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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汀是著名的甬剧演
员，在50余年的学艺、演艺生
涯中，谱写了精彩的人生。到
去年底，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甬剧唯一的
代表性传承人，也因此他的口
述纪录入选浙江省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口述史丛书——《甬剧杨柳汀
卷》（下面简称《杨柳汀》）。

《杨柳汀》的作者（竺蓉）
深度访谈了杨柳汀以及他的
领导——原宁波市文化局副
局长裴明海、同事陆宇宇和沃
幸康、徒弟郑健和苏醒、铁粉
蔡建国，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
材料，全面、立体、准确呈现了
杨柳汀其人其事其价值。

作者引用了裴明海的评
价：杨柳汀是“甬剧史上难得的
一位优秀的甬剧演员，也是一
个时代的甬剧代表人物”。这
个评价无疑是中肯到位的。因
为，杨柳汀在几十年的表演实
践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重人
物、重性格、重生活、重内在情
感的演剧路子。他在具体的表
演中丰富了剧种的表现力，能
把京剧、歌舞剧、越剧等剧种的
优点有机融入甬剧表演中，突
破了“话剧＋唱”的甬剧传统，
提高了剧种的戏曲因子，拓宽
了剧种艺术边界。

一个演员把独特的艺术
价值通过舞台表演转化为独
有的欣赏价值，这是实力圈粉
的基础。一个有众多粉丝的
戏曲演员，有助于剧种影响力
的扩大。杨柳汀的铁粉——
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参事、同济
大学教授蔡建国坦承他对甬
剧的喜爱，主要就是因为杨柳
汀出色的演技所产生的欣赏
价值。

杨柳汀有识别度极高的
表演风格。他扮相俊美，表演
松弛洒脱，嗓音清澈明亮，唱
腔极富感染力，情感真实细
腻。更主要的是，杨柳汀达到
了“演什么像什么”的水平，无
论正角反角、文戏武戏、风流

小生、喜剧角色都能胜任。著
名甬剧编剧天方曾评论：杨柳
汀出演《亮眼哥》中的王坤生，
毒如蛇蝎，滑似泥鳅；演《茶花
女》中的杜达民，则诚实淳朴，
温雅多情……56岁时的杨柳
汀还出色地塑造了能获评梅
花奖的《典妻》中的秀才形象，

“把秀才的迂腐，书卷的、浪荡
的、封建的、幽默的个性，很有
分寸地”地演绎出来。

对一个演员来说，其艺术
生命的延续不止于舞台演出，
传道授业是更有意义的途径，
从而提高濒危剧种的生命力，
实现不可多得的传承价值。
因此，对杨柳汀来说，很欣慰
通过言传身教令学生和徒弟
发自内心的在艺术上崇拜他
——郑健说：“他是我仰视的
对象。”苏醒说：他是“偶像级
的那种老师”。

二

作为口述史文本，《杨柳
汀》在呈现杨柳汀艺术人生价
值的同时，产生了令人瞩目的
衍生价值：展示了重写甬剧史
的可能性。

作为丛书的标配——第
一章是编写《甬剧概况》。一
般说来，这是一项十分轻松、
简单的工作，参考前贤的甬剧
史缩写就能完成。但是作者
在后记中透露，编写过程中遇
到的其中一个难点恰恰是《甬
剧概况》的写作。因为阅读解
放后出版的甬剧史书籍、文章
之后，其部分内容令人迷惑，
数个关键点的说法矛盾，最多
的竟有6 种。比如宁波滩簧
时期有一位男小旦被誉为“宁
波梅兰芳”，他是谁？“改良甬
剧”、甬剧一词出现的时间；宁
波滩簧易名“四明文戏”的原
因；甬剧为何发源于甬江，却
发祥于沪渎，等等。作者发
现：这些说法歧异的原因主要
是许多作者过分依赖艺人的
口述材料，缺少原始文献的印
证及必要的考证。

为了澄清甬剧史上的矛
盾，作者决定回到历史现场，
查阅历史上的报刊文献，比对
艺人的口述材料，结合相关剧
种的部分信息，综合考察影响
甬剧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并
参考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希
望获得更切合历史的结论。

经过作者的努力，部分关
键史实均有不同程度的清晰，
避免了简单的以讹传讹的陷
阱，刷新了人们对甬剧史的认
知，使地方剧种史的知识生产
超越了低水平的重复。

作者深度挖掘晚清及民
国时期上海的报刊资料，寻找

更接近历史真相的结论。晚
清民国时期，正是甬剧趋向成
熟的阶段，也是上海报刊业发
达时期。甬剧的各种信息散
见于上海当时的各种报刊，呈
现出活色生香的原生态。作者
查阅那个时期的上海报刊，搜
集到数篇有关甬剧的报道和大
量的演出广告，证实“宁波梅兰
芳”是原籍梅墟的小阿友。

作者还借鉴数字史学的
理念，借助数据库的统计功
能，更新依靠广泛阅读搜集材
料的传统方法，最大限度地扩
增原始材料的数量和覆盖范
围，提高研究效率、精准度。
比如通过关键词“甬剧”搜索

“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显示
甬剧一词在 1936 年批量出
现，当年在不同的演出广告中
共出现95次，改写了“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网”甬剧条目认
定的甬剧一词出现在1938年
的说法。

作者通过整体观照上海
的戏曲生态，来理解甬剧独有
的或与其它剧种共通的脉
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宁
波滩簧改名“四明文戏”的原
因，现有的著作或语焉不详或
不得要领。作者放大观察视
野，发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
长三角地区进入上海的滩簧
剧种相继以“地名+文戏”命
名，包括“维扬文戏”（扬剧前
身）、“常锡文戏”、“绍兴文戏”
等。选择文戏一词，与剧目、
伴奏的风格相关（与京剧等偏
重武戏的剧种相区别）。

作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
多角度解释甬剧的重大事件
或现象。比如甬剧在上海兴
起、流行的原因，作者从经济
史、移民史、文化消费市场、文
化管理等维度，全方位解析甬
剧“野蛮生长”的土壤：上海开
埠后，消闲娱乐业十分兴旺；
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宁波
迁沪者成为上海外来居民中
最大的移民集团。上海人口
多于宁波，相应演出市场也比
宁波大；而且商人、市民阶层
人数众多，文娱消费需求强
烈，通俗（低俗）文娱更容易生
存。上海地区对串客戏的查
禁、处罚力度远小于宁波，尤
其是租界内的领事等对禁毁
戏曲并无太大兴趣，对多元文
化的宽容度远大于宁波。

重写甬剧史的起始点是
重新发现、研究第一手的原始
文献材料、更新研究观念、综
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而改
变重口述轻原始文献、重个别
剧种史轻地方戏整体生态、重
艺术轻市场的研究现状，这是
《杨柳汀》展示的衍生价值。

《水润华夏大长江》
作 者：蓝 勇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本书汇集作者数十年的研
究心得，详细梳理了长江的地
质历史、文明起源和千古兴衰，
全面介绍了长江源远流长的人
文元素以及独特的自然景观，
从比较的视野重新思考了长江
文明在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中
的定位。

《回忆是条归乡路》
作 者：巍 然
出 版 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故乡是游子灵魂的栖息地，
与之有关的记忆早已深深烙印
在心灵深处。作者像渔人，站在
岁月的河岸上，把往事一一打
捞，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犹如一堆
鲜活的鱼虾，欢快跳跃着……

《羌村》
作 者：雪 漠
出 版 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本书是一部西部色彩浓郁
的历史文化小说。作者无疑是
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虚构了一
个西部乡村“羌村”，将视角带回
七十年前那个历史时空，为读者
描绘了一个神秘、淳朴的西部乡
村的生活图景。

励开刚/文

一本口述史呈现的多重价值
——读《甬剧杨柳汀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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