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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KAIHUA

开化越剧团的建立与发展
1946 年 6 月，浦江县吴店村人吴

敏斋的鹤凤舞台， 应开化县华埠工商
联的邀请， 从江西玉山县前来华埠演
出。因国民党政权腐败，苛捐杂税多如
牛毛，以致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该团
在华埠演出一段时间后， 由于看戏的
观众很少， 入不敷出， 不得不自动拆
散。 原戏班的主要花旦邵彩凤和丈夫
姜仙良等几个人继续逗留开化， 组成
了“姐妹班”。 因戏帘上绣有“彩凤”二
字，故称它为彩凤舞台。 1950 年，开化
解放后，改称为胜利剧团。时有演职员
五十余人，男女混合演出。同年 12月，
开化县政府文教科派李亚夫、 王观林
到该团指导整顿，废除了“老板制”，成
立团委和工会。次年春，大部分演职员
先后返原籍参加土地改革，演业瘫痪，
为使剧团不致于解体， 县文教科派姜
仙良专程到开化村头， 吸收了流散在
该地的同春舞台的部分演职员， 充实
开化胜利剧团，以保证演出营业。1952
年 3 月，县人民政府对剧团进行登记，
更名为开化县越剧团，属集体性质。任
命金华均为团长，姜仙良为副团长。为
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1956 年成
立党小组，由郑桂芳任党小组长。随着
党员人数的增加，1958 年成立了开化
越剧团党支部， 青年花旦何菊英被选
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1960年 4 月转
为地方国营。 1964 年底，我从浙江越
剧一团调任开化越剧团编剧， 次年创
作并导演了反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大型现代剧《汤江风浪》，在全县农村
公演。“文革”开始后，于 1967年底改
称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1969
年 7 月恢复开化越剧团， 并转为全民
所有制，直至 1988年 8月撤消。

三十余载硕果芳
1950 年， 该团在华埠演出时，服

装陈旧，设备简陋。 演员的收入低微，
生活十分清贫。在这困难的条件下，剧
团的演职员们仍然坚持练功， 坚持演
出。而且每星期排一个新戏，每个新戏
第一晚义演， 全部收入捐献给抗美援
朝。他们平时省吃俭用，甚至在年三十
夜吃青菜萝卜， 把钱节约下来， 办布
景、买乐器和添制服装。 50年代初，华
埠镇发生一次较大的火灾， 剧团演职
员私人的东西，全部被焚毁。他们不仅
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 而且还节约
口粮，支援灾区人民。全团第一次购买
公债就达 1100 元。 1955年，全国第一
次戏曲会议， 该团被评为“艰苦朴素
好，上山下乡好，配合中心好”的先进
单位。是年，姜仙良代表剧团出席华东
戏曲会议， 并介绍了上山下乡的演出
经验。 1957年，钱雅玲改编导演的《失
钗相思》参加建德地区会演获剧本奖。

演员筱莲芳获一等奖， 何菊英获二等
奖， 傅筱罗、 钱笑笑获三等奖。 1959
年， 钱雅玲执笔和导演的反映山区人
民消灭钉螺驱走瘟神的大型现代剧
《高韩村》， 参加金华地区会演获剧本
奖和演出奖。演员筱莲芳、何菊英获表
演二等奖，傅筱罗、钱笑笑获三等奖。
《高韩村》剧照在中央卫生部举办的全
国卫生展览中展出。 1960 年，该团招
收第一批学员 20名，为男女合演进行
大胆的尝试。

开化越剧团长期以来坚持立足本
县，送戏下乡的方针。演职员肩挑行李
铺盖，手提服装道具，常年辗转在山区
农村，住庙台，睡草铺，把思想健康而
又丰富多彩的剧目奉献给山区的父老
乡亲。 演职员们踏遍了开化的山山水
水，全县四百多个村落，没有一个地方
不留下他们的足迹。

县越剧团历来坚持勤俭办团的原
则，在经济条件好转的条件下，剧团党
支部十分重视关心演职员的生活。
1963 年，他们把节约下来的钱，建造
了一幢两层楼 16个房间的宿舍，改善
了演职员的住房条件。 1966年底，“文
革”开始，剧团改为“宣传队”。 但演职
员仍然坚持练功和演出。

1976 年 10 月， 剧团重新排练上
演古装越剧《十五贯》《刘海》《追鱼》和
革命历史剧《蝶恋花》，并由汪宇明把
轰动一时的话剧《于无声处》移植为越
剧现代戏在开化上演。

1981 年，余丁新绘制的上山下乡
布景硬片图， 参加省首届舞台美术展
览获二等奖。

1982 年 5 月，剧团首次赴杭州演
出神话剧《刘海砍樵》《文汇报》《浙江
日报》相继发表评论，拍了电视，上了
年画。在这期间，该团青年演员陈少春
与上海越剧院著名小生陈少春结下了
师生之缘， 成为我省越剧界的一段佳
话。

同年 7月， 老艺人筱莲芳被评为
金华地区文艺战线的优秀老师。 12月
筱莲芳被评为省优秀园丁。

1983 年 7 月， 在省首届戏剧节
中，剧作家方元新编，钱雅玲、余桂芳
导演，江炳耀作曲的古装戏《君子亭》
获演出奖、导演奖、幻灯奖、字幕奖，并
由省电台灌制唱片，拍摄电视。 是月，
由江炳耀作曲，陈伟苏、钱爱萍合演的
折子戏《回十八》，参加省小百花戏曲
会演，著名越剧艺术家袁雪芬、傅全香
和著名剧作家顾锡东、 胡小孩等观看
了演出。《回十八》由省电视台录像，省
电台录音在全省播放。

1984 年，《君子亭》由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摄印出版连环画，行销全国。

1985 年 10 月， 由我与汪宇明编
剧、余桂芳导演、江炳耀作曲的大型现
代剧《春秋情》，在省第二届戏剧节中，
荣获剧本创作、导演、作曲、舞美四个

三等奖和演出奖。 这是开化越剧团建
立以来，第一次荣获省级剧本创作奖。
同年， 县越剧团新秀陈少春荣获浙江
省青年演员新花奖， 成为当时我省二
朵新花之一。

1986 年 11 月， 县越剧团在福建
省建阳地区演出。 建阳地委邀请剧团
演出《真假画郎》招待美国、加拿大、瑞
士等八个国家组成的中国文化旅游考
察团一行 26人。 演毕，外宾们上台会
见全体演出人员，并合影留念。还举行
小型联欢会，气氛十分热烈。对此，《福
建日报》还作了专题报导。

1987 年 4 月，开化越剧团在江西
鹰潭市演出《君子亭》，联合国教育考
察团一行 40人前往观摩。当演员谢幕
时，外宾们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并和
全体演出人员合影留念。

同年 7月， 我创作的大型新编古
装传奇剧《薄命佳人》参加省第三届戏
剧节选拔，省文化厅副厅长钱法成，剧
作家胡小孩、潭德伟、方元，中央新闻
电影制作厂副总编王永宏在县委、县
政府领导陪同下观看了演出， 并合影
留念。 该剧在衢州市二次戏剧节会演
中名列前茅，荣获优秀剧本创作奖。

深山飞出“金凤凰”
开化越剧团， 历来十分重视艺术

人才的培养。他们采用自办培训班，老
师带徒弟和选送到省艺校学习深造等
方法来提高演职员的艺术素质和修
养。 因而，人才辈出，后起之秀不断涌
现，如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我省十朵
新花之一的青年小生陈少春， 她唱腔
甜润，表演细腻，扮相俊雅，深受行家
和广大观众的赞誉。青年花旦汪仙珍，
扮相娇美，唱腔悦耳，表演充满激情，
在省第二届戏剧节中获演员二等奖，
在浙皖赣三省部分地区的观众中留下
深刻的印象。青年小生陈伟苏，嗓音动
听，风度翩翩，多次以她的精湛表演，
赢得满堂喝采，曾数次荣获省、地、市
优秀演员奖、演员二等奖和三等奖。还
有徐青、陈晓明、吴媚娟、郦雪峰等一
批中、青年演员，都曾在省、市会演中
获奖，并得到专家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由于演员年轻，阵容整齐，编、导、演、
作曲、舞美配套齐全，演出认真，作风
良好，深受各地观众的欢迎。剧团撤销
前，演出范围以本县为中心，辐射安徽
宣城、上海、江西九江、福建三明等省市
县， 每天演出的观众率都能达到 85%
以上，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誉为山
里飞出的“金凤凰”。

开化越剧团撤销已经 30年了，不
少老艺人已离开了人世， 但他们忠于
党的文艺事业，以团为家，不怕艰苦，
勤俭节约，兢兢业业，诚诚恳恳为山区
群众服务的精神， 永远是我们学习的
榜样。

梨园一曲三生梦 雅韵赋成满堂声
———开化越剧团之回忆

我常听老艺人说：解放前一年，同春
舞台被迫散了班，演员流落在村头。华埠
的彩凤舞台也是奄奄一息。就在此时，新
中国成立了， 我们这些演职员们也得救
了。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开化越剧团啊。

事实正是如此。
刘高汉

县越剧团首次赴杭演出

《仁义缘》剧照

《君子亭》剧照

本文作者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与作曲家何
战豪合影

演员郑桂芳正在演出 刘祺然 提供

《薄命佳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