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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他们用越剧
唱出闪亮人生
如今还在社区
为居民带来纳凉演出

这几天持续高温，夜幕降临后，走
出家门纳凉成了许多市民的日常。在
鄞州区东柳街道华侨城社区，晚间的
社区公园内更是热闹非凡，社区越剧
班正大显身手，为纳凉的居民们带来
一段段经典曲目。

“我一生与诗书做了闺中伴，与笔
墨结成骨肉亲。曾记得菊花赋诗夺魁
首，海棠起社斗清新……”7月 13日
晚，73岁的陈燕芬带领这个越剧班如
约开唱，带来了一曲《红楼梦》选段。
演员们自带音响以及二胡、骨板等乐
器，精彩的表演引来众人围观。不少
越剧爱好者没忍住，上阵同台献艺。

华侨城社区越剧班组建于2006
年，至今已坚持了16年。从一开始的
5人到现在，成员已有20人，最大的80
岁，最小的也有56岁。每周，他们都会
为居民带去公益演出。

“2006年的时候，我和几个爱好越
剧的朋友偶尔聚在一起唱，没有固定
场所，有时在公园，有时在小店门口。”
当时57岁的陈燕芬退休不久，因为喜
欢唱戏，就呼朋唤友拉起了一支越剧
小队。之后，在社区的支持和鼓励下，
她主动当起了领头人，开始组建“越剧
班”。陈燕芬透露，起初成员都是身边
的熟人，人数不多。后来，大家走到哪
唱到哪，吸引了一波同样爱好的朋友。

成员增多后，陈燕芬逐渐开始将越
剧小队规范化，琢磨如何借用场地、购
买设备、组织排练等。“大家都觉得要唱
就好好唱，一定要让越剧班专业化。”

越剧班的成员大多是花甲、古稀
老人，但都有一股学习的认真劲。除
了日常对着视频自学外，成员们还会
不定期结队去老年大学向专业老师请
教，回来再互帮互学。此外，他们还经
常到其他小区和爱好者们交流经验，
从唱腔技巧到节奏把控，从吐字咬字
到情感表达，不断做到精益求精。

过硬的技能让他们承接了不少社
区外的表演邀约。16年来，这支越剧
班到过奉化、金华等地，在演出中边
走、边学、边进步。最近，他们来到华
侨城社区公园，为居民带来纳凉表演。

“只要还能唱，我一定会让越剧班
持续下去，让更多居民了解越剧文化，
也吸引更多人加入队伍。”这是陈燕芬
的心愿。

记者 王悦宁
通讯员 章娉琪 陆婧楠

艺术馆将成
传播越剧艺术的平台

艺术馆开馆前夕，毕春芳的儿
子吴越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
看到艺术馆落成，心里满是感动，特
别是看到仇毕的发展变化，有种“游
子归乡”的亲切感。

据了解，在筹建及展陈设计阶
段，吴越就热情地参与其中出谋划
策。他一直希望毕春芳艺术馆“并
不只是纪念母亲一个人的馆，而是
要从中看到对一个时代、一代人的
艺术风采的纪念”。吴越高兴地看
到，艺术馆不仅有陈列，还有很多功
能区域，未来将会成为越剧艺术的
传承基地。“希望艺术馆的开馆不是
完成而是开始。”吴越说，“期待它能
够持久地跟社会互动，特别是吸引
年轻人，打动年轻人

毕春芳和戚雅仙是一辈子的搭
档，被合称为“戚毕”。当天戚雅仙
的女儿傅幸文也来到宁波，“戚毕不
分家，我和毕老师同住一栋楼，毕老
师看着我出生、看着我学艺。”傅幸
文说，“因为我母亲比较早过世，十
几年里，她是我的另一个母亲。”

当晚，毕派艺术传人、上海越剧
院演员丁小蛙在与傅幸文合唱了一
段“拒子”。她表示：“老师一生为人
低调，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这个
艺术馆让弟子和戏迷有一种归属感
——这里是毕派的魂和根，寻找毕
派艺术的灵感可以从这里开始。”

据了解，毕春芳艺术馆是鄞州
打响的又一张乡贤文化闪亮名片。
开馆仪式的同时还举行了浙江音乐
学院实习基地揭牌仪式，浙江省戏
剧家协会、鄞州区戏剧家协会与毕
春芳艺术馆签约结对仪式，毕派艺
术传承基地揭牌仪式，毕派小生丁
小蛙与鄞州越剧团励晓莉师徒结对
仪式，“越音芳华”戏剧社成立暨“东
郊毕粉”IP发布仪式等。

记者 顾嘉懿

丁小蛙（左）在与傅幸
文合唱“拒子”。

记者 顾嘉懿 摄

毕春芳艺术馆毕春芳艺术馆

落成
这是我市首个
越剧名家纪念馆

在纳凉晚会上表演。记者 许天长 摄

7 月 14 日是著名越
剧表演艺术家、“毕派”创
始人毕春芳的生日。今
年的这一天，以她名字命
名的毕春芳艺术馆在她
的老家鄞州区东郊街道
仇毕社区落成开馆。当
晚，毕春芳的儿子吴越、
学生丁小蛙，戚雅仙的女
儿傅幸文及众多文艺界
友人聚首宁波，用一场毕
派演唱会庆祝艺术馆的
开馆，并纪念这位离开我
们6年的艺术家。

艺术馆内展示着毕
春芳的生平介绍、剧照、
节目单、获奖证书等，并
提供毕派剧目和唱段聆
赏，还配套建了戏曲排练
厅、室内小剧场、讲堂和
演员化妆室等空间。未
来，这里将为举办戏曲和
社区活动提供方便。

据了解，这也是
我市首个越剧名家
纪念馆。

宁波是
毕派艺术的土壤

昨天是毕春芳95周年诞辰。
出生在上海的她，父母都是宁波
人，小时候毕春芳常常回到仇毕
老家，住在外婆家，对这片土地一
往情深。当时女子越剧已在宁波
流行，在戏迷姑妈的影响下，毕春
芳时常流连于宁波近郊祠堂庙宇
的戏台，还曾到当时宁波最大的
戏院天然舞台，看筱丹桂领衔的
高升舞台班子演出《华丽缘》。

1939年，毕春芳回到上海不
久，就进入了鸿兴舞台科班学艺，
很快崭露头角。1950年底，毕春
芳和同岁的余姚姐妹戚雅仙搭
档，共组“合作越剧团”。据我市
越剧“活字典”孙世基先生介绍，
该团编剧红枫、傅骏，作曲贺孝忠
也都是宁波人，他们共同为毕派
艺术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在合作越剧团期间，毕春芳
先后塑造了《白蛇传》中的许仙、
《玉堂春》中的王金龙、《血手印》
中的林招得等数十个动人形象。
作为小生演员，她的唱腔发声清
脆而富有弹性，唱喜剧明朗纯朴、
流畅洒脱，唱悲剧低回抑郁、缠绵
哀伤，艺术感染力很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毕春
芳演出的黄金时代。1961年和
1964年，合作越剧团两次来宁波
天然舞台演出，轰动一时。据回
忆，当时一天日夜两场演出，购票
仍相当困难，有戏迷为了一睹毕
春芳风采，在天然舞台门口熬夜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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