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丁是娥、筱爱琴(右)演出
沪剧《罗汉钱》剧照

她第一次担任主角，是在《女单

帮》—剧中饰演舒丽娟。施春轩扮演

伪警察局长。

这部戏描写抗日战争时期，El寇

铁蹄践踏我大好河山。匕海沦陷，租

界成为孤岛，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女主人公的遭遇十分悲惨。丁

是娥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特地设计了

—弼句富有激隋的“赋子板”。这
个戏_匕演连连爆满，一时成为轰动

上海滩的热门戏，丁是娥也因而走红

剧坛。《女单帮》可以说是丁是娥的

成名之作。

1947年夏天，丁是娥在文滨剧

团主演了时装戏《铁骨红梅》o

这个戏描写敌伪时期小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既有缠绵的隋爱，

又有对敌伪的激烈抗争，全剧情节曲

折跌宕，又富于抒情色彩。丁是娥扮

演女主角梅英，感情真挚，表演动^。

著名戏剧家田汉和夫人安娥观看了演

出，高兴地对筱文滨说：“好极了!好

极了!想不到沪剧已改进到这样的地

步'有这样的成就。人隋戏很多，合

乎f青理，难匿有趑么多男女观众。我

第一次看沪剧，也已经上了瘾!”并

称赞丁是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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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田汉先生还在《新闻报》上专

门撰写了《沪剧第—课》的文章。丁

是娥在文滨剧团还与筱文滨、杨月

英合演过《恨海难填》。

丁是娥的艺术道路，大致可以

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上世

纪30年代，学艺时期，这是她艺术

的初闯阶段。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

40年代，是她成名的时期，也是她

艺术的探索、发展时期。到上世纪

40年代末，丁是娥已经成为沪剧舞

台上一颗闪闪发光的红星了。

丁是娥艺术的成熟时期，鼎盛

时期，还是在解放以后，那就是第三

个时期，从上世纪50年代到上世纪

80年代，这一时期，她的艺术日臻

成熟，并形励汀独具风采的丁派艺术。

丁是娥与所有在旧社会受歧视

的戏曲艺人·样，以无限欢欣的心情

迎接解放。在上海解放不到两个月，

她就登台演出了根据同名新歌剧改编

的《白毛女》，并主演喜儿一角。接着

又演出了反映解放区生活的《赤叶河》

《小二黑结婚》等新戏，还参加影剧

界联合义演《母亲的烦离》等。表现

出她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表现新生

活的热情。

1952年，上艺沪剧团与邵滨孙、

石筱英、筱爱琴领衔的中艺沪剧团

合并，成立了上海沪剧团，丁是娥担

任副团长。同年排演根据赵树理短

篇小说《登记》改编的《罗汉钱》，丁

是娥饰演女主角小飞娥。她从对，J、飞

娥这个^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的

准确把握出发，细腻地有层次地揭

示她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

留着旧社会睁心灵创伤，而对新生活

又充满幢I景的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

在表现新生活新人物时，又纯熟而巧

妙地运用了沪剧的传统手法并加以改

革、发展，使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

的统一。

比如影片《罗汉钱》的第二场，

小飞娥看灯回家，高兴而归，心情是

愉晚的。她忽然发现了罗汉钱，极为
惊讶。接着她寻找自己的罗汉钱，看

到自己的罗汉钱还在原来的地方'情

绪转为奇怪、紧张。丁是娥通过愉

悦—惊讶——奇怪—慌乱几个
层次，细致地表现出^物感隋的曲折

变化。接着是那段“为了这个罗汉线’

的著名唱段，丁是娥用柔美委婉的反

阴阳曲调，经过精心的设计与丰富，

使这段回忆二十年前辛酸往事的唱

段，十分富于感情色彩。为了表现小

飞娥稳重内向的I生格，丁是娥在台上

一般不采用大开大合的形体动作，但

在人物情绪比较激昂的地方，又适当

运用幅度较大的动作，可以说除到好

处。

《罗汉钱》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

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了剧本奖，

丁是娥荣获了演员一等奖。《罗汉钱》

的成功编演，开拓了沪剧反映社会主

义现实生活的艺术新天地，在沪剧

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对丁是娥来说，

《罗汉钱》的演出是她艺术生涯中的

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丁是娥艺术的

成熟，标志着丁派艺术的形成。

丁是娥在努力编演反映新生活

的现代戏的同时，还注意对传统剧目

的认真整理。

《瓯眦￡定回娘家》是沪剧的传统

戏，它反映旧社会童养媳的痛苦生

活是很生动的。但原来戏中的婶娘

也是一个秉性很凶、泼妇式的人物，

称她为“毒夹剪”。旧社会说这种人

是要“克”夫的；戏里“雌老虎”凶，

但婶娘凶过她的头。1952年丁是娥

与石筱英在重排这个戏的时候，对婶

娘这个人物作了适当的调整，把她处

理成一个主持正义的劳动妇女。丁是

娥所扮演的婶娘显得精明能干'善良

得体，与雌老虎的交锋中，锋芒毕露，

而又有理有利有节，比原来的形象更

具典型意义，老戏唱出了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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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塑造了阿庆嫂的形象。阿庆嫂是

一位机智勇敢的我党地下联络员。她

身处复杂艰险的斗争环境，在敌、伪、

顽之间巧于周旋，玩敌^于股掌之间。

她表面上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实际

上是一名共产党人。丁是娥在塑造

这—形象时，处处注意处理好阿庆嫂

的这种双重身份，突出她的智慧，突

出她的巧于周旋。

第三场，“笑斗天--T--九'’，这一段

在戏中似乎不太显眼，但丁是娥的表

演堪称绝妙。阿庆嫂为了营救小姑娘，

采取了迂回战术，嘴上好像在埋怨小

姑娘不懂事，行动上却是保护了，jq咕

娘。她在天子九面前并不马上抖开她

与胡传奎相熟的关系，但是从语言中

又让对方吃不准她的底牌。当刘副

官匕场后，阿庆嫂也不“告状”，而是

好像轻描淡写地说：“迭格大阿哥和

我不相识，有点过勿去。”有意在天
子九面上放点交隋，以有利于以后的

工作。就这样，把阿庆嫂的巧于周旋，

描绘得淋漓尽致。

与胡传奎、刁德一的三重唱，

更是脍炙人口。这里运用戏曲三人背

供唱的特殊形式，生动地展现了L场

微妙的斗争。丁是娥扮演的阿庆嫂在

胡传奎、刁德一面前不卑不亢，落落

大力．o她既要取得他们的信任，以便

保存自己；又要探询、侦察敌隋，并

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刁德一追问新

四军的下落，她若无其事，对答如流，

滴水不漏。刁德一怀疑她掩藏了新

四军伤病员，她立刻接过话头，予以

反击，利用胡传奎与刁德—之间的矛

盾，迫使刁德—不得不赔礼道歉。阿

庆嫂句句话不失茶馆老板娘的身仇

又处处透露出共产党人的光彩。丁

是娥真是演活了阿庆嫂。

沪剧是很重唱功的，丁是娥不

仅做功好，而且唱功好。她嗓音圆润，

音域宽广唱腔绮丽宛转，曲折多变，

擅长于抒隋，善于抒发人物复杂细致

的思想感情。她在唱腔方面有很多

创造。大家知道，反阴阳是她最拿手

的唱腔，她对反阴阳的运用非常巧峻

并目有所发展。如她在《罗汉钱》《甲

午海战》中的反阴阳。《金黛莱》中金

黛莱冒险进入敌占区去取山芋的—段

反阴阳也很有特点，这一段，无论是

情绪和色彩，都与其他的几段反阴阳

不同，真正做到了声随隋转，声隋并

茂。

丁是娥还在赋子板的基础上，

融化京剧流水板的唱法创造了一种新

的“快流水”的板式，又在反阴阳的

基础上创造了反十字调。如《鸡毛飞

上天》中的ff．-f-字N，“这一个小朋友”。

丁是娥以她卓越的艺术成就和精湛的

表演和演唱艺术，赢得了广大观众的

衷心喜爱，成为沪剧界最负盛名的表

演艺术家。她的丁派艺术也成了影响

很大的流派，不仅观众喜爱，而且成

为许多青年演员从学的对象，许帼华、

沈惠中、诸惠琴、马莉莉、茅善玉等

都从丁派艺术中汲取过丰富的营养。

丁是娥在十年“文革”中受到了

残酷的迫害。粉碎“四人帮”，春回

大地，丁是娥出任上海沪剧院院长，

并重登舞台。她复演了《鸡毛飞上天》

《芦荡火种》等剧目，并演出了新戏《被

唾弃的人孰丁是娥的重上舞台，引

起了极大的轰动。

世界上没有一个演剧艺术家不

眷恋舞台的。丁是娥何尝不这样呢?

但是她又想到一个人的艺术生命毕竟

是有限的，沪剧事业不能中断，从沪

剧事业的现状和未来考虑，她把目光

放到培养沪剧事业接班人这—重大问

题上。她激流勇退，主动让台，毅然

把经验与角色一起让给中青年演员。

1979年剧团排演《泪血樱花》，她自

己本是剧中女主角樱枝的最佳人选。

然而她放弃了这个角色，把她让给青

年演员陈瑜。

1981年，上海举行对台广播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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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会，主办单位特地邀请丁是娥参加。

可是她自己没有演唱，却推荐新秀徐

俊与茅善玉去演唱《庵堂相会》，自己

为他们做报幕。1982年，排演现代戏

《野马》，丁是娥又甘当绿Ⅱ十，出演母

亲一角，为青年演员配戏；登演出广

告时，她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两位

青年演员后面。拍摄电视连续剧《屋

檐下的白玉兰》时丁是娥还是甘当配

角，饰演—对生活境遇迥异的孪生姐

妹。她不仅自己认真排练，而且热情

辅导青年演员。

丁是娥还是一位密切与群众联

系的人民艺术家。她认为，沪剧是上

海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只有根植于

群众的-I-_壤，才能保持它的生命力。

早在五六十年代，丁是娥就经常率

团深入到工r部队、农村去演出。

上世纪80年代，丁是娥倡导了

“沪剧回娘家”的活动。她说沪郊农

村是沪剧的娘家，女儿不断娘家路。

在她倡导下'上海沪剧界每年春节坚

持开展“沪剧回娘家”活动，丁是娥

经常亲自率队前往，到农村演出，辅

导农村业余戏剧活动，足迹遍及上

海郊区各个县。

1988年，丁是娥又带领沪剧界

老中青三代演员赶到奉贤南桥镇，回

娘家拜年、演出。她带病连演两场戏。

第二天就被送进了医院。她的最后一

次登台就是回娘家的演出。

丁是娥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

家，她一生清正廉明，克己让人。生

前她热心地为别的老艺人张罗举行

个人演唱会，而自己的演唱会却一拖

再拖，终于沽渐成。丁是娥于1988
年6月28日因病逝世。她去世后，

清理她的遗物，仅有存款2000元。

人们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这句诗句

来赞颂丁是蛾把一生都贡献给沪剧事

业的奉献精神，这是何等的恰当啊!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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