。

黄龙越剧团最早的舞台是一个小八角亭，

十二三平方米，只能站两三人，中间竖一块屏

风，方便演员中场换衣。

孙建红记得，当时没有任何配套设施。没

有话筒，天天扯着嗓子唱；演出服太贵，自己去

买泡泡纱等布料，比着演出服的样子裁剪；每天

照样勤快练功，地点是亭前一小块嵌石子地，穿

着底子软一点的鞋踩上去，脚特别疼。

演得认真，看得入迷。就着这样简陋的条

件，黄龙越剧团撑了起来，有了第一批忠实观众。

为了提高表演水平，团里的 6位主要演员都

拜了名师：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毕春

芳、戚雅仙……几位名师也非常认真，住在杭

州，仔细观察弟子在舞台上的唱腔吐字、身段台

步等细节，一一点拨指导。

那是黄龙越剧团的黄金岁月。一批优秀

的年轻演员成长起来，排出一出出大戏，剧团

走出景区，在全国都小有名气。2000 年，范派

小生孟科娟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2004 年，戚派花旦、入选“越剧新十姐妹”的王

杭娟获第二十一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拥有

两个“梅花奖”演员，这在全国基层剧团中都很

罕见，黄龙越剧团成为一个“传奇”。

青春绽放舞台，人人
都是主角

在黄龙越剧团，演员每天都有上台的机会，

而且都是主角。天天演一样的，自己疲惫，观众

也腻味，必须轮着演新戏。因此，每位演员每次

起码要准备 15台折子戏。全团演员都知道团里

一句话：不能在舞台上浪费青春、浪费艺术。

这一点，非常吸引刚毕业的年轻人：在不

少大院团，很多青年演员可能大多数时候都是

演配角、跑龙套，难得唱一回主角。但在这里，

只要技术过硬，就能当主角！

“刚开始上台，内心确实在打鼓。舞台离

观众这么近，一招一式、细微表情，底下观众看

得清清楚楚。万一不满意，被轰下台怎么办？”

演员王静艺笑着说。

每个演员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每天 5 场

折子戏，演出了感觉，也演出了胆气。年纪最

小的周伊雯，现在也是资深演员了。“就靠这样

天天唱、天天练，专业才进步快。刚出学校，演

出靠模仿，带不了感情。到了剧团，老师教，同

事帮，自己学，慢慢揣摩人物性格特点，想象此

情此景。角色理解深了，演起来才生动。”

折子戏能演主角，排大戏

也 一 样 。“我 们 能 演 十 几 台 大

戏。前些年，每个月要演 3 场

大戏，每年把十几台大戏都演

一遍。”孙建红说，唱主角和唱

配角，舞台实践完全不同，压力

不一样，磨练不一样。

“一名演员，如果一年没演

几场大戏的话，上台都可能心

虚。而我们团不一样，每个演员

都敢唱敢演。”孙建红非常自豪，

“人家总觉得黄龙越剧团就在

景区里面演演，会不会是‘草台班子’？但只要

艺术过硬，只要有一次展演的机会，就会让人刮

目相看。”

1983 年出生的蔡婕，已经是黄龙越剧团的

新“台柱子”。她是浙江省艺校越剧班的学生，

在校时表现优秀，毕业大戏担任了两个主演。

刚毕业那会儿去了另一家国有越剧团，年轻人

干劲足，但剧团演出场次不多，让她心头失落。

朱燕燕把蔡婕“挖”了过来。

蔡婕很幸运。一过来，就遇到杭州恢复杭

剧的机遇。当时杭剧已经失传四五十年。搞

教学的老艺人没有一个还在剧团。2008 年，

杭州市给黄龙越剧团又挂了一块黄龙杭剧团

的牌子，让她们抢救这个濒危剧种。

蔡婕是杭州人，唱杭州话的杭剧，有天然优

势。偶尔，她们试着推出杭剧专场，就有杭州人

赶过来观看，都是老人家。他们感慨，这都是小

时候看过的戏文。杭剧《苏小小》获得杭州市新

剧目汇演优秀剧目奖，蔡婕也获得了演员一等

奖。之后，她评上国家一级演员。

现在的黄龙越剧团，已经有了 90 多平方

米的大戏台，观众席可容纳上千人，两边还盖

起了古色古香的观戏茶楼。戏台近，演员一招

一式看得清清楚楚；环境好，参天古树掩映出

幽静环境。在这里看戏，别具趣味。

王静艺至今记得 2008 年的那场“雪地演

出”。那年冬天，杭州突然下了很大一场雪，道

路积雪难走。因为突如其来，剧团没有提前通

知取消演出。一大早，演员到团时发现，这样的

天气，已经有“铁粉”在候场了。

只要有一位观众，就得演！演员按时上

台，演出服很薄，手指冻得生痛。台下的观众

年纪都大了，一直坐在雪地里看，热情鼓掌。

观众席在树林中，头顶积雪不时簌簌落下，观

众却越聚越多，演员们都感动得红了眼眶。

今夏的杭州特别热，共有 50 多天高温天

气。舞台上就一台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

风。《梁祝》《追鱼》……演员们准时开演，一丝不

苟，从不敢懈怠。

景因戏兴，戏驻景中。杭州黄龙越剧团创

办至今，已走过 34 个年头，探索出一条文化与

旅游结合、共生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给基

层剧团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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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黄龙越杭州黄龙越剧团剧团——

3434年坚持年坚持在基层演出在基层演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顾顾 春春

“ 真 有 一 天 ，你 不 会

阅 读 了 ，不 认 识 路 了 ，就

让 我 做 你 的 眼 睛 和 腿

脚 。”电 影《妈 妈 ！》中 ，84
岁 的 演 员 吴 彦 姝 与 奚 美

娟搭档，诠释相濡以沫的

母 女 情 深 。 面 对 女 儿 确

诊阿尔茨海默病的噩耗，

“妈妈”冷静而坚强，这一

幕让许多观众为之落泪。

凭 借 对“ 妈 妈 ”蒋 玉

芝的塑造，吴彦姝斩获第

十 二 届 北 京 国 际 电 影 节

“ 天 坛 奖 ”最 佳 女 主 角

奖。当颁奖嘉宾念出“吴

彦 姝 ”的 名 字 时 ，全 场 响

起持久热烈的掌声。

在一些人信奉“出名

要 趁 早 ”的 今 天 ，吴 彦 姝

的 名 气 似 乎 来 得 晚 了

些。79 岁，她获得中国电

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

那 是 她 人 生 第 一 座 国 家

级奖杯。

近 10 年，吴彦姝在 40
余 部 影 视 作 品 中 接 连 出

场；近两三年，更近乎“爆

发 式 ”地 投 入 角 色 创 作 。

从 电 影《相 爱 相 亲》到 电

视剧《流金岁月》，从电影

《穿 过 寒 冬 拥 抱 你》到 电

视剧《心居》，吴彦姝塑造

了诸多母亲、奶奶、姥姥的角色，她们命运不同、性情各

异。但不论戏份多少、角色大小，她总能凭借对人物的精

准演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令很多观众好奇：她拥有

怎样的艺术人生？

吴彦姝说：“我是话剧舞台培养起来的演员。”她在

21 岁时出演人生第一部电影《流水欢歌》，并第一次担纲

女主角。1958 年她加入山西人民话剧团，直至退休。

她念念不忘在话剧《刘胡兰》中饰演“刘胡兰”的高光

时刻。1965 年 3 月 19 日，该剧作为“华北区话剧、歌剧观

摩演出会”的节目之一，在人民大会堂演出。57 年过去

了，这个场景一直鲜活地保存在吴彦姝的脑海里。

“第一次到北京演出，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

见，那真是莫大的荣誉！”回忆的话语里，激动之情难以言

表。“最后一幕演完，听说总理要上台接见大家，大伙儿赶

紧排好队。我个子小，并不起眼。没想到，总理走上台，

第一个与我握了手。”不知不觉，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周总理与演员们的合影刊登在 1965 年 3 月 21 日的《人民

日报》上。退休前，吴彦姝专门去话剧团图书馆翻拍了这

张照片，珍藏在手机里。那是一生的鼓舞。

年过七旬，吴彦姝返回荧屏与大银幕。在话剧舞台演

了一辈子的主角，晚年常给晚辈当“绿叶”，吴彦姝心里豁

达：“以前很多人给我当配角，我也该给别人当配角了。”

她喜欢向同行特别是年轻人学习。因为是话剧演

员出身，担心自己无意中带有舞台腔，所以特别留意年

轻人讲对白的逻辑重音，“他们的表演是适应现代观众

审美的”。

时代变了，但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没有变，比如，

尊重生活源头，严谨刻画人物。“妈妈”的遭遇让她想起，

一个同事在得知患阿尔茨海默病后，增加了给她打电话

的频率。电话里，同事说：“吴彦姝，我没有事，只是给你

打个电话，也许，就没有下一次了。”回忆至此，吴彦姝哽

咽了。心酸的记忆和深刻的共情，被带入角色塑造中。

《妈妈！》中有一场戏，犯病的女儿着急进屋，老妈妈慌

慌张张却总也找不到房门钥匙。按照剧本，只需要妈妈有

一个敲破玻璃窗的动作就好。没想到，当时已 83 岁高龄

的吴彦姝敲碎玻璃窗，两只胳膊撑住阳台，从碎玻璃缝里

爬进了屋。仰仗着长期打篮球打下的基础，她干净利落地

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在场所有人却都捏了一把汗。

在拍摄现场，她往往是年龄最大、辈分最高的一位，

却从不愿意做那个被照顾的人。还有一场戏，在离岸数

米远的海中，吴彦姝和奚美娟需要在相互搀扶中完成一

系列演出。众人担心她在沙滩和潮水里移步不方便，提

出搭把手。吴彦姝轻轻摆手拒绝，大家还在劝说，她干脆

三步并作两步自行往海里走去，意思非常明确：不需要任

何人帮助。对待路演和采访，她也是毫不含糊。收到记

者的采访提纲时，已是晚上 9 点，她连夜整理思路，密密

麻麻做标注，充分表现出一个老艺术家的敬业与认真。

吴彦姝饰演的许多角色是姥姥、奶奶，怎么能做到

“千人千面”，让观众总有新鲜感？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

纪，是什么让她保持旺盛的创造力？“怀着对角色的敬畏

和热爱，由心而生地表演。”面对一个接一个问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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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锡剧《烛光在前》斩获第十七届文华

大奖。剧作从“常州三杰”之一张太雷的夫人

陆静华入戏，对张太雷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

信仰、精神、初心进行深情追溯。信仰和精神

仿佛风雨如磐中永不熄灭的烛光，引领人们义

无反顾地向着美好未来开拓进取。

重逢的喜悦总是相似的，别离的伤痛却各

有各的不同。这出戏，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别

离、面对和承担中完成。全剧分为四折，“剪

信”“议去”“掷衣”“烛光”，每一折都是诀别。

结构上的这种独特设计，成为本剧一大亮点。

“剪信”一折，二女儿西蕾决计去参加革

命，陆静华几番纠结，最终放手：“你要走，只能

跟着他们，跟着你爹……”她将剪去抬头和落

款的书信交给女儿，让女儿到上海去找党组

织 。 在 剪 信 过 程 中 ，观 众 才 知 道 她“瞒 了 十

年”，第一次跟孩子说起他们的父亲张太雷是

一名共产党员。这一幕，将她对丈夫的思念、

独自承担的隐忍与坚韧表现得淋漓尽致。

“议去”一折，组织上派交通员刘思猛来接

她们去延安，大女儿西屏满心欢喜要奔向新生

活，而陆静华因为瘫痪的婆婆无法成行。西屏

兴奋得奔出家门去找弟弟，回来时却改了主

意。“那王家李家，披着姆妈浆洗的衣裳；钱家赵

家，穿着姆妈手绣的鞋样；典当铺掌柜的见着

我，提醒该把棉被赎回去过冬了……”“我想好

了，他们去走爹爹的路了，就让我来走姆妈的路

吧。”她不能走，不能将一家重担都丢给母亲。

西屏的选择，很坚定，也很痛苦，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母亲的辛劳付出以及对女儿的影响。

与唯一的儿子张一阳诀别，发生在第三折

“掷衣”。张一阳一路奔上，催刘思猛快开船，

陆静华找来了，张一阳赶忙藏起来，告诉刘思

猛 自 己“铁 了 心 要 去 延 安 ，你 别 告 诉 姆 妈 我

在”。于是出现了戏曲很擅长表现的两人同一

空间的“寻找”。小小的一艘船，母亲“战兢兢

不敢细探看”，儿子“惊颤颤直爪不敢伸”，两个

人“呼吸相闻咫尺近”，然而“再相逢、再相逢不

知哪一春”。女主角孙薇的这段表演非常精

彩，跳进跳出，浑然天成。张一阳走后，陆静华

喃喃自语：“不能不尝一点离别的苦，去换那种

幸福……”这正是张太雷家书中的话。太雷家

书，始终是支撑陆静华的精神力量。

最后一折“烛光”则是夫妻的告别。张太雷

存世的家书唯有一封，家书写道：“寻我们将来

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编剧

罗周巧妙拆解信中细节，化入戏里，变成张太雷

与陆静华的对话内容。剧中，通过张太雷的眼

睛，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贫寒萧索的家：床上

薄被烂絮、空空的米缸、菜罩下咸菜萝卜长相随

……但张太雷还是要走，他为妻子讲了瞿秋白

母亲的故事，自己“与秋白在外做的事，就是要

让天下再无饥饿的孩子，再无辍学的少年，再无

绝望的母亲，再无他姆妈那样的惨剧”。陆静华

感同身受，完全理解了丈夫的选择。

该剧的另一个亮点是面对苦难的态度与

书写苦难的方式。陆静华的人生无疑是艰难

的，但在罗周看来，正因为足够苦难，书写时

才一定要用更节制的方式去完成，不能轻易

放纵泪水，否则会稀释了戏剧张力。因此，所

有情节都在剧作家笔下得到充分经营、有效

铺排与释放。戏中的陆静华在底层生活里熬

着，饱经风霜，依然有着强大而坚韧的内心。

她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壮举，但她就像无声的

力量，支持着丈夫前行的脚步、儿女们奔赴革

命的身影。

烛光在前，昭示着希望，守护那份光亮的，

是可敬的妻子和坚强的母亲。

（作者为《剧本》杂志副主编）

“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
——观锡剧《烛光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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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在前》剧照。 常州市锡剧院供图

剧团演出以公益为主，逢年过节，剧团还
会编排国庆大戏、新春大戏，观众特别踊跃，
从舞台下一直挤到小广场尽头的圆洞门口。

演员每天都有上台的机会，而且都是
主角，每位演员每次起码要准备15台折子
戏。这一点，非常吸引刚毕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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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广大

文艺工作者以人民为中心，长期坚持在基

层演出，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为人

民提供丰富美好的精神食粮。从今日起，

本版开设栏目“艺近人和”，聚焦基层文艺

实践，书写各地文艺院团和文艺工作者扎

根基层、服务人民的动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