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是 1981 年 12 月，改革开
放号角吹响的第四个年头，浙江
省文化局 （现省文化厅） 主办的
全省现代剧调演颁奖会上，一位
身材矮小、跛着左腿的中年汉子
捧着获奖证书热泪盈眶。他之所
以激动不仅因为获得了荣誉，更
是因为一个自在活泼、尊重个性
的崭新文艺时代真的来临了——
这位中年汉子，就是余姚姚剧团
编剧黄韶，那年，他47岁。姚剧

《烦恼的喜事》 获剧本二等奖、
演出奖等，他作为剧本的第一作
者上台领奖。《烦恼的喜事》 是
改革开放后姚剧的第一部原创现
代戏。

“黄韶于 2000 年 4 月去世 ，
但是他的剧本留下来了。”姚剧
表演艺术家寿建立说：“ 《烦恼
的喜事》 是为黄韶带来荣誉的第
一部新时期作品，是他与黄越、
赵钦亮携手创作而成，计有七
场。”毕竟是 30 多年前的作品，
一些选本未予收录，从哪里可以
阅读到剧本呢？笔者为此先联系
了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得
到中心主任倪乐辉帮助。在其将

扫描件发来之前，笔者又联系上
《姚江戏曲》 编写者之一的钱百
治，甚至辗转联系到了黄韶的女
儿黄丹娃。与他们交流后，再阅
读 《烦恼的喜事》，觉得作品更
显丰厚。

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提
供的 《烦恼的喜事》 剧本是 1981
年 6 月搬上舞台的版本，刊载于
宁波文化局文艺创作室所编的资
料 《宁波戏剧选》 第 2 期。剧
中，因一次生产事故，春燕受了
重伤，左臂可能落下残疾。春燕
的未婚夫是在役艇长建平。翠姑
鼓动建平的父亲阿祥，希望让建
平放弃春燕而娶其女儿丽娟。恰
在这时，建平给丽娟寄来了一只

“宝石花”手表，众人以为他移
情别恋了……当建平回家省亲
时，声明他从未变心。于是有人
问，为何春燕受伤不来看望，却
向丽娟寄送相当于聘礼的手表？
建平说，那段时间正好出海训
练，不知春燕受伤。在出海前，
丽娟的男友荣根托他买一块手表
送给丽娟，因怕丽娟娘阻扰，就
由他直接寄给丽娟了。

“ 《烦恼的喜事》 表面上看
是一部青春剧，剧中透着新兴力
量与老派思想斗争并取得胜利的
意味，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
寿建立说，“而从内在来看，拨
开三对青年男女‘找对象’的曲
里拐弯，实际展现的是20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社会图
景。”不妨将“灯光”定位在大
队竹编工艺厂工人惠生身上，他
致力于剖篾机革新以提高生产效
率，表示要为群众带来更多收益
后才考虑个人问题。生产事故
中，春燕为救他而受伤，以致陷
于“被抛弃”的境地，他试图与
她结成连理，心里想的还是“帮
我同把革新搞，建设山区费辛
勤”……这就是改革开放初期背
景下四明山区青年的志向、定力
和作风。

供职于余姚市电影公司的 90
后职员方丹丹说：“如果不是因
为读到剧本，我恐怕难以体会脚
下这片土地在过去年代的社会风
貌和人物形象，对我而言，将是
一种人文缺憾。”确实，姚剧记
录了那一幕幕风景，珍藏了那一
缕缕心思。在姚剧史上，《烦恼
的喜事》 的艺术成就不是最突出
的，黄韶的代表作是 《强盗与尼
姑》。而黄韶在新时期的姚剧创
作，却是由 《烦恼的喜事》 而开
启的。

黄韶 一个新的创作期，从现代戏开始

迄今为止，姚剧有三次晋京演
出。最近的一次，与上海戏剧学院
教授陆军有关。2018 年 6 月 20 日、
21 日 ， 姚 剧 《浪 漫 村 庄》 受 中 宣
部、文化和旅游部邀请，参加 2018
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在北京
梅 兰 芳 大 剧 院 演 出 。隔 日 ，该 剧 又
受邀赴解放军北京老干部活动中心
参加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全国优
秀剧目展演。《浪漫村庄》在首都大
放异彩，它的编剧就是陆军。

与 《龙铁头出山》《鸡公山风
情》一样，于2016年7月搬上舞台的

《浪漫村庄》 抒写了乡村干部带领群
众谋发展的壮丽歌谣。只是，《龙铁头
出山》里的“领头羊”是往山外跑而带
来财富，《鸡公山风情》里的“领头雁”
是拆迁整个村庄而赢得财富。而《浪
漫村庄》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人们
非但不往外跑，反而在村里“生根”，
非但不搞拆迁，反而要斥巨资保护原
有资源。姚剧在不同的时代记录生活
特征，显示发展方式的变迁，社会环
境、民众观念等都已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力。

姚剧 《浪漫村庄》 以轻松欢快
的手法描摹一位心系民生的青年科技
干部在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经历
的种种趣事，以及由此获得丰沛的精神
反馈的心路历程。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
分校副校长赵奇伟说：“在当前‘两山’

理论深入人心、乡村振兴号角吹响的客
观现实下，《浪漫村庄》的导向在主脉
上，节拍在要点上，富有强劲的影响
力。”剧中，姚江村得到有效规划和发展
指引，生态与古迹并重，经济与文化共
舞，可以说，姚江村就是当下众多处于
发展与振兴过程中的乡村缩影。

编剧陆军说：“在喜剧式的欢腾
表象和琐碎的冲突线条下，在讴歌
时代与点赞担当的同时，还得给观
众留出思考余地，比如更好地优化
干群关系，我甚至觉得姚剧适合在
田园牧歌里植入带有痛感的思考。”
确实，即便到了新时代，思考如何
更加有效地为群众谋福依然意义重
大。以“乡土情，浓浓又深深；芳
草心，清清又纯纯”为引子的姚剧
唱词，久久萦绕在耳畔。改革开放
的回响，以这样优美的丝竹曲调轻
柔地阐释与传递着……

有意思的是，《浪漫村庄》中的女
主角与《烦恼的喜事》中的女主角竟
是同一个名字“春燕”，这实在是巧
合。仿佛冥冥中寓意着同一个村庄在
一条叙述线上延伸：《烦恼的喜事》中
的山村、《龙铁头出山》中的龙石湾村、

《五月杨梅红》中的丁夹岙、《浪漫村庄》
中的姚江村……这一路，我们实现了从
物质贫穷到物质富裕的蝶变，实现了从
侧重物质增长到注重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比翼齐飞，再到落实“五位一体”布
局的跨越。40年来，中国农村的发展道
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

陆军 在田园牧歌里提醒“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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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剧以其贴近时代、贴
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剧目特
色与艺术特点，为浙东地区
农村观众所喜闻乐见。纵观
改革开放40年来，姚剧“好
戏”不断，那些或老戏整理
或移植改编或潜心原创的
剧目，凝结着一代代编、导、
演职员台前幕后的心血，寄
托着一辈辈姚剧人的光荣
与梦想。从改革开放后的第
一个作品《烦恼的喜事》到
20世纪90年代初《传孙楼》
《龙铁头出山》《鸡公山风
情》，从20世纪90年代末院
团改革后首个作品《女儿大
了，桃花开了》到《兰花女》
《五月杨梅红》《浪漫村庄》，
姚剧通过塑造现实生活中
的“小人物”形象，一次次展
现呼应时代、唱响正气的别
样风采。

剧 本 ， 是 “ 一 剧 之
本”。40年间，姚剧代表性
编 剧 有 四 位 ， 分 别 是 黄
韶、张金海、杨东标、陆
军，他们的学识养成各有
路 径 ， 创 作 题 材 各 有 擅
长，艺术风格各有特色，
但都“紧贴地面飞行”。他
们的剧本中弥漫着姚剧特
有的腔调和韵味——“唉
依哟—唉依唉”……

那 一 声 声 淳 朴 姚 腔
里，传递的是一座江南名
邑的岁月风烟与民间呼吸。

那 一 幕 幕 爱 恨 情 仇
里，浓缩的是姚江两岸人
们的时代追索和史诗情怀。

从 2005 年到 2016 年，姚剧
连续五届荣获省“五个一工程”
奖以及省第九届至第十三届戏剧
节剧目大奖，成绩斐然。而问鼎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的作品更
需出类拔萃。曾经有一部姚剧作
品距离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最近，那就是首演于 1992 年的

《龙铁头出山》，获得中宣部 1992
年度“五个一工程”奖提名奖。

《龙铁头出山》 剧本的作者是农
民剧作家张金海。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姚剧
传承人沈守良说：“ 《龙铁头出
山》 讲述的是一位村干部为民谋
利而出山经商、带动村庄发展的
故事。”跨入 20世纪 90年代的革
命老区龙石湾，在解决基本温饱
之后，一部分人又面临新的困
难。如肖家姑娘因贫困难以上大
学，老书记舍不得花钱动手术而
听天由命……剧中主人公、村主
任龙铁山有心帮助每一个村民，
但个人家底毕竟有限，帮了这个
就帮不了那个。看到闯荡深圳的
钱妙花“人一阔脸就变”，龙铁
山 更 是 受 到 刺 激 。 于 是 ，“ 铁
头”犟脾气上来了，带着村民肖

聪明去深圳开拓业务。几经挫
折，后因为老区背景而受人尊重
得到帮助。终于利用本村丰富竹
资源营销竹制品，走上致富之
路。

《龙铁头出山》 里，有几个
元素是不可或缺的：一是在改革
开放之初的10余年间，作为桥头
堡的深圳已经充分获益；二是在
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经商的
诚信底线不能丢失，绝不能利欲
熏心薄情寡义。在剧中，龙铁山
既有带动村民致富的愿望和切
实经商营销的行为，还有舍己
为 人 、 诚 信 至 上 的 善 良 本 质 。
即便在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大
潮中，他仍以革命老区干部群
众 定 位 自 身 ， 认 准 “ 做 好 人 ”
和“做生意”两不误原则。而
钱妙花投机取巧、见利忘义，是
剧中的“反派”。编剧在一褒一
贬之间，传递着富有正能量的价
值观。

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全
民下海经商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
社会写照。《龙铁头出山》 以一
个村庄的发展、一位干部的境遇
和作为，呈现和记录了富有生机
的社会景象。不仅如此，剧中塑

造的敢闯敢拼且保持朴素本质的
强村富民“领头雁”形象，生动
实在，意义隽永，堪为改革开放
初 期 农 村 基 层 干 部 的 典 型 样
本 。 这 是 张 金 海 的 功 力 和 贡
献。张金海在参加宁波市剧本
创作会议时，曾得到著名剧作
家胡小孩赏识，称赞其具有江
南地域的生活底子，“像一股清
新的空气”。沈守良说，《龙铁
头出山》 堪称张金海依托生活
底子所创的弥漫乡村气韵的经
典作品。

被称为宁波戏剧界“半棵大
树”的张金海，于 2015 年 2 月去
世。曾经，笔者与张金海偶有闲
谈，听他说过一个“高论”：“若
没有问鼎高峰，不要埋怨，只能
责怪自己没有磨砺到极致。”我
想，正是这种从自身寻找突破的
态度，成就了他。他写每一部作
品，都是下了苦功的。

继这部紧扣时代脉搏、人物
栩栩如生的《龙铁头出山》 大获
成功后，紧接着姚剧史上又出
现 了 另 一 部 “ 带 领 村 民 致 富 ”
剧，即由王宗泽编剧、于 1995
年 首 演 的 现 代 戏 《鸡 公 山 风
情》，同样是改革开放潮流中的
时代实证。

张金海 为乡村的市场“弄潮儿”塑像

历史的车轮行至 21 世纪，改革
开放如火如荼。过去人们所向往的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不在话
下，有些人甚至返璞归真，不住城
里住乡村。然而，物质生活极大丰
富的同时，社会精神层面却逐渐暴
露出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些人唯利
是图、道德滑坡、文化萎靡，这引
起有识之士的担忧。主流媒体开始
提出何以重建精神价值的“天问”，
不断推介可能行之有效的“良方”。
这个时候，姚剧没有沉默，推出了

《五月杨梅红》 等一批补给“精神钙
质”的作品。

“一部部作品致力于唤醒与呈现
真善美，促进物质与精神的比翼齐
飞，不断丰富社会的文化价值与道
德感召。其中，《五月杨梅红》 是这
方面的代表作。”宁波市文化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王晓菁说，“此前，首演
于 2003 年的姚剧 《兰花女》 里，一
个妻子全力挽回小富即安而迷失、
堕落的丈夫；首演于 2005 年的姚剧

《母亲》 里，一位母亲狠心训练未成
年的儿子学会独立自强。”笔者对

《兰花女》 中的一句台词至今印象深
刻，一个年轻女子在电话里对老家
的小姐妹说：“这里钱多人傻，快
来。”而 《母亲》 一剧中，少年从起
初的拈轻怕重只得忍饥挨饿流落街
头，到后来的自强不息独当一面，
完成了成长的蜕变。

“由杨东标为第一作者创作、于

2009 年搬上舞台的姚剧 《五月杨梅
红》，源于生活，取材于真事。”寿
建立说。该剧讲述了大山林管员丁
亮偶然收养了女婴小燕，女友杜鹃
为此提出分手。经媒人介绍，丁亮
娶 了 春 梅 ， 婚 后 发 现 她 精 神 不 正
常。丁亮痛苦踌躇时，发现春梅原
来是小燕的生母，毅然决定担当起
照顾母女二人的责任。10 年后，春
梅的原配、因负债出逃的王泉林还
清债务返乡，春梅的病也奇迹般好
转 了 。 面 对 王 泉 林 一 家 团 圆 的 请
求，丁亮选择了成人之美。这时，
杜鹃事业有成，又回到了他身边。
结局圆满，但过程艰辛，人性的光
辉在剧中闪耀。这是时代需要的精
神养分。

姚剧史上，杨东标奉献了两颗
“杨梅”。第一颗是他独立创作、于
1989年首演的姚剧 《野杨梅》，第二
颗就是他与张金海合作的姚剧 《五
月杨梅红》。两剧相隔的 20年间，改
革开放的气象波澜壮阔，《野杨梅》
中的“酸”已经变成了 《五月杨梅
红》 中的“甜”。王晓菁说：“时代
的进步，在两颗‘杨梅’间得到了
微妙记录与意外刻画。”《五月杨梅
红》 向着构建善的观念而冲锋，核
心台词朴实无华，就是一句乡间俚
语，“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
别人”。然而它又蕴含着人生至理，
提醒或告诫着人们，发家致富的同
时，别忘了传递人间的善意与温暖。

杨东标 向社会补给善与美的精神钙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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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天喜地办厂忙，产品源源运远洋。” ——《烦恼的喜事》（1981年首演）

“我就是要撞出一条致富的出路。” ——《龙铁头出山》（1992年首演）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五月杨梅红》（2009年首演）

“乡土乡土，是我的根；百姓百姓，是我的魂。”——《浪漫村庄》（2016年首演）

··回望四十年回望四十年··

《《烦恼的喜事烦恼的喜事》》 《《龙铁头出山龙铁头出山》》

《《五月杨梅红五月杨梅红》》《《浪漫村庄浪漫村庄》》

《《浪漫村庄浪漫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