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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祠堂诞生的越剧团

据今年 73 岁的老团长王鹏飞
先 生 介 绍 ， 嵩 江 越 剧 团 成 立 于
1997 年 9 月 17 日，当时团部设在
咸祥老街的朱家祠堂。剧团的前身
叫咸祥文宣队，由时任大嵩区文化
站站长蔡继近组建，文宣队后改称
咸 祥 越 剧 团 。 1980 年 至 1984 年
间，由于剧团的发展壮大，逐渐成
为职业性质的剧团，多次赴外地演
出。因大嵩江是当地主要河流，后
又改名为嵩江越剧团。

朱姓是咸祥镇的大姓。朱家祠
堂是咸祥一座古老建筑，大殿雕梁
画栋，厢房飞檐翘角，尤其是戏台
十分讲究，藻井华美。成立之初的
嵩江越剧团就以此为大本营，排
戏、演戏。

“记得曾排演过越剧 《沉香
扇》、甬剧《半把剪刀》《雷洒相思
地》 等，有一年送戏到舟山虾峙
岛，一边演出一边还排演 《血手
印》呢。”王鹏飞说。

据另一位更年长的老团长、今
年 83 岁的朱福林先生介绍，当年
由于演出收入少，剧团就在旧祠堂
里开办了一家棒冰厂，夏天演出淡
季时靠卖冰棍增加些收入。“当时
剧团常常去部队慰问演出，还坐船
到舟山的偏僻海岛演出。岛上的船
老大、渔民很少看戏，我们大老远
过去，受到亲人一样的招待。”

到 1984 年下半年，剧团自动
解散，演员们回到各自的生产队参
加劳动。当年的王鹏飞刚好遇上全
镇“围海打塘”，他便参加了打海
塘战，之后，还做过晒盐工。

白天打工晚上演戏

到了 2001 年，为了丰富业余
文化生活，王鹏飞、朱甲华等人在
咸祥镇文化站组织指导下，成立了

“咸祥民乐队”，由朱美华、朱甲
华 、 龚 文 昌 、 王 彩 飞 等 20 人 组
成，他们吹拉弹唱，偶尔也演些小
戏，活跃在当地乡村舞台。

“老团员”王彩飞从小喜欢唱
戏，收音机一开，听到经典戏曲张
口就会唱。她平时在工厂上班，做
过小五金，磨钻头技术特别好，成
为厂里的“磨刀师傅”。进入民乐
队后，她主要是清唱，有时也演些
折子戏。为了方便演出，她换了相
对自由一点的工作。2012 年 7 月，
王彩飞与队友王文爱参加宁波市

“相约梨园”第二届戏剧票友大赛
总决赛，分别获银奖和铜奖。

2004 年 进 入 剧 团 的 王 文 爱 ，
父亲是唱宁波走书的民间艺人，从
小耳濡目染有了音乐基础。她在剧
团排演的越剧 《梁山伯与祝英台》
中，扮演梁山伯，是重要的小生角
色。“因为喜欢，这么多年就一直
在越剧团演戏。”她参加过 《一缕
麻》 等五六十场演出。2014 年，
越剧团在镇成人学校成立民间戏迷
社，开设了戏曲初级中级培训班，
她 自 告 奋 勇 当 了 戏 迷 社 “ 班 主
任”。一招一式，一颦一笑，她总
是不厌其烦地传授给学生。

2010 年，咸祥民乐队又恢复
为嵩江越剧团，演出的戏就更多
了。

令人感到新奇的是，嵩江越剧
团几十名演职人员，都是业余的，
他们白天上班、做工，晚上练唱
腔、识新谱、学走台。在这些演员

中，有理发师、海产养殖户，有羊
毛衫针织工，也有食堂厨师，还有
普通家庭主妇……

在剧团乐队里弹三弦、柳琴的
朱甲华，在老街上开有一家早点
铺。做包子需要发酵，他每天凌晨
4时就得起床干活，而参加乐队排
练、演出常常要搞到深更半夜，为
此免不了影响第二天的生意。

旦角朱雪君，在《祥林嫂》里
演鲁四太太。台上扮演的是富贵阔
太太，现实生活中则是咸祥老街一
家美发店的理发师。6 月 16 日下
午，央视记者跟拍到老街时，朱雪
君正在给一位老婆婆剪头发。每逢
节假日，美发店的生意就比往常
好，而这个时候也正逢剧团演出旺
季，生意与演出常常发生矛盾。为
了演出，她只好选择关店门。正在
理发的一位阿婆说，“她关店门
了，我们就知道一定又外出演戏
了。只要是她演的戏，我都会跟着
去看。她演得好啊！”

演《祥林嫂》中“贺老六”的
李锡年是镇海人，今年 41 岁的他
平时的工作是“白蚁防治”。自从
19 岁那年迷上越剧，李锡年已然
成为甬上非专业“著名”越剧演
员。20 年来，李锡年参加过 40 多
次比赛，获得国家、省、市各类业
余越剧大赛多项大奖。三年前，他
被嵩江越剧团盛情邀请加盟。“剧
团里的人非常朴实，非常团结。有
时我喉咙不好，马上有人递上药、
送上茶；上场下场，需要更衣时，
马上有人主动帮忙穿衣、脱衣。”

李锡年进入嵩江越剧团后，他
的爱人孔娜也常常前来帮忙。她做
的是幕后工作——“幕后唱”，同
时兼任剧团化妆师。

拉大提琴的姚明通，有一次在
相邻村庄演出，晚上骑摩托车回
家，一不小心摔倒在乡间小路上，

压伤了大腿。而等养好伤，他又出
现在剧团的乐队里。

由于经费不足，不少演员自掏
腰包购买服装、乐器，自己动手制
作谱架、布景。由于咸祥镇经济相
对欠发达，全镇目前尚无影剧院，
嵩江越剧团排戏只得借助镇成人学
校的一间教室。

团长王贤国自掏腰包补贴剧团
的开支。他说，我们团队秉着自我
爱好、自我参与、自我组织、自我
管理、自我表演、自我得乐的“六
自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才走到
今天。

从晒谷场到大剧院

2011 年，浙江省文联、省戏
剧家协会与嵩江越剧团结对，并把
这个剧团作为基层联系点。省戏剧
家协会专家多次赴咸祥开展送戏下
乡、文化走亲、戏曲表演指导等活
动，不但为滨海边远小镇送来了名
家名段，也切实提升了嵩江越剧团
的表演水平。

嵩江越剧团历经兴衰起落，发
展至今，共有演职人员 47 人，逐
渐推出《祥林嫂》《玉蜻蜓》《狸猫
换太子》《红楼梦》 等一批经典名
剧，涌现出王文爱、王彩飞、李锡
年、钱小云、王贤国等在地方有影
响力的“名角”。这些年来，嵩江
越剧团的足迹遍布鄞州区每个乡
镇，共计演出 250余场，深受当地
群众和戏迷们的追捧。

几年前这支“草根剧团”在上
海兰心戏院上演《祥林嫂》时，观
众鼓掌达 25 次之多。毕派传人、
国家一级演员杨文尉女士观看演出
后认为，“演员悲喜把握适度，唱
腔优美甜润，演出到位，达到专业
水平。”去年 6 月，嵩江越剧团赴

杭州胜利剧院做了一场“草根剧团
送戏进省城”汇报演出，也取得成
功。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宁波市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邬月星说，嵩江
越剧团是鄞州区 36 支业余文艺团
队中的领先者，是特级剧团。该剧
团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乐队非常
棒。一般业余剧团乐队人员很稀
缺，而嵩江越剧团是在民乐队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二是，演员形象、
唱腔好。

2000 年，在鄞州区文化馆负
责戏曲管理工作的邬月星，曾帮
助、辅导嵩江越剧团排戏。“从不
会到会，再到挑战经典大戏，最近
又开创越剧男女合演新局面，嵩江
越剧团有些演员的水平比一般专业
剧团还高。如李锡年的范派唱腔堪
比‘越剧王子’赵志刚，两位演祥
林嫂的女演员入戏很深。”邬月星
不吝赞美之词。

6月 15日特地从杭州坐动车前
来观看演出的浙江省戏曲家协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谢涨大观后说：“我
是第二次观看嵩江越剧团演出《祥
林嫂》，这次被感动得流泪，他们
的进步令人惊奇！”

这次专程前来采访的央视 11
频道编导郝文山说，全国戏剧剧团
非常多，专业剧团要上央视也排不
过来。这次给业余剧团做专题报
道，是因为这个剧团的发展有起
伏，演员有故事，团长有热情。

“草根”成长的肥沃土壤

“草根剧团”的形成与成长，
与文艺小镇咸祥是分不开的。

咸祥，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是一个民俗文化繁荣、民间艺术团
队活跃的滨海小镇，是浙江省“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宁波市首批

“非遗”生态保护区，拥有省级非
遗名录 3 项，市级非遗名录 3 项。
咸祥也是世界顶级大提琴演奏家马
友友、世界重彩画之父蒋铁峰的故
乡。最具民俗特色的“八月半渔棉
会”，以纱船、抬阁等踩街形式出
现，观众万人空巷。

操弄乐器是当地人又一长处。
嵩江民间音乐社的 《快乐抲鱼人》
表演时，老人们手操二胡、三弦、
月琴、笛子、狗叫锣等乐器，将海
螺、纱船搬上台，边演奏边吆喝，
边唱边跳，质朴率真，令人忍俊不
禁，反映了当地捕鱼人经过与风浪
的搏斗，获得丰收的喜悦心情。此
外，嵩江书画社、大嵩印社、沙金
山瑜伽队等民间社团层出不穷。

这些“民间艺术元素”，成为
嵩江越剧团的群众基础和成长土
壤。

团长王贤国说：“鄞州区文化
部门和咸祥镇非常支持和关心剧团
发展。区文化部门每年给予业余团
队经费扶持；现在我们每演出一
场，区政府都给予经费补助。咸祥
镇文化站直接参与剧团的整体工作
和演出安排；历任文化站站长亲自
参与乐队的指导、音乐的编排、演员
角色的分配和教唱。”民间剧团重获
生机，还得益于鄞州区政府前些年
实施的“天天演”文化惠民工程。

“对于嵩江越剧团，镇里想方
设法加以扶持。”咸祥镇镇长荆英
姿说，尽管镇里经济较为薄弱，
每年仍下拨一定的专项经费，并
出面协调剧团的团部场所。以后
咸祥文化广场建成后，会安排新
的团部排练场所，对于大型演出
活动给予经费保障。同时，经常
为 剧 团 骨 干 创 造 学 习 培 训 的 机
会。

6月15日晚上，越剧《祥林嫂》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上演，一千多

名观众把剧场坐得满满当当。一位从乡村赶来的戏迷高兴地说：“台上演出

的是一支业余剧团，不是城里的正规大团，但演得卖力，好看！”

这支长期活跃在宁波城乡舞台的业余剧团是鄞州咸祥的嵩江越剧团，

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排戏演戏，吹拉弹唱，样样都会，上演许多大戏、小

戏。此次进城演出，还吸引了中央电视台11频道前来采访拍摄。

一支“草根剧团”为何能引来央视记者？剧团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草根剧团草根剧团””从从晒谷场走上大剧院晒谷场走上大剧院
——记鄞州咸祥嵩江记鄞州咸祥嵩江越剧团越剧团

嵩江越剧团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乐队嵩江越剧团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乐队 （（胡龙召胡龙召 摄摄））

清 宸

才过端午，夏至来临，转
眼就将是七夕节了……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
不热衷于过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了。这些佳节所包含的古旧
礼俗多，讲究也多，其间的历
史渊源，文化内涵更是深邃广
博，理解起来有些繁复。于是
有人觉得中国本土节日不如

“洋节”来得通俗易懂，直截了
当：像愚人节、情人节，什么
意思，一目了然。其实，中华
传统节日带有非常独特的美学
内涵，它们不仅是一个个民间
用来欢庆或纪念的日子，还记
载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情生
态、文化密码和民族情感……

中华的传统节日多起源于
农耕文明社会。追根溯源起
来，每个节日在最早的诞生之
际，所包含的各种风俗多由贴
近生活的“功利性”所催生。
如端午节中“驱五毒”之俗就
是赖于时令之需而起。端午正
值初夏，各种病毒虫害渐趋猖
獗，人们自然生发出驱走毒虫
害的愿望，然后才想出喝黄酒
的法子。挂菖蒲草也是一样，
菖蒲根茎上的香气有提神、通
窍、杀菌的功效，故而要在此
时悬挂。那么中秋呢？中秋看
上去似乎“没什么用”，但古
人设置这个节日是从历法中
得到的启发，借以满足人们
普遍性的情感需求——对阖家
团圆的渴望，对隔着远水遥
岑的亲友的思念，所以这个节
日体现的是一种广泛共鸣和精
神需求。

传统节日中也有不少是那
些忙于稼穑的百姓，在掌握了
天气变化、季节更替规律后所
创造出来的。这类节日在“二
十四节气”中占了不少。它们
既是节气，也是节日，非常有
利于农人合理有效地安排劳
动、娱乐、休息的时间。在这
些日子里面，融汇着古人对于
自然规律的朴素理解。在清明
踏青，是因为彼时的天体运
动，气候状况，农业生产及人
体自身各方面条件都达到了一
个最合适于步行出游的节点。
在冬至进补，是因为冬令乃万
物潜藏的时节，且“气始于冬
至”。此时进行养生进补，能达
到防止早衰，延年益寿的功
效。且在农业社会，冬天庄稼
地里的活儿也没有春、夏、秋
三季繁忙，人们相对在此时能
有空闲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身体
状况。

此外，中华传统节日中还
蕴藏着十分丰富美好的人情。
清明传追思之情，七夕表夫妻
之情，重九有敬老之情。“情之
所钟，正在我辈”，有情，才有
节。说到底，任何一个传统佳
节，都寄托有百姓对家庭团
圆、社会和谐、邦国强盛的期
盼和祝福。所以说，这些节日
在本质上显示了民族的精神导
向，给人以希望和力量。还有
一点，也是中华传统节日特有
的文化现象，即部分节日中包
含有天人概念。这概念最早由
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之后在
民间影响甚广。当然，董仲舒
是为了满足汉武帝的统治需要
才提出这么一个深藏政治目的

的概念。老百姓对它的理解则
实在得多了。鉴于当时生产能
力和科学知识的局限，面对那
些无法解释和战胜的异常自然
现象，人们创造出了各种神通
广大、慈怀柔悯的神佛。这种
宇宙观也塑造了古代先民源于
自然主义的文化观念和行为准
则。所以传统节日里不仅有规
范，也有林林总总的禁忌和约
束。

可“古调虽自爱，今人不
多弹”。这些节日的味道到今天
的确有些变了。很多时候，它
们成了商业促销的契机，成了
节日经济里赤裸裸的营销借
口，连相关的民俗和节俗也陪
绑一般沦为替商家吸金的一具
文化空壳。在端午节，我们几
乎年年能在报章上看到关于

“天价粽子”的报道；中秋节，
满大街摆满了各色的豪华月
饼。相形之下，很少有人会在
端午诵读屈原那富有积极浪漫
主义的骚体诗歌。至于中秋，
就连笔者自己也只是稍稍回想
儿时跟着父母在龙泉山上边吃
月饼、边看云际那轮皓月的久
违场景。有人说，这一切皆是
因为世易时移。因为时代变
了，所以传统节日也就变得不
那么有传统味道了。我倒觉得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更深的原
因是人心变了。人们变得更加
焦虑，更加局促，这才渐失对
于传统文化的敬畏和感恩之
心。而年轻人对传统节日无感
的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并不
真正了解自己祖国的节日有
多 美 。 一 旦 能 用 心 去 感 受 ，
弄明白这些传统节日背后的
文化阐释、美学表达和丰赡
寓意，相信他们会重新爱上
这些节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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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在拍摄嵩江越剧团彩排央视在拍摄嵩江越剧团彩排 （（胡龙召胡龙召 摄摄））

图为去年图为去年 66 月剧团赴月剧团赴
杭州演出杭州演出，，主要演员朱春主要演员朱春
飞飞 （（ 左 一左 一 ）、）、 钱 小 云钱 小 云

（（中中）、）、张朋飞张朋飞 （（右一右一）） 的的
合影合影。。
（（朱军备朱军备 唐一波唐一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