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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红色戏剧底蕴深厚

1949年5月25日，东方港城宁波解放
了。宁波市民对迎来新纪元的家乡充满了
希望，也对讲述革命年代故事的优秀剧目
充满了期待。

宁波的剧团并没有让观众等待太久。
1950年，宁波佩卿越剧团在家乡的舞台上
演越剧《白毛女》，“台柱”汪秀贞饰演经典
角色“喜儿”。原宁波市艺术研究所（现宁
波市文化旅游硏究院）所长孙仰芳说，宁波
版《白毛女》的首次亮相，赢得现场观众满
堂喝彩。

1958年9月，新编京剧《白毛女》在宁
波大世界剧场与观众见面。这部当年的国
庆献礼剧，一度成为甬城市民热议的话
题。1963年，宁波京剧团决定再次排演《白
毛女》，有老戏迷回忆：“剧中喜儿下山那一
段，看哭了许多人，观众一边落泪一边鼓
掌，气氛热烈。”

“由陈效伦执笔编剧，讲述宁波籍烈士
王鲲革命事迹的红色甬剧《王鲲》，在当时
影响很大。”孙仰芳表示，该剧于1959年由
宁波甬剧团排演，上演后吸引了数万市民
前来观看。1961年《王鲲》再次复排，在民
乐剧场连演两个月，场场爆满。该剧还被
列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剧目。

1956 年，余姚县姚剧团成立。两年
后，姚剧《红色四明山》进行了首演。宁波
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友燕玲表
示，该剧主要人物周明辉的原型是新四军
干部朱之光，他在大部队北撤后，留在四
明山坚持斗争，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周先
生”。该剧在四明山区演出时，受到当地
百姓热烈欢迎，他们说看到剧中人物感到
十分亲切。

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宁波
京剧团、宁波地区京剧团先后排演了《白毛
女》《飞夺泸定桥》《八一风暴》等剧目，宁波
甬剧团带来了《红岩》《红色娘子军》等红色
经典。另据一些老人回忆，宁波杭剧团也
曾排演过《智取威虎山》《烈火红心》等流传
至今的红色剧目。

宁波的红色戏剧底蕴深厚，受众面广，
在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让革命精
神历久弥新。

用戏剧讲好红色故事，“走出去”演绎宁波精神

宁波打造红色文艺精品新高地
今年 8月 31 日，浙江省委召开文化工

作会议提出：新时代文化高地，就是展现
“红色根脉”守护传承、思想力量充分彰显
新气象的思想理论高地；就是展现流派高
峰涌现、创造活力充沛新气象的文艺精品
高地。

宁波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也是新时代
红色精神实践地。宁波的红色戏剧，从这
片底蕴和诗意兼备的红色热土中汲取养
分，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隽永的魅力，深
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宁波人。其中不少
经典之作，经宁波本地剧团反复排练、演
出，被广大观众津津乐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有一大批讲述本土
红色故事的原创戏剧，从宁波走向全国……

新起点上谋飞跃，干在实处显真章。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引，宁波文化强市
建设大踏步向前迈进，本土红色戏剧的原
创能力也得到迅速提升。

2016年10月9日，我市首台原创话剧
《大江东去》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首演。
2017年5月19日，经文化部批准，《大江东
去》应邀参加“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纪
念话剧诞辰110周年”，并在国家话剧院登
台亮相。这部以百年宁波商帮为题材的原
创话剧，全面展示了在特殊年代里宁波帮
强烈的创业精神、高尚的道德操守及以民
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动人的故事和精
彩的演绎深深感染了首都观众。

《大江东去》的推出圆了宁波演艺人的
一个梦，也实现了宁波原创话剧的一次突
破。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宁
波话剧团推出了一系列红色剧目。

4月20日，全国首部讲述“党章守护
人”张人亚事迹的话剧《张人亚》，在上海中
国大戏院上演，专程前来观看的宁波帮后
代、“船王”陈顺通的孙子陈经纬被深深打
动。一直关注着宁波市话剧团成长的他感
慨地说：“我每年都回宁波，有机会一定要
去张人亚的老家走走。”

6月5日，《张人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
心中剧场上演，演出结束后，台下的党员干
部一起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目前，话
剧《张人亚》在全国各地巡演演已超过百
场，反响热烈。

“宁波市话剧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这
些年在探索中不断摸索前进。接下来，我
们将不断向艺术前辈学习，践行文艺工作
者的责任，立足观众的欣赏需求，创作出更
多贴近群众的优秀话剧，并创新演出样式，
更好地为广大市民服务。”宁波市话剧团团
长马玲玲说。

另外，我市原创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从2019年起4月起先后赴江西南昌、贵州
黔西南州、辽宁沈阳、吉林延边州敦化等地
巡演。马玲玲表示，近些年，宁波红色戏剧开
启“加速跑”，越来越多的精品剧目走出宁
波，迈向全国舞台，展示宁波红色文化之美。

走出宁波打动全国观众

携手打造文化高地

近些年，来自全国的红色经典剧目纷纷来
到宁波展演。湖北省歌剧舞剧院带来了中国
民族歌剧瑰宝《洪湖赤卫队》，上海芭蕾舞团倾
情演绎经典芭蕾舞剧《白毛女》，此外还有婺剧
现代戏《血路芳华》、西安话剧团排演的话剧
《共产党宣言》……这些红色戏剧先后在宁波
大剧院、天然舞台、逸夫剧院等剧场上演，引发
甬城市民如潮好评。

除了红色剧目的引进，宁波演艺集团还与
省内其他演艺机构携手，为浙江文化高地赋能
寻找新路径。

9月4日，杭州演艺集团、宁波市演艺集团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深度合作座谈会在宁波
举行。签约后，双方将在剧场合作、经营演
出、资源联动、艺术活动等方面展开深度融
合。

杭州演艺集团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洪见成
表示，双方就剧院智能化运营、演艺项目互动、
剧目出品及剧场合作运营等方面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将携手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为我
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
的文化动力。

宁波市演艺集团总经理林红表示，杭甬两
市地缘相近、文缘相通，同为长三角重要中心
城市，是浙江社会发展的“双引擎”。两大集
团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共同深入推进演
艺资源深度整合，积极探索院团、剧场合作新
模式，建立健全舞台艺术生产新机制，努力开
创“演艺+”产业新生态，共同锻造浙江舞台精
品生产的硬核力量，并发挥好龙头引领作用。
签约当晚，双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金秋音乐
会》在宁波天然舞台上演。

记者 朱立奇

上世纪60年代宁波甬剧团排演《霓虹灯下的哨兵》。 资料图

话剧《张人亚》剧照。市演艺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