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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兰

金玉兰老师原名周玉兰，唱戏以后跟了师傅
才叫金玉兰。金老师家境贫寒，9岁时经热心邻
居介绍跟滩簧艺人走街串巷边学边演，尝尽辛苦；
后加入“串客班”，演无定所四处漂泊；也学过“四
明南词”，掌握了各种曲牌，丰富了自己的唱腔。
自幼爬河塘、唱堂会、赶市集、演庙台，历经艰辛，
练就了她坚强又乐观的性格，打下了手、眼、身、
法、步的扎实功底。七十二出滩簧小戏，她基本全
会。金老师扮相俏丽，嗓音甜美，眼神运用特别讲
究，塑造人物栩栩如生。上世纪40年代初，她已
小有名气，西装旗袍戏是她的擅长。

新中国成立后，金老师配合当时形势演了许
多革命大戏，塑造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形象。1954
年春，甬剧参加浙江省戏曲会演，同年秋参加华东
地区戏曲会演，金老师先后获得了演员二等奖、一
等奖，并得到了金质奖章一枚。这是甬剧自建团
以来第一次参赛，金老师是为甬剧获得殊荣的第
一人，为甬剧、为宁波乃至浙江省争得了荣誉，也
让甬剧这一小剧种美名远扬。上世纪60年代，
《亮眼哥》的上演，更使金老师走向甬剧艺术表演
的辉煌。

后来，剧团引进导演、舞美、音乐等方面的新文
艺工作者，对甬剧表演艺术进行改革、推进，倾注了
一代甬剧人的心血，对此金老师也功不可没。她吸
收了京剧、歌剧、沪剧等多种艺术的精髓，吸收旧的
滩簧曲调，通过改革为新内容服务。金老师为甬剧
唱腔开辟了新境界，她为《亮眼哥》、《雷雨》等剧中饰
演人物设计的唱腔，现在都成了甬剧的宝贵财富和
培养学生的教材。

金玉兰经历了甬剧从“串客班”、“滩簧”、“改
良甬剧”、“新甬剧”的发展历史，对甬剧事业的改
革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了解甬剧的人都知道金
玉兰，金玉兰是甬剧永远的一姐。

徐秋霞

新中国成立初期，徐秋霞老师就已是甬剧名
角。听说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甬剧主要演员到上海发
展。按当时徐老师的水平，本来也可到上海去大显
身手，可徐老师想到演技好的演员都走了，宁波的甬
剧舞台怎么办？她坚持留在宁波，与其他几个男主
演一起带领一大帮年轻演员，撑住了宁波甬剧团，是
当时剧团名副其实的台柱子。徐老师的大女儿徐文
亚也是当时甬剧团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母女同
台主演是甬剧的一段佳话。

1972年，徐秋霞又带领大家一起重建了宁波
甬剧团。她告诉我们青年演员“戏比天大”，她自
己也身体力行。那年她丈夫去世，还未入殓，恰逢
有演出任务，徐老师是主演又无人替代。于是她
强忍泪水，依旧登上舞台。德艺双馨的徐秋霞老
师是那个时代公认的甬剧一姐。

市民熟悉的“讲大道”的“王阿姨”曾是专业甬剧演员，
故请她谈一谈——

宁波甬剧舞台上的“一姐”
□王坚

现在的人很喜欢说谁是什么领域里的一哥、
一姐，也有戏迷碰到我时会问：宁波甬剧舞台上的
一姐是谁呢？这一姐，自然是某一阶段的剧团的
台柱子，演技精湛，深受广大观众喜爱，对甬剧的
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每个人心中都有其艺术评判
的标准，大家都可来评一评。我就跟大家聊聊我
所认识的宁波甬剧团一姐。

1980年，王锦文本来陪同学考甬剧艺训班，阴差
阳错她倒考上了，毕业后就进入甬剧团。当时上辈优
秀演员很多，她再怎么优秀也轮不上她主演，但她没
有放弃。她坚持练功、练唱、学文化，利用业余时间自
学获得了大专文凭，到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进修，掌
握了更多戏剧专业知识，使其能够厚积薄发。她抓住
每一个机会，认真演好每一个角色。2002年在甬剧
《典妻》中成功扮演了“妻”一角，为甬剧争得了至高的
荣誉：梅花奖、文华表演奖等，使甬剧走出低谷，在戏
剧表演艺术上更上层楼。

她还把甬剧带到了香港、台湾，带到了欧洲，受到
了同胞和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后来，她继续为甬剧
创作了《美丽老师》《风雨祠堂》《宁波大哥》等好戏。
如今，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培养学生、创作新戏、争
取新的观众、继续甬剧改革……你说她是不是甬剧的
一姐呢？我说当然是。

在甬剧发展历史上，优秀演员还有很多，我就不
一一列举了。希望甬剧继往开来，一代又一代，涌现
更多的众望所归的一姐。

宁波甬剧界有一对姐妹花，姐姐汪莉萍，妹妹汪
莉珍，大家亲切地称姐姐为大汪，妹妹为小汪。姐妹
俩在少年时就拜甬剧名家为师。

大汪在上世纪50年代的甬剧舞台上塑造了许多
令人难忘的角色。在艺校担任甬剧班主任后，培养
了以后在甬剧舞台上的杰出演员曹定英、杨柳汀、卓
胜祖等。没有她对个人名利的放弃，怎么会有当时
甬剧舞台的多姿多彩？小汪老师根据艺术要求转行

当了导演，在几十年的导演生涯中，她为甬剧创作了好
多经典作品。她导演的戏为甬剧培养了几代优秀演
员，并推进了甬剧的改革。她导演的戏参加全国戏剧
节，受到了中国剧协的肯定，专家称赞甬剧演员：“能
如此深刻地刻画人物性格的演员少见。”还称赞甬剧
是“传统戏曲与现代戏表演结合得最好的文艺团体之
一”。因此我说，大汪小汪这对姐妹花也是甬剧的一
姐。

大汪小汪姐妹花

曹定英

说起曹定英，喜欢甬剧的戏迷对她的表演无不啧
啧称赞。她12岁考入甬剧班学习，练就了扎实的基
本功。成功塑造了甬剧经典剧目《半把剪刀》中的陈
金娥、《天要落雨娘要嫁》中的林氏等等。她的表演刚
柔相济，表情朴实真切，刻画人物生动细腻。她严谨

地把握舞台表演的节奏，收放、快慢紧紧跟随人物的
灵魂，跟随着剧情的发展，整场戏把观众的情绪紧紧
地抓在手中。所以她演的戏精彩、赢人心。她视甬剧
为生命，病重期间，还参加了“宁波人王秀港”的演
出。我认为她也是宁波甬剧界公认的一姐。

石松雪

石松雪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甬剧团的青年演
员。同时进剧团的演员中，她并不是基本条件最好的
那一个，个子没别人高，嗓子没别人好，体型没别人苗
条……但她用功、用心。练功比谁都起得早，跑圆场
比谁都跑得长，练唱腔比谁都唱得多……虽然角色没
排到她，或者只是分到B组，甚至C组，但她把台词都
背会了，唱腔都学会了。有这样一句话：机会都是留
给有准备的人。石松雪的身体比较单薄，但她肯吃

苦，肯坚持，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演戏中。她表演
细腻，神情真切，把人物的内心抒发得淋漓尽致。她
委婉的唱腔既继承了甬剧传统，又创造了富有她个人
色彩的演唱技艺，把甬剧在艺术领域推上了一个新的
层次。她饰演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也得了很多奖
项，为甬剧的精彩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她的唱腔
有特殊的韵味，至今仍令许多戏迷痴迷，因此我认为
石松雪也是宁波甬剧界当之无愧的一姐。

王锦文

甬剧名家王锦文为孩子们和戏迷授课（资料照片）。 通讯员 李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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