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情好像是从38年前那张招
生简章开始的。

1979年冬天，一张“甬剧艺训
班招生简章”贴在宁波五中（现效
实中学）门口。正在读高一的王锦
文，被同学拽着：“你陪我去考吧。”
那时的王锦文，刚从杭州转学过
来，还不知道甬剧是什么。她的父
母都是大学生，在杭州地质队工
作，常年奔走各地。他们希望成绩
优异的女儿能考上大学，找一份安
稳的工作。

那时她寄住在外公家里。那
天，上千人报名竞争18个名额。
那场面令她惊叹。那是文艺刚解
禁的年代，艺训班的招考，让许多
涌动着艺术梦的少男少女看到了
希望。

一个主考官看了一眼正在出
神的王锦文说：“你怎么不报名？
唱一首歌给我听听。”毫无准备的
王锦文，唱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
曲：“亚洲的健儿聚北京，洁白的羽
毛寄深情……”

王锦文凭着这首信手拈来的
歌，一直唱到了决赛。富有戏剧性
的是，她的同学落榜了，她却被录
取了。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她傻
了眼，不知道该怎样跟家人说。她
战战兢兢把消息告诉外公，外公是
个甬剧迷，可是去上艺训班，意味
着要放弃考大学，事关重大，他做
不了主。

父母闻讯赶来，开了一场家庭
会议。她的父亲是河北人，坚决反
对女儿唱甬剧。

招考的老师实在觉得她是块
唱甬剧的璞玉，上门说服家人，才
把她的家人说动。

凭着对表演朦胧的憧憬与向
往，她坚定地对父母说：“给我一个
星期试一下，不会影响功课的。”

这一试，就是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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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文：
风雨飘摇里的
一树芳华

名片：
王锦文，1965 年出生于宁波。

国家一级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第七届中
国艺术节文华表演奖，两获上海

“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第八、
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多次
荣获浙江省戏剧节表演一等奖。
现任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主
任，为甬剧界领军人物、甬剧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她是甬剧名家、“梅花奖”得主王锦文。
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刚刚从杀青的电影《典妻》中走出来，

一身白底青色的棉麻旗袍，清丽婉约，素净淡雅。
她是柔弱温婉的，也是坚定执着的。回想37年的甬剧生

涯，有太多辛酸与欣慰，说到动情处，美丽的大眼睛瞬间涌起
一层雾气。

是啊，新时期的甬剧风雨飘摇，它的每一次华丽转身，都
有她温婉而坚定的身影。

记者 陈也喆/文 应佩佩/摄

2008年，在她的努力下，甬剧这一地方剧种，被批准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6年6月，王锦文担任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主任。
短短的一年时间，她带领团队举办了不少甬剧传承活动，还
创排了两部甬剧大戏。滩簧大戏《呆大烧香》是挖掘整理改
编传统剧目资源的典范，上个月刚落幕的新创甬剧《甬港往
事》，走的是探索剧种创新发展的路子。

王锦文刚刚从甬剧《甬港往事》中谢幕，便马不停蹄地
一头扎进电影《典妻》的拍摄准备中。在电影《典妻》的开机
仪式上，她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很激动，也很幸运，因为这
是甬剧史上的第一部电影，是所有甬剧人的梦想，如今终于
梦想成真。”

7月11日，《典妻》在酷暑中开拍。她每天凌晨4点10
分起床，4点半开始化妆，一直拍摄到晚上9点半。

《典妻》里“妻”这个人物是20多岁的少妇，为了更好地
演绎这个角色，使脸部轮廓更接近戏里的人物，她每天要吊
发16个小时。

那种疼痛难以言说，四天以后，她的头皮便红肿疼痛，
只能通过另一种方法提拉脸部轮廓：把肤色相近的纱布，用
酒精胶粘到脸部，几天下来，皮肤过敏起泡，只好再次吊发。

将近40度的高温下，她穿着长袖衣服，奔跑在山路上，
汗水很快浸湿了整个后背。为了不中暑，她每天出门前，都
要吞服大量的人丹。

“我根本顾不上去想这样对身体有什么伤害，我只有一个
想法，我不能倒下，不能耽误整个剧组，一定要把电影拍出来。”

“那些教过我的第一代甬剧老艺人都走了，可我总感觉
他们好像在天上看着我。他们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我
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她仿佛还是多年前那个懵懂的小女
孩，为了得到老师的一句赞赏，使出浑身解数努力着。

她不知道自己还将带领甬剧走多远，甬剧也不知道这
个外表弱质纤纤的女子，究竟会再给她怎样的奇迹。她只
是一直走着，不知疲倦地走着，循着心里汹涌澎湃的江河，
一步步走向彼岸。

她后来常常回想，在她踏入艺训班的那一刻开始，似乎
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牵引着她，让她的生命与甬剧紧紧地
连在一起。

初到艺训班，年龄最大的她被任命为班长。教他们的
是甬剧第一代艺人——“甬剧皇后”徐凤仙、“凤凰音”范素
琴，还有金玉兰、徐秋霞等。

她明白自己年纪比同学大，压腿拉筋难度也更大，只能
付出更多。每天凌晨，她提前一个小时就到练功场，晚上也
是最后一个走。

这个好强坚韧的小姑娘，很快在班上脱颖而出。艺训
班派她一个人去上海，在徐凤仙的家里学戏。她在那里学
了近20天，把徐凤仙设计的《杨淑英告状》的100多句唱腔
熟记于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次登台出演《杨淑英告状》，参加
全省戏曲“小百花”会演，她就捧回了艺术生涯的第一个奖：
小百花奖。那是1982年，她17岁。

1984年，王锦文正式成为市甬剧团的演员，她暗下决
心，一定要站在舞台中央当女主角。然而，进剧团五年了，
她仍然只能跑龙套，当幕后伴唱。她想到了转行，但很快，
这种念头被压抑下来。她开始等待机会，刻苦自学，坐在排
练场里，仔细揣摩每一个老师的戏。

1989年，王锦文在甬剧《爱情十字架》中担任幕后独
唱。她的独唱，泣声如咽、声情并茂，感动了观众，也感动了
那年戏剧节的评委。评委会专门为她设立了“幕后演唱
奖”，这是前所未有的。

有个评委还特意去幕后，看看这个唱得如此动情的女
孩究竟长什么样。“不仅唱得好，形象也好，这么漂亮的小姑
娘可以到前台演出啊。”

这件事引起了甬剧团的注意，他们发现，原来她就是那

个每天安静地坐在底下看戏的小姑娘。
1991年，王锦文终于盼来了演主角的那天。她在《阿寿

哥》里扮演一个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女孩，与她演对手戏的是
前辈卓胜祖。

她特别珍视这个机会，用心苦练。在当年的全省现代
戏汇演中，获得了青年演员一等奖。之后，她在《邻舍隔壁》
里扮演盲女孩，摘得了上海第七届戏剧“白玉兰”配角奖。

她终于迎来了演艺事业的春天。
然而，甬剧却开始像寒风一样冷落萧条。上世纪90年

代，甬剧从城市剧院退守到乡间露天舞台。当年走进艺训
班的18位学员，大都选择了转行。

2000年，她担起甬剧团团长的重任。角色的转换，也把
她推到了甬剧改革的最前沿。

甬剧低迷，她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她不甘心甬剧从此
一蹶不振，她没有放弃，依旧努力着。2001年，一个里程碑
式的机遇悄悄降临了。她邀请著名剧作家罗怀臻改编柔石
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罗怀臻请来了国内戏剧界最顶尖
的班子，创排了甬剧《典妻》。在甬剧最低谷的时候，这部戏
被赋予了拯救一个剧种的责任，每一个甬剧人都为之付出
了全部心血。

为了使这个角色能在舞台上更丰满，她穿上很高的戏
曲鞋，在倾斜的舞台上苦练。那段日子，她的趾甲缝里都是
淤血。演出那天，她的大脚趾盖脱落下来，鲜血直流。可是
在舞台上，她忘掉了一切伤痛，细腻真挚地演绎了“妻”。

这部戏，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的戏剧大奖，王锦文也因
此获得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走上了事业巅峰。

在她的带领下，甬剧第一次迈出国门。甬剧像一朵冻
僵残败的小花，在她温暖的怀里渐渐苏醒绚烂。

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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