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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75岁的盛木兰是酒海街
社区木兰京剧票社的创建人，也是
镇江方言学会的会长，因为父亲喜
欢听戏看戏，她从小就受到家庭的
熏陶爱上京剧。从上世纪 50年代
开始，就常被父亲带去看戏。“父亲
牵着我的手，当时没有路灯，他提
着灯笼带我去看戏。”

盛木兰记得，上世纪 50 年代
梅兰芳曾到镇江演出，演出的剧目
是《白蛇传》，“当年的梅葆玖还很
年轻”，她说：“梅兰芳扮演白蛇，梅
葆玖扮演的是小青，那时他长得像
根豆芽菜一样。”那个年代，看戏的
观众非常多，盛木兰甚至还看到过
戏迷没钱买票用鸡蛋在剧院门口
换票的情景。

到了“文革”期间，各种古装和
才子佳人的戏都被禁演，近十年的
时间，只“样板戏”一枝独秀。这一
时期广播和收音机里，从早到晚都
在播放样板戏。今年 74岁的王福
君说：“没有戏可看，只能追样板

戏，为我喜欢京剧奠定了基础。”她
家当时和两位叔叔同住在一幢房
子里，大家都喜欢京剧，三家人隔
三岔五就聚在一起，利用房内有限
的空地唱戏，床边、桌边和小板凳
上坐满了大人和孩子。叔叔唱座
山雕，王福君唱李玉和，弟弟拉琴，
家里的小弟弟们则敲着锅盖和饭
勺跑圆场，一家人自娱自乐，其乐
融融。

过去没钱买戏票，只能到处蹭
戏看，“到前进印刷厂礼堂、中百公
司礼堂等地方，只要得知哪里有
表演就去蹭戏。”上世纪 70
年代末，镇江放映李少春、
袁世海主演的京剧电影

《野猪林》，这是王福君
第一次看京剧电影，

“我和小伙伴们排队去
买票，剧院内座无虚席，场场
爆满，好听极了”，时隔多年，王福
君仍然觉得李少春的余音似在耳
边。

想当年到处蹭戏看

不忘初心，戏迷们的艺术情怀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曾经深受市民喜爱，如今，随着

时代的发展，一度辉煌的戏曲艺术风光不再。但是，在公
园、广场，或是社区的文体中心、文化站，还是可以看
到不少戏迷朋友们聚在一起切磋技艺，排练演唱，
有故事、有表演的戏曲，以其独特的魅力，陪伴了
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不可否认的是，戏曲在今天
依然面临着观众稀缺，特别是年
轻观众不感兴趣的严峻局面，可
仍然有一帮戏迷痴迷着看戏、听
戏和唱戏，戏曲已成为他们生命
中的一部分。近年来，我市先后
涌现出一批戏曲社团，吸引了一
大批热爱戏曲的戏迷参加。

成立于 2001 年的菊吟京剧
社，现有成员近 60 人，是镇江最

大的票社。不管春夏秋冬，他
们坚持每天上午在老年活

动中心排练。去年国
庆期间，他们赴京演

出，获得“和平杯
金 牌 京 剧 票 房 ”称

号。目前，该剧社有12出
全本大戏，几十出折子戏，多

年来为市民公演达500多场。
木兰京剧票社成立于 2007

年，最多时成员近三十人，定期
在老年大学、社区排练学唱。多

年来，票社积极参与市、区
各类演出活动，每隔两

周在西津渡尚清戏台
演出，还不定期在

社区和老年公寓等处义演。
老戏迷们虽然自己玩得开

心，但对戏曲今后的发展，大家
都不无忧心，许多老戏迷由于身
体原因逐渐退出了，而年轻人中
对戏曲有兴趣的却越来越少。
我市康盛剧社社长吕国泰多年
来一直倡导“黑头发战略”，注重
培养更多“黑头发”戏剧接班人。

2017年11月，由康盛剧社与
桃园小学、金山水城幼儿园、镇
江一外、江大大学生共同组建

“镇江黑头发戏剧战略联盟”。
剧社与桃园小学“小杜鹃京剧
团”联手打造的神话京剧《八仙
过海》应邀为省环保大会演出，
成为了“黑战联盟”成立后的第
一实际行动。

“黑头发战略”为我市培养
业余曲艺表演队的后备人才，提
供了支撑。据了解。目前，康盛
剧社团队成员中“黑头发”占到
一半，甚至还有大学教授和慕名
而来的学生加盟剧社成为“铁杆
票友”。 （马彦如）

“黑头发”接班人培养不易

戏迷张小钧，12岁就考进戏
剧学校，曾在镇江京剧团担任演

员，他说：“镇江戏剧事业曾
经繁荣兴旺过。”据了

解，1954年，镇江就
成立了扬剧、京

剧 、淮 剧 、越
剧 以 及 木
偶剧团，涌

现了一批优秀
演员。这几家专业

剧团中，无论是演员的阵
容，还是影响力，扬剧团无疑

当数第一。1954 年秋，由金运
贵、筱荣贵领衔，该团在中山桥
畔的人民电影院展演了近一个
月，轰动镇江。由金运贵自编自
导，控诉封建礼教的扬剧《三打
节妇碑》受到观众的热捧。1959
年，筱荣贵参加了省扬剧团赴北
京汇报演出团，在怀仁堂演出

《挑女婿》，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
见。

镇江京剧团主要演员
有洪云艳、王雨田、曹四

庚、陆正梅、袁汉云等。1962年，
京剧大师周信芳之子周少麟，上
海京剧院的言派名家李家载以
及夏慧华、霍鑫涛等名角受邀加
盟镇江京剧团的演出，使该团名
声大噪。当年秋天首演时，周信
芳夫妇专程来镇在谏壁东风剧
场观看了由周少麟主演的《宋士
杰》，随后该戏在解放剧场又连
演半月，一票难求，盛况空前。

镇江的淮剧团、越剧团同样
表现不俗。1957年，镇江淮剧团
挖掘整理的淮剧《状元梦》获得
江苏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优秀
剧本奖和优秀演出奖，主演李少
林获演员一等奖。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该团整建制调往盐城，
组建了江苏省淮剧团。越剧团
曾先后改编演出了《筱丹桂之
死》《黑浪山》等不少新戏，1959
年改编演出的越剧《小忽雷》在
沪演出时大受欢迎。

因种种原因，这些剧团先后
解散。

镇江戏剧曾经红火过

过去镇江专门演戏的戏院有
好几家，新华剧院、解放剧院、黄
金大剧院，都常常有演出。演出
中卖零食的小贩挎着篮子在戏迷
里走来走去，还有拿着托盘卖茶
水的小贩在剧场里转，散场时则
很多黄包车夫来拉客。

戏迷赵洽利从小常去新华剧
院看戏，“新华剧院是当时镇江最
好的剧院，梅葆玖、李玉茹、童祥
苓，当时都来演出过。”从 12岁就
开始跟着广播学唱《红灯记》的马
建丹，今年已经 64 岁，上世纪 70
年代，他下放在江心洲，公社放映
队常放电影样板戏，“八大样板戏
当年看了不知多少遍。”钱浩亮、
童祥苓、沈金波都是他最喜欢的
京剧名角。“他们唱得好，是真功
夫。”

“文革”结束后，恢复传统古
装戏，盛木兰记得上世纪 70 年代
末，在剧院看到的第一部戏是《十
五贯》，场场爆满，戏票很快
就卖光了，很多人都通
过“走后门”才能弄到
票。

出生于丹阳
陵口的连玉麟从
小就是戏迷，68岁的
她小时候常跟父母看演
出。“最喜欢看越剧，最喜爱的徐
玉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挺着
大肚子在工人电影院站着看越剧
电影《红楼梦》，电影院里挤满了
观众，很多人买的是加票，没有座
位，只能站着看。”她还特地坐车
去南京看越剧《莫愁女》，去无锡
看锡剧《珍珠塔》。

追“星”是一种幸福的回忆

据戏迷朋友们回忆，上世纪
80年代中期是戏曲的黄金时代，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港
台流行歌曲盛行，文化娱乐方式
增多，看戏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各地剧团逐渐解散，紧接着，戏
曲演员的青黄不接，加上生活节
奏的变快，戏曲统领城乡文化娱
乐头牌的地位，也不复存在了。

戏迷们排练、演出照片
（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