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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古戏台上，身着盛装的

演员们极具江南灵秀之气，

一颦一笑间，婉转的唱词里，

上演才子佳人的故事。

不远处千年大运河里船

来船往，而舞台下的观众如

痴如醉。

坐落在拱宸桥东堍的荣

华戏园，不仅是清末民初运

河杭州段三大古戏台唯一遗

存，也是如今杭州人在城里

看戏的地方。

每周五、周六上午，荣华

戏园和杭州人有约定，戏迷

们准时从四面八方赶来。（详

见本报 10 月 30 日头版报

道）。

有人说：“这是当下杭州

最正宗的戏园子，也是最早

的戏园子。”

那么，如今是谁在古戏

台上为大家唱响这一出出经

典？

昨天，钱江晚报记者从

大来文化传媒了解到，参加

公益演出的演员中，既有国

家级戏曲演员，有名票，也有

纯粹的曲艺爱好者。

本报记者 黄伟芬

竺欢欢是杭州越剧院吕派花旦，

受邀在荣华戏园表演过很多次。

作为一名专业的越剧青年演员，

竺欢欢平时排练、演出都很忙。

“听说戏园负责人竺建平自掏腰

包来做这个事情，觉得这是一件蛮好

的事。”竺欢欢起初是被“公益”两个字

吸引的。

她和竺建平是宁波老乡，知道他

本人很喜欢越剧，于是答复他，“我要

是不忙的话，就会参加演出。”去了之

后，她更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

竺欢欢说，坐在台下的观众里面，

不乏真正懂戏曲的爱好者，“有比较专

业的演员来演出，可以吸引更多越剧

爱好者来听戏”。

来荣华戏园听戏的，很多是上了

年纪的大伯大妈。

“去剧院看一场专业的演出，可能

需要几百元钱。”让大家不花钱观看专

业的演出，竺欢欢认为这是专业演员

力所能及的事。

在荣华戏园里唱戏，无论是场地

还是舞美，和竺欢欢平时演出的剧院

比，条件要差一些，不过该有的“程序”

一样不能少。

上午 10 点的演出，8 点就要到场

做准备，化妆、换衣服⋯⋯

“荣华戏园一般唱折子戏，也就是

最精彩的一部分。”

《红楼梦》《西厢记》《梁祝》《九斤

姑娘》等经典曲目，竺欢欢都唱过。

这样一场又一场的公益演出，在

她看来，是一种艺术的抵达。“就像有

的人选择当义工，我有时间了就去演

出，也是为大家服务的一种吧。”

除了参加在荣华戏园的公益演

出，竺欢欢还参加过其他惠民演出，有

时为在校的大学生，有时为周边农村

的百姓。

她也在公益演出中收获着。

“有一次去淳安乡下，舞台是临时

搭起来的，山里很冷，下面坐着的观众

听得很认真。如果我们不去演出，可

能他们一辈子也不会走进剧场看戏。”

竺欢欢说。

如果我们不去唱
他们可能一辈子不舍得进剧场听

竺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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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美川来说，这个舞台给她带

来了享受。

她的本职工作是公安内勤，每周

六只要单位不安排值班，王美川就会

从德清赶高铁来杭州参加演出，同样

早上8点到荣华戏园。

她已经坚持了三年，“2019 年荣

华戏园刚在周五周六演出的时候我就

参加了。”

王美川是一名“戏痴”。

她是丽水人，从小喜欢越剧，爸爸

会买戏曲片给她看，她真正学越剧是

上大学之后。

“一开始自己学，越剧的唱词和丽

水话不一样，开始听不懂，我就反复

听，标上拼音模仿。”

就这样，王美川在学校社团里摸

索学习，到了大四，杭州越剧艺术研究

会的老师问她有没有兴趣进行系统学

习。

王美川高兴了好几天。

读研时期，王美川去了温州一所

学校，但学唱戏不能耽误。“那时候没

有高铁，我晚上坐通宵绿皮车，第二天

一早到杭州开始学习。”

除了念唱，还有舞蹈等等都要学，

这个过程漫长枯燥，有时候还会受伤，

但王美川乐在其中。“从不会念到会

念，从简单到复杂，每一点进步都很有

成就感。长水袖的舞戏，练习的时候，

膝盖肿得像馒头，而在舞台上，美轮美

奂。”王美川说。

每周六从德清赶来演出
她说这个舞台让她很享受

从 2012 年开始登台，到 2018 年

以大戏《红楼梦》紫鹃一角和国家级演

员们在胜利剧院一起演出，这中间是

王美川日复一日的坚持。

“紫鹃这么重的角色压到身上，真

的是没日没夜地练。”好在一切付出都

有回报，最后在舞台上呈现的效果，得

到了观众认可。

其实，每次从侧幕走向舞台中央

之前，王美川依旧会紧张。

“戏曲表演和拍电视剧电影不一

样，在舞台上只有一次呈现机会，需要

考虑怎么样去表现和传达。”而一旦站

在舞台上，王美川就完全进入角色，

“我不再是我自己，我就是戏里的人。”

能这样每周坚持在古戏台上演出

《陆游与唐婉》《金殿拒婚》《梁祝》等一

出又一出折子戏，除了靠热爱，观众的

反馈也给了王美川很大鼓舞和信心。

舞台上的王美川全情投入，偶尔

瞥见台下观众和她一起喜一起悲，就

会很开心，“演到动情处，有的观众会

拿着纸巾擦眼泪，这是一种情绪互动，

也是对演员的一种支持。”

这么多年下来，对于经常来荣华

戏园听戏的观众来说，王美川是一张

熟面孔。而对于王美川来说，这些戏

迷是自己长久的陪伴。演出间隙，王

美川会看看那些固定位置上的“老朋

友”是否如约而至。

有个阿姨家住老余杭，每次都花

两三个小时赶来听戏。“有一次我在卸

妆，阿姨跑进来和我说，我演的戏她每

场都来看，每场都能说出来，我有点开

心和感动。”

也有人问过王美川：这年头，谁还

看戏？王美川想，只要她在台上唱响、

舞起水袖的时候，有人专注，有人鼓

掌，那么这份坚持就值得，不管是提前

3 个多小时赶当天的演出，还是结束

后继续排练到日落回家。

她说，这大概就是文化的魅力吧。

有人问“这年头谁还看戏”
她说自己看到了坚持的价值

竺欢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