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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宁波的京剧火种不熄
票友们有想法也有行动

“这些昔日的专业演员，是宁波京剧的‘火种’。他们
行当齐全，当年都经过专业的训练，目前年纪也不太大。
现在国家正在大力倡导‘戏曲进校园’，宁波也开展了这方
面的工作，可以把这些京剧人调动起来，充分利用这些‘火
种’。”在文化部门工作多年的季闽浦向记者建议。

事实上，这一建议和一些京剧票友的想法不谋而合，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群星京剧社已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江北慈城镇是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故里，出于繁荣慈城
文化的考虑，慈城镇文联、宁波市中城小学与群星京剧社
在数年前签了一份协议，三方联合在中城小学建京剧培训
基地。由群星京剧社的罗守信、王利定、白海英等人组成
京剧辅导组，每周一次去学校辅导孩子，从京剧的历史教
起，形体、唱腔等一一传授。慈城镇文联和中城小学共同
出资，支付老师基本的培训费和交通费，甲乙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在协议上都有规定。几年教下来，孩子们能在舞台
上字正腔圆地演唱京剧经典选段了，京剧社的老师们更是
感慨万千，他们依稀看到了京剧传承的希望。

有了中城小学的成功经验，群星京剧社之后又相继在东
柳小学、东海小学等校开办了京剧兴趣班。“关键是要获得老
师的支持，这个很重要。我们当初能在中城小学开班，离不
开该校校长以及音乐老师冯冰峰的支持。”王利定说。

季闽浦也认同这一说法，他认为，“戏曲进校园”牵涉
到教育、文化等多个部门，需要相关部门的牵头和组织，

“‘戏曲进校园’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在工作开展
中，落到实处很重要。戏曲的门类很多，但能被称为‘国
粹’的唯有京剧，‘戏曲进校园’不能少了京剧。好在宁波
还有京剧的‘火种’，可以把那些老京剧人充分调动起来。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其中很多东西不是一两年就能学会
的，教孩子们学京剧主要是培养他们对戏曲的兴趣，做一
些基础的普及工作，等到他们长大了，对自己感兴趣的东
西自然就会去关注、去提高，现在上网学习都很方便。”

采访中，季闽浦流露出了一个老京剧人的情怀。他
说，40多年前，几乎10个宁波人中有9个是会哼上两句京
剧的，如今，估计100个人中也没1个会唱上两句京剧
了。“京剧名家于魁智曾唱过毛主席的《咏梅》，其中有‘待
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之句，若以后100个宁波人中
有一两个会唱上几句京剧了，那我们也可以在丛中笑
了”。 记者 俞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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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几乎每10个宁波人中有9个会哼上两句京剧，如今，大概

100个人中也没1个会唱京剧了。”全市京剧票友迎新大联欢结束后，60多岁
的季闽浦向记者道出了宁波京剧曾经辉煌的一段过往。言谈间，有这位京剧
前辈对如今七零八落的宁波京剧票房的现状分析，也有对京剧传承及宁波“戏
曲进校园”的种种思考，隐藏不住的，是他对京剧深厚的感情。

一直以为京剧在地处江南的宁波是小众艺术，日前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举行了一
次全市京剧票友迎新大联欢，记者才发现宁波的京剧票房并不少。

所谓票房，通俗点说，就是沙龙，就是有固定场所、固定人员、固定时间、固定伴奏人
员的聚唱所在。

京剧票友迎新大联欢上，来了10个宁波京剧票房，包括宁波文促会京剧艺术传承
中心、明州京剧社、市梅派戏迷联谊会、市退休干部活动中心京剧联谊会、海曙区侨联京
剧联谊会等，原本计划两个小时的联欢会最后唱了四个小时，不得不分上、下两场举
行。这些京剧票房的组建，和历史上宁波曾有京剧团有关。记者采访了多位老京剧人
才知道，曾经，宁波京剧红极一时。

据介绍，1968年可算是宁波京剧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宁波一直是有专业京剧团
的。1968年8月，宁波京剧团上调杭州，和杭州京剧团合并成立了浙江京剧团。之后
数年，宁波暂时没有专业的京剧团了。

1970年5月9日，宁波地区“五九”京剧培训班成立，50多名学员都是百里挑一脱
颖而出的尖子。他们最大的17岁，最小的12岁，故又被称为“小京班”。经过4年的专
业训练和学习，这群少男少女于1974年5月毕业，组建成立了宁波地区京剧团。当时，
传统戏是被禁演的，“小京班”学员学的都是现代戏，如《红灯记》《红色娘子军》《杜鹃山》
《智取威虎山》等。

“文革”结束后，传统戏恢复演出，宁波地区京剧团排演的一出神话传统剧《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在天然舞台连演一个多月，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由于市场的火爆，宁波
地区京剧团接着又排演了《宏碧缘》《封神榜》等传统戏，观众看得高兴，演员演得带劲。

“那个时候，文化生活很单调，看来看去就8个样板戏，其中的经典唱段几乎人人都
会来两句。传统戏复演后，京剧就更红了。”曾经是“小京班”一员的季闽浦告诉记者，宁
波地区京剧团还曾经在浙江京剧团名角宋宝罗、张二鹏的领衔下，去上海演了半个多
月，带去的《汉献帝》《武松》等剧也很受欢迎。

彼时和宁波地区京剧团几乎同时成立的，还有宁波市京剧团，其前身是宁波市文宣
队。市文宣队成立于1970年，拥有京剧队和甬剧队两支小分队。1974年，京剧队扩建
成为宁波市京剧团。同时拥有两个专业团，那是宁波京剧的鼎盛时期。

之后，由于港台流行歌曲的进入，舞厅、录像厅、卡拉OK厅等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
般冒出，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越来越丰富，而当时京剧本身又缺乏创新，观众也就越来
越少。1979年，宁波市京剧团因市场原因改为宁波越剧团，团里的女演员绝大部分改
学越剧，著名演员洪芬飞就是这时从京剧团转到越剧团的；男演员有的转到宁波地区京
剧团，有的到宁波市文艺进修学校当老师，有的改行分流到各行各业。1983年地市合
并，宁波地区京剧团改建为宁波市京剧团。1987年，宁波市京剧团解散。这也是全国
的普遍状况，上世纪80年代，全国京剧院团数量锐减。

京剧团解散了，但专业演员对京剧的爱不会散去。这种热爱已深入骨髓。当年风
华正茂的演员们如今大多进入花甲之年，随着他们一个个从工作单位退休，宁波的京剧
票房便一个个地诞生了。有时间，有精力，他们与京剧重续旧缘。

那么宁波现在有多少京剧票房呢？“很难统计，因为除了象山半岛京剧艺社等极少
数几个票房是在当地民政局有登记的正规社团组织，绝大多数的京剧票房并没有注册
登记，二三十个肯定有的。”宁波文促会京剧艺术传承中心主任季闽浦说。而市文化馆
干部吴宁对此的估算是有四五十个，因为仅宁海县就有20多个京剧票房。

群星京剧社是宁波京剧票房中的佼佼者。该社隶属于市文化馆群星艺术团，成立
已有10多年，坚持每周六上午在市文化馆聚唱，几位主要票友像白海英、王利定等都是
当年的专业演员。更难得的是，该社琴师罗守信擅长作曲，他曾从原宁波京剧团转入浙
江省京剧团从事京剧音乐创作，在他的指导下，群星京剧社不仅能演出，还具有创排作
品的能力，创作的廉政京歌《两袖清风》、京剧小戏《爱心托起希望》等演出后很受好评。

成立才一年多的宁波文促会京剧艺术传承中心呈现出了后来居上之势。该票房除
了每周一次的练唱，还不定期邀请名家来授艺讲课，成立后不仅经常走进企业和社区演
出，去年的市民文化艺术节期间，票友们还在天然舞台和京剧名家尚长荣、翁国生等举
行了一台名家名票展演。该中心现有30多人，难得的是成员中有数位年轻票友。

票房是松散的组织，总体而言，宁波的京剧票房处于自生自灭的散兵游勇状态，缺
少引导和管理。据了解，它们大的有三四十人，小的只有五六人。有的小票房甚至没有
乐队，只能跟着伴奏带聚唱。票房里以60多岁的老年人居多，40岁以下的票友很少，
无论是运作模式，还是演出的曲目，都比较老旧。他们以自娱自乐为主，票房与票房之
间的交流不多，一起演出的机会更少，此次全市京剧票友迎春大联欢是非常难得的一次
票房间的聚会。

“10年后，宁波的京剧票房将减少一半。”60多岁的票友范丽芬在采访中说。

宁波京剧曾红极一时 一度出现两个京剧团

宁波京剧票房多且散 处于散兵游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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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京剧社的老师教孩子们表演京剧。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