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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梅戏形成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湖北店黄梅县的采茶调，由民同艺人为谋生计而带入安

庆。黄梅戏念唱以安庆地方话为基调，同时汲取徽剧、京剧及秦腔等戏剧的精华。黄梅戏在上海发展演

员大开眼界。思想现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严风英、王少舫两位大师相互切磋技艺。成了舞台搭档。黄梅

戏从国内唱到国外，独树一帜。在继承和发扬黄梅戏传统艺术上，不失时机地谋求发展推陈出新，营造

繁荣氛国。

美键词：黄梅戏；起源：严风英；发展：繁荣

现存戏曲种类有360余种，传统剧目在5万

个以上．其中流传于安庆地区的黄梅戏，以其纯

朴而绚丽的风貌，博得观众的喜爱，仅几十年来

已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五大剧种之一。并已列为

国家非物质遗产。黄梅戏已成为安庆市的名片，

誉满中外。

一、黄梅戏发源、衍变的艰难历程

黄梅戏形成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它起

源于湖北省黄梅县的采茶调，由民间艺人为谋生

计而带人安庆。黄梅采茶调传到安庆之后融人了

安庆地区流行的“花鼓戏”、“彩花谢’、“罗汉桩”、
“道情”、“连厢”、“睦剧”、“送傩神”、“莲花落”，特

别是“青阳腔”、“徽调”等多种民间音调和戏曲艺

术。安庆地方语言作为构成戏曲的重要要素。安庆

人对黄梅采茶调情有独钟，在此基础上创新与发

展。推动了当时流行于安庆地区的“独角戏”和“两

小戏”(小旦、小丑)及“三小戏”(小旦、小丑、小

生)。早在元代安庆就有戴面具的杂戏(“傩戏”)。

在明代中叶，“南戏”四大声调的“余姚腔”和“弋阳

腔”曾广泛流传于此，到明代万历年间孕育了闻名

遐迩的“徽州雅调”(“青阳腔”)，到了清代有流行

于安庆的“梆子”(“徽调”)。黄梅戏是继“青阳腔”

和“徽调”之后第三代的戏曲了。之后在清咸丰年

间(1851一1861)产生了具有故事情节、众多人物

场面的大本戏剧目，如《天仙配》、《罗帕记》等，促

进了安庆市周边八县的戏班(“邱在良戏班”、“合

记新长春戏班”、“彭小佬戏班”、“方宝珍戏班”、

“葛大权戏班”、“三元戏班”等)应运而生。由此可

见，黄梅戏是产生、发展于安徽西南部，以安庆为

中心的民间小调和地域风俗、典祭文化及青阳腔、

高腔、徽调等戏曲元素，形成了安庆的地方戏

种——黄梅戏。

具体说来，黄梅戏诞生之后，在安徽、湖北、江

西三省毗邻地区都曾产生过影响。然而。在戏曲语

言继承、创新方面差异很大。在湖北省东南部和江

西省交界处，黄梅戏一度兴盛。有的地方未曾立足

就夭折了，有的地方稍有雏形就又恢复到原始状

态了。湖北省黄梅县对失掉继承黄梅戏的机遇深

感遗憾，解放后多次提出要把黄梅戏发展起来，但

最终未能抓住机遇。安庆地区的宿松、太湖、望江、

怀宁、潜山、岳西、桐城、枞阳等县人民喜爱黄梅

戏，依托当时具有一定戏曲基础的乡镇，如太湖的

“徐家桥”，怀宁的“小吏港”(“孔雀东南飞”发源

地)和“石牌”等，戏曲风之势顺江而下，越过长江

抵达江南。东南“凡茶山”地方(南陵、泾县)开始盛

行黄梅戏，由安庆移民和手艺人相传，在江南的至

德、东流向青阳、贵池地区延伸发展．而后时间不

长又反折过江驻足于安庆枞阳县，与江北的戏班

一并进发到安庆城外。发展过程中的黄梅戏向外

扩展之后再次回到安庆周边。主要集中于北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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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铺一带。据清光绪乙卯八月二十九日(1879年

lO月14日)上海《申报》记载：“皖省北关外，有唱

黄梅调小戏者，一班20余人。惟正戏后总有一二

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与江苏花鼓戏

无甚差别”。黄梅戏真正进入安庆市区是在1926

年前后，在安庆郊外徘徊将近半个多世纪。因诸多

因素黄梅戏受阻于城外，戏班队伍在发展，小戏不

断演出，演员大都是乡村黄梅戏爱好者及半职业

班社。演出剧目大戏36本，小戏72出。日常演出

节目不尽相同，大都是自行创作编排的节目。辛亥

革命爆发之后，清王朝覆灭．这个时期黄梅戏创作

又有新的篇章。1921年6月14日安庆水上警察

在英商轮船上查获了大批鸦片，孙中山对此次焚

烟给予高度评价。该事件对安庆人民鼓舞极大．作

者受此启发创作了《打烟灯》。该小戏反映了一个

吸毒受害者经多方规劝终于醒悟。最后砸了自己

烟灯．表现了与毒品彻底决裂的决心。辛亥革命胜

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就制定

了《临时宪法》，大法上有关于“劝禁缠足”的条款。

为响应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新主张，戏班子创

编演了《恨小脚》，在当时农村女性中反响强烈。

此时的黄梅戏由于受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困惑．班

杜人员不固定，没有行头，没有道具，演出服饰

等需要向村里老百姓借用，故为“草台班子”。

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黄梅戏从乡村到城

镇。从“草台”到“花台”。之后，不自觉地萌

生了人城意识．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谋划着未来

发展的美好前景。黄梅戏进人原安徽省府——安

庆市，实现了发展的初步梦想。

1926年．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老艺人丁永泉等

人的带领下．戏班人马悄悄闯进省府——安庆市。

由于清末民初，官府和军警视黄梅戏为“轻薄淫

荡”、“违背礼教”，“伤风败俗”的淫戏而屡遭禁演。

进城的戏班人马化整为零、走街串巷分散演出，所

演出的剧目多为小戏，如《送香茶》、《游春》等生活

小情节和爱情之类的节目。有一次老艺人丁永泉

在西门大新桥一市民住宅唱戏。忽听来人报告“警

察来了”演员和观众四散躲藏．扮演旦角的丁永泉

被一好心老妈妈带到家中安睡儿媳妇的床上。在

床下面放一双绣花鞋，老妈妈告诉警察“床上躺着

的人是正在坐月子的儿媳妇，”，丁永泉才免遭厄

运。上世纪三十年代，黄梅戏的演出有了固定剧

场。城东有“新舞台”，城西有“爱仁戏院”；还有了

一定数量的固定观众；职业艺人的演出水平也有

70

了很大的提高，涌现一批年轻的职业男女演员。再

无需与“高腔”、“徽调”和“灯戏”“三搭班”同台了。

在节庆日上演全本大戏。黄梅戏念唱以安庆地方

话为基调，语言甜美，为黄梅戏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汲取徽剧、京剧及秦腔等戏剧的精华。黄梅戏

还得益于安庆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安庆自古以

来崇文至上，引来无数骚人墨客登临作秀，诗歌华

章流芳，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例。之后又

有桐城学派带动了皖西南各县文学事业的兴盛．

这一切无不对黄梅戏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二、黄梅戏闯入上海谋发展

黄梅戏由湖北黄梅县流传到皖西南安庆地区

各县，后抵安庆市周边郊外，大约50年时间。从初

入安庆市再到上海，这期间职业戏班的活动时间

只用了6—7年。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上海

南市内有安庆地区手艺人和小商贩700余人，其

中有些人在家乡安庆接触过黄梅戏。且能唱几出

小戏。这些人常在工余时间自娱自乐清唱，家乡唱

词琅琅上口，黄梅音调抑扬顿挫，家乡风格突出。

到了30年代初，上海的安庆人听清唱就不过瘾

了，开始排练《山伯访友》、《陈氏下书》之类的折子

戏，又有了固定的自娱自乐场所(小南门海潮路一

家笔店)，该场所桐城张姓老板用自己的店堂做简

易舞台。邀请怀宁高河埠戏班子在此演出，1933

年春节正月初一演出的《珍珠塔》掀起了一股热

潮，之后又转至江北“大世界”以及大沙渡等处演

出。1934年黄梅戏以职业班社的组织形式赴上

海，1937年返回安庆，在上海发展长达4年。起初

老艺人丁永泉、方杰贤、查文艳等20多人先到上

海。演员都很优秀。刚到上海在久亩地一家茶楼演

唱，茶楼可容纳五六十观众，日夜场交错演出。为

了多演多创收，班社还活跃于陆家浜露天演出，观

众极多。影响不断扩大，艺人除演戏还要挤时间走

访有安徽人做工的工厂，沟通同乡关系，争取同乡

人的支持和帮助。众多家乡人到剧场捧场看戏。还

鼓动上海友人观看。上海人听不懂，家乡人作陪现

场“翻译”。在上海的安庆人宣传黄梅戏不遗余力，

还不时为班社送来类似“技艺超群”的匾额和锦

帐，以造声势推介黄梅戏。演出日渐兴隆，演出市

场日渐扩大。延伸到太平桥、太平楼和国民路的月

华楼一带。来看戏的观众除安徽人外，尚有湖北、

江西、河南和上海当地人。由于收入逐渐增多，有

了经济基础，班社添置了不少设备，买了头面，珠

花、服饰、彩鞋，角色装扮焕然一新，演员演出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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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高涨，同时也招徕了很多的上海观众。戏班人

马在上海大开眼界，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以

前演员不扮演同性角色．现在消除了自卑和自我

歧视，可以男演男，女演女了，还创作了一大批新

颖的折子戏。上海流行不少大戏种。即京剧、沪剧、

越剧、扬剧以及北方的评剧等。这些戏剧在唱、念、

做等艺术上优于黄梅戏。演员们感到自己的黄梅

戏在演技上与上海其他戏种有差距。要向其他戏

种学习，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进一步丰富上演剧

目，提高演唱艺术质量。丁永泉一直演旦角，他从

评剧表演艺术家白玉霜那里学习了很多表演技

巧．全部用到黄梅戏表演上，取得了很好的戏曲效

果。评剧著名演员新凤霞曾说过：“我看了黄梅戏

觉得和我们评剧有很多共同地方”。

三、黄梅戏大师严凤英和王少舫

黄梅戏在上海发展期问。安庆当地班社与皖

西南各县的职业班社演出交流频繁。此时受中日

战争及国内的阶级矛盾已被民族矛盾所取代的影

响，官府警察对黄梅戏顾不上再横加干预，政治环

境略显宽松使安庆市区的演出更加活跃。同时由

于安庆戏班在上海发展顺利，也鼓舞了安庆当地

戏班艺人的创新精神，以黄梅戏为荣，人气很旺，

演员与观众产生共鸣．推动了黄梅戏在安庆的广

泛普及，演员队伍进而壮大，培养吸收了一大批极

为优秀的新人，其中就有王少舫、严凤英这两位黄

梅戏艺术家。

王少舫生于南京一个梨园子弟世家，9岁学

京戏，13岁登台。1933年随其父亲流动演出到安

庆。被安庆市活跃的黄梅戏演出所感动。开始学习

黄梅戏<苦媳妇自叹>中的唱段，同时看了丁永泉

演唱的《渔网会母》、《小姑讨嫁》，更激起了他对黄

梅戏的兴趣。1938年日军侵华期间，沿江下游如

南京、芜湖、安庆相继沦陷，王少舫与同来安庆演

员被困居安庆。为共度难关。他与京剧、黄梅戏领

班人商定，实施“京黄合演”的演出形式，先后于

“皖中舞台”、“华林舞台”同台演出，把黄梅戏放在

前半场，京剧在后半场压台，两戏演员穿插互扮角

色。当年王少舫第一次在《天仙配》中扮旦角饰演

七仙女，接着又在《秦雪梅》一戏中演小生，观众对

他的表演表示欢迎。之后，王少舫又在由京剧改编

的黄梅戏《诸葛亮招亲》、《箱尸案》等小戏中扮演

小生，1950年正式加入黄梅戏“民众剧团”。

严凤英这位天资聪慧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从

小就显露出超人的艺术才华。12岁时随同家族叔

叔严云高老艺人学唱黄梅戏《何氏劝姑》、《小放

牛》、《送香茶》、《春香闹学》等小戏单折子。1945

年春天，在桐城练潭张家祠堂与丁永泉戏班演唱

(--龙山》，严凤英扮演女寨主身边小丫环。15岁

的严凤英就离家过着流浪艺人生活。当年严凤英

所在的戏班子在桐城，以演出折子戏为主，从桐城

演到怀宁、枞阳等地。并一度与怀宁戏班主张光

友、贵池戏班主程积善合并成一个阵营很强的戏

班。严凤英抓住了这个演出实践机遇学了很多新

戏，比如《游春》、《小辞店》等。大约在1946年她来

到了安庆市，首次演出地点在市区华清池。演出剧

目为《二龙山》，仍扮演寨主丫环。她的表演十分出

色，引起轰动，《二龙山》似乎成了她的带名品牌

戏，后来戏班决定以严凤英扮演的角色作为该戏

的名字，这样可能更加吸引观众，便将《二龙山》改

为《丫环挂帅》。成功之后，严凤英成了安庆的喜剧

明星，从此每天晚上安庆市区三个剧场都安排了

她的戏，往往是在西门剧场刚演完一出《送香茶》，

立即坐上人力车赶到“草屋”演出《路遇》，后又赶

往钱牌楼演出《游春》。1947年春严凤英正式进了

丁永泉、丁翠霞以及潘泽海、潘壕蜊两家父女所在

的戏班。她所演的诸多传统剧目几乎都成了她的

上乘之作。当时的戏曲明星严凤英生活在安庆。由

于她青春靓丽，很受观众喜爱，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不时祸从天降。日伪军和官痞豪绅践踏她的人格

和艺术青春。1947--1950年间，为谋生计她先后

到大通、芜湖、南京等地避难。在芜湖期间她想学

点京剧丰富自己的演技。在京剧班上认识了王少

舫，他俩相互切磋技艺，成了舞台搭档。后来合演

《路遇>十分成功，真可谓无巧不成书。两位黄梅戏

表演艺术家在苦难之中相识，都成为当时黄梅戏

最杰出的演员。

黄梅戏的发展和繁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解放前安庆市仅有两个半民间职业戏班子．“一

桌两椅”，舞台道具及演员服饰行头奇缺，演员大

都穿着自己的衣服演出。连严凤英这样的顶台柱

也无行头，演出条件极为简陋。1949年新中国成

立，黄梅戏喜逢甘露，演出境况大为改善。安庆市

政府将两个现存的民间戏班子给予扶持，施以调

整充实，使之成为专业性黄梅戏剧团。首任团长是

部队转业军人马兆旺。上任后重视招纳人才。深入

皖西南农村把流散在各地的民间黄梅戏艺人请进

剧团。特别是把背井离乡多年的严凤英从南京请

回，让她在专业剧团发挥作用。此时剧团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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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经费保障，添置灯光布景道具等专用设备和

行头服装，并在市区设立了“民众剧院”和“胜利剧

院”。之后，安徽省文化厅在合肥举办了历时47天

的“安徽省首期艺人训练班”。安庆的两个专业剧

团送丁永泉、严凤英、王少舫等13人接受专业培

训。在训练班期间，安庆市黄梅戏剧团为省政府机

关演出了大型折子戏《送香茶》，由此扩大安庆黄

梅戏剧团在省城的影响。这个时期剧作家陆洪非、

王兆乾和作曲家时白林等创作热情很高．对黄梅

戏传统剧目的全本大戏和折子小戏作了整理加

工，都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保留了精华，剔除了糟

粕，突出了主旨，弘扬了民族精神，实现了政治与

艺术完美的统一。安庆市专业剧团的专场演出剧

目和场次随之增多，演出质量水准均有提高。先后

参加了华东和全国戏曲汇演，获得一致好评。1952

年和1954年，黄梅戏两次参加华东地区戏剧大汇

演，首次上演的《路遇》、《打猪草》、《夫妻观灯》、

《蓝桥会》和现代剧《柳树井》等获得大奖，第二次

演出的《红梅惊疯》、《天仙配》等剧目，严凤英和王

少舫均获演员一等奖。两次汇演都给黄梅戏在社

会上带来轰动效应，严凤英、王少舫的合作特别引

人注目，他们的成功与黄梅戏齐智。华东汇演之后

安庆市成立了“黄梅戏一团”和“黄梅戏二团”。不

久严凤英、王少舫、潘璨刑等人奉调合肥。筹建安

徽省黄梅戏剧团。1958年和1959年，严凤英、田

玉莲等著名演员随团到北京、武汉等地为中央领

导人演出《打金枝》等受到表扬。1953年毛泽东主

席视察长江途经安庆，接见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

时说：“要把黄梅戏搞好”。在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关怀下，黄梅戏沐浴阳光茁壮成长，安庆随黄梅戏

名扬天下。

四、黄梅戏国外受赞誉

黄梅戏从国内唱到国外，从萌芽到成熟，独树

一帜。1953年7月参加国家赴朝鲜慰问团演出。

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和豫剧大师

常香玉等，会同安庆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潘璩刑、

丁紫臣以及省黄梅戏剧团的著名演员一行30人

赴朝鲜慰问演出。黄梅戏剧团带去的节目都是以

生活小戏为主，如《打猪草》、《夫妻观灯》、《拾棉

花》、《放风筝》、《打桑》等。演出团出发之前在上海

做了短期集训之后。于1953年10月19日跨过鸭

绿江随志愿军抵达朝鲜。按照上级指示。到了朝鲜

须先慰问朝鲜的民众与军队．后慰问中国志愿军。

入朝时节为深秋初冬，冰天雪地。从“新义州”开始

演出，一直演到“三八线”。在大卡车箱里化妆。在

空旷雪地里的简易舞台上演出。生活气息很浓的

黄梅戏节目的剧情成了中朝两国人民沟通的桥

梁。朝鲜军民看完演出深受剧情的感染。在“板桥

郡”演出《夫妻观灯》刚结束，一位名叫金令女的妇

女找到演出队流着眼泪用中国话说：“你们正月十

五日，丈夫带着妻子去看花灯多么愉快，而我们的

生活被强盗破坏了，怎么不叫人难过”，演员们回

答说：“你们的日子很快会好起来的”。能歌善舞的

高丽族人民，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慰问团的演出．用

欢笑回报演员的辛苦。赴朝鲜慰问团演出一个多

月于11月下旬归国回到北京，同时在怀仁堂向党

和国家领导人做汇报演出，王少舫、潘璨猁表演了

《夫妻观灯》精彩剧目。

黄梅戏曾两次东渡日本演出。首次于1986年

10月为纪念安庆与茨木缔结友好城市一周年．由

安庆市政府组织黄梅戏剧院和杂技团演员的访日

友好艺术团出访日本演出。第二次是1988年10

月仍为安庆市政府组织黄梅戏学校学员和杂技团

演员的友好艺术团访日演出。先后两次于茨木演

出的节目《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鹊桥·

路遇》、《女驸马·洞房》、《送香茶》以及《高台停车》

等杂技，演出十分成功，轰动了日本友好城市——

东瀛。受西德大学及民间组织邀请，著名黄梅戏剧

作家、曲作家王兆乾先生于1988年7月赴西德作

了为期三个月的讲学活动，内容包括安庆传统戏

剧“高腔”、“傩戏”、戏曲音乐与民间音乐。重点推

介黄梅戏。黄梅戏艺术首次介绍到欧洲国家。黄梅

戏在国内也曾多次为外国元首、国际友人演出。早

在1953年6月。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到南京访问

时，王少舫、潘壕刑等接受组织安排到南京为波兰

歌舞团表演传统黄梅戏。1963年安庆黄梅戏一团

专程赴黄山为陈毅元帅招待39国驻华使节献演；

1965年再度赴黄山为越南胡志明主席表演《春暖

花开》；1978年英国女王还曾委托其大王子，到中

国访问时，问候在《天仙配》中曾扮演七仙女的安

庆市黄梅戏剧团著名演员董文霞。

五、黄梅戏银屏展风采

黄梅戏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走进了银幕。

黄梅戏参加过两次华东地区汇演，《天仙配》、《红

梅惊疯》和《打猪草》、《夫妻观灯》、《砂子岗》、《推

车赶会》等小戏，不经意中撩开了上海人“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面纱。上海观众感受到了黄梅戏纯

朴、美妙、欢快的艺术趣味。一次次的轰动效应，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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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了上海电影界。为把黄梅戏艺术推向全国。让国

人领略黄梅戏艺术的精髓和神韵．文化部电影局

决定把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搬上银幕。

《天仙配：》电影于1955年完成，次年发行。拷贝向

朝鲜、越南、蒙古、印尼、新加坡、斐济、加拿大、圭

亚那、新西兰等和港澳地区输出。第一次中国戏曲

电影在国际上发行．举国上下反响热烈。在对外文

化交往中，《天仙配》成了“大礼包”。1956年国际

创作者会议在法国举行，中国代表团团长蔡楚生

带去了<天仙配>在巴黎招待会上放映。同年此片

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九届国际电影

节”，《天仙配》还在埃及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上放

映，次年初，中国电影代表团将《天仙配》带到芬兰

放映。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港台曾出现“黄梅戏

热”现象。香港电影厂家受黄梅戏冲击波影响，纷

纷用“黄梅调”拍电影，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

蛇传》、《玉堂春>《金玉奴>等。这些电影音乐均采

用了“黄梅调”。港人爱看，在台湾上演盛况空前。

台湾当局曾一度下令禁演黄梅调艺术片《梁山伯

与祝英台》，当局认为该片中有“大陆景物”，又沿

用大陆黄梅调，“使人有霸王困于垓下，四面楚歌

之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国内掀起了一

股黄梅戏文化风暴，从东方一直刮到西方，引起国

外舆论界、戏曲界有关专家注目。

国内外观众都认同黄梅戏电影好看。但拍成

黄梅戏电影并非易事，要花若干年甚至更长时间，

如黄梅戏艺术片l：杜鹃女：》，著名黄梅戏编剧汪自

毅在改编此剧时，耗尽半生精力，先将<凤凰记>改

成《孝子冤>，再改成{：生死板：》、《慈母泪>，最后定

稿为《杜鹃女》，其问经历了20多个春秋。《天仙

配》这部戏从原始创作到最后排成电影，时间跨度

近百年。即使进入拍摄阶段仍然在修改。从某种意

义上说，观众最后看到的是创作人员用心血演化

成的结晶。著名剧作家陆洪非和作曲家时白林、王

文治等，为把《女驸马》搬上银幕，不知耗费了多少

精力，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艺术精品才得以展现

给观众。黄梅戏拍成电影有20余部，主要有<天仙

配》、《女驸马》、《春香闹学：》、《牛郎织女》、《槐荫

记》、《小店春秋》、《：红霞万朵》、《杜鹃女》、《龙女》、

《孟姜女》、<母老虎上轿》、《香魂》、《朱门玉翠》、

《生死擂》、《徽商情缘》、《山乡情悠悠》等。黄梅戏

拍成电视剧及电视艺术片有70余部。主要有《小

店春秋》、《双凤出巢》、《包公误》、《黄梅新蕾》、《杨

门女将》、《双莲记》、《新婚配》、《李离伏剑》、《郑小

姣>、《柳河桥》、《皮秀英四告>、《杨柳记>、《女驸

马：》、《玉带缘》、《小辞店》、{：繁星集>、<七仙女与

董永：》、《巾帼县令》、《虎情》、《黄山情>、《公主与

皇帝》、《初恋人》、《：桃花扇：》、《玉堂春》、《：嫦娥奔

月》、《孟丽君》、《木瓜上市》、《潘张玉良》和现代

黄梅戏《小店春早》、{er霞万朵：》、<花烛夜》、《玉

带缘：》等等。

六、黄梅戏难逃“文革”劫难

黄梅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摧残。“文

革”初期，所谓革命派把黄梅戏改为“红梅戏”。给

黄梅戏罗列了“嗲、黄、软、悲、低、沉、慢、平”等八

大罪状，受到无情地批判。黄梅戏学校被停办，市

戏剧创作研究室也停止运作．原市黄梅戏剧团被

砍掉，把舞台上演的传统戏和曾拍成电影剧目说

成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社会主义舞台”．

把<天仙配>、《女驸马>和《牛郎织女》等黄梅戏电

影诬蔑为大毒草，一批优秀的黄梅戏演员，以莫须

有的罪名遭到造反派批斗，有的被扣上“牛鬼蛇

神”的帽子关进牛棚，有的则以“三反分子”治罪受

迫害丧命。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遭到迫害就是

其中的一例。当年严凤英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

怀，“文革”开始不久，严凤英就被定位“文艺黑线

人物”，戴上高帽游街。据她的丈夫王冠亚回忆，

“大约在1967年冬季天，我陪她进京，天气很冷，

身着棉装，戴上口罩，我俩一同挤上开往北京的火

车去找周总理。在北京我们找到了周总理．得到了

短暂的保护，然而回到合肥后仍然不允许严凤英

演出，命令她扫厕所当清洁工”。1967年4月。严

凤英被诬陷为“现行反革命”、“三反分子”．成了被

专政的对象，不但在大会上批斗，还要她写认罪

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含恨而死，时年38岁。安

庆人民为了缅怀黄梅戏皇后严凤英。在安庆市宜

城路，树起一座大型的“七仙女别离天官下凡”的

群雕，栩栩如生。另外，在菱湖公园内东侧，还建有

一座名为“黄梅阁”的黄梅剧艺术馆。馆楼飞檐翘

角，馆藏为怀念严凤英字画、诗词、楹联等。馆的近

处又立一座严凤英全身像，高两米多，汉白玉雕

琢，安放于两米多高的汉白玉基座上，基座正面有

著名书法家赖少其书写的“天上人间”字样，严凤

英的遗骨由合肥迁至此处安葬。在严凤英家乡旧

居，修建了严风英故居纪念馆，供瞻仰者参观。曾

为黄梅戏做出重大贡献的严凤英永远活在安庆人

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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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黄梅戏在繁荣中绚丽多彩

黄梅戏沿革发展，前辈艺术家付出了艰辛与

努力，现代黄梅戏艺术家们踏着前辈的足迹，以应

有的勤奋与时效，古为今用，更新观念，落实“双

百”方针，在继承和发扬黄梅戏传统艺术上．不失

时机地谋求发展推陈出新，营造繁荣氛围，激发内

在活力，开拓黄梅戏创作与演出新局面。

黄梅戏的繁荣关键在于艺术人才的培养。“江

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有了人才，黄梅

戏的发展才有动力和希望。在建设高素质的演员

队伍的工作中各县剧团积极物色选拔优秀人才．

以师傅带徒弟或者以群体授艺等形式培养艺术后

备力量。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就是在这

种氛围中集体栽培的一位杰出代表。1956年举办

了两期青年演员训练班，此后在“班”的基础上办

起了黄梅戏学校。这所学校是国家唯一的培养黄

梅戏艺术人才的基地，培养各类专业人才1300多

人，走向全国各地，遍布大江南北，成为舞台上的

中坚力量。2007年安庆师范学院申报成功了黄梅

戏本科教育专业，这在黄梅戏教育历史上又是一

次大突破。解决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后继乏人的难

题。近年来安徽省政府提出“打好徽字牌，唱响黄

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文化发展战略，安庆市政

府围绕建设文化强省这个战略，在皖江文化领域

首先加大加快黄梅戏发展的步伐。把黄梅戏作为

皖江文化发展的龙头产业，一方面抓人才培养，强

化黄梅戏艺术教育，另一方面抓创作队伍及演出

市场的开发。同时强化黄梅戏学术研究，进一步办

好全国唯一的《黄梅戏艺术》杂志。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机遇，在安庆市先后举办

了三次省以上黄梅戏演员广播大赛，为中青年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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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首次是1985年由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举办评奖活动，评选出了“十佳演员”。

其中有马兰、吴琼、黄新德、韩再芬等。第二次是

1987年由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等联合举

办评奖活动，有135名青年演员参赛，其中黄梅戏

一等奖有江丽娜、王富珍、程兆林、刘广慧、丁同

等。第三次是1989年由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

文化厅和安徽省电视台协同湖北省、江苏省有关

部门联合举办了全国首届黄梅戏青年演员大奖

赛，参赛的众选手一比高下，最终评选出“十佳演

员”，安庆市独享五人，韩再芬、江丽娜、刘红、马自

俊、陈兆舜均在其中。之后，安庆市又相继举办了

五届黄梅戏艺术节。时间分别为：第一届1992年

10月．第二届1995年10月．第三届2003年11

月，第四届2006年11月，第五届2009年10月。

已成功举办的五届黄梅戏艺术节规格较高。国家

文化部、安徽省市政府及中央新闻媒体等单位给

予极大关注。参加艺术节举办的有国家和省委省

政府领导人，有港台同胞，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如欧

美国家和周边邻邦的友好人士。艺术节演出隆重。

精品荟萃，公演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艺术节“以

戏会商”，推动了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促进了安

庆地方经济发展，弘扬了黄梅戏文化，提高了安庆

的知名度。

黄梅戏在发展中求繁荣，整理公演了一批优

秀传统剧目，创编演出了近百个新剧目。不少作品

获国家和省级奖励。安庆地区乃至各县剧团外出

公演走遍全国，包括港澳台地区。1990年以来，曾

十多次参加央视春节晚会．多次组织、参加黄梅戏

艺术研讨会，广泛交流，激发了自身发展活力，使

黄梅戏艺术在繁荣中更加绚丽多彩。

【责任编辑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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