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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戏大发展

———黄梅戏“梅开一度”原因探析

周红兵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２４６０１１)

摘要:“梅开一度”是黄梅戏的首度辉煌,通过对“梅开一度”原因的探析可以为探讨当前黄梅戏发展提供历史借

鉴.“梅开一度”期间,黄梅戏在短短数年内从地方小戏,一跃而成全国地方戏五大剧种之一,政府的大力

扶持、艺人的通力合作以及艺术自身的特质是促进黄梅戏首度辉煌的重要原因.以史为鉴,当前黄梅戏的

发展也应从政府扶持、艺术家努力和戏种自身美学属性三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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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开三度”是人们对黄梅戏新中国成立后发展

三个重要阶段的理论概括.其中,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成立至“文革”是“梅开一度”时期,这个时期是黄梅戏

从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全国五大地方戏曲之一的重要

阶段,也是黄梅戏从奄奄一息的求生状态一跃成为具

有国际影响的全国大戏的重要阶段.黄梅戏自身的

发展历程并不算长,它发端于清代乾隆时期的地方小

戏,直到２０世纪初,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皖、鄂、赣三

省交界尤其是安徽安庆周边的农村地区,无论就规

模、影响、声望等,都无法与其他一些地方剧种比如京

剧、评剧、越剧、豫剧、粤剧、秦腔等相提并论,这些地

方剧种在新中国成立前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甚至超

出地域的限制,在区域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黄梅戏

在新中国成立前却鲜为人知.从新中国成立前名不

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到全国五大地方戏曲之一,黄梅

戏为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拟以“梅开一度”为中心探讨黄梅戏“小戏大发

展”的具体原因,进而探讨当前黄梅戏发展可能借鉴

的历史经验.
一、从艰难时世中辗转求生的地方小戏

“黄梅戏”的名称最早见于１９２１年出版的«宿松

县志»:“邑境西南,与黄梅接壤,梅俗好演采茶小戏,
亦称黄梅戏.”１９５２年之前,一般都称“黄梅调”,１９５２
年１１月１５日上海«大公报»上登载文章称“黄梅戏这

次演出的节目很丰富.”１９５３年春,安徽省黄梅戏剧

团正式成立之后,“黄梅戏”才正式成为这个剧种的名

称[１].此后,一直使用“黄梅戏”这一名称.名正则言

顺,但名称的确定只是一个方面,一门戏曲形式的确

立,不仅需要统一的名称,还需要其他诸多较为完备

的因素.通常来说,判断一门戏曲形式是否成熟,需
要从组织机构、剧本、角色行当、表演形式、唱腔特色、
观众等方面是否已经较为稳定、成熟、系统和规范来

进行判断.从这个角度来说,黄梅戏从孕育、起源、发
展,同样是经历了一个在组织机构、剧本、表演形式、
唱腔、角色行当、观众等多方面不断融合、发展的过

程.黄梅戏,从其孕育来说,可以追溯到唐代;从起源

来说,可以追溯到清代乾隆时代,也就是中国地方戏

开始大量形成的历史时期;从地区上来说,有鄂、皖、
赣多种说法,但湖北黄梅的说法一般被采纳;从艺术

源头上来说,黄梅采茶调是现在黄梅戏的前身.从黄

梅采茶调到小戏、串戏等形式长期的艺术积累,到了

清咸丰年间,黄梅戏开始有了整本戏,也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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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好 佬”———即 早 期 的 名 角 和 一 些 半 职 业 性 班

社———如“合意班”“良友班”“昝双印班”等.黄梅戏

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

代时期到辛亥革命前后;第二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

１９４９年,这一阶段,黄梅戏演出活动逐渐职业化,开
始尝试从农村进入城市;第三阶段,是从１９４９年至今.
如果说第一阶段是黄梅戏的起源阶段,那么二三阶段,
就是黄梅戏从求生存到谋发展的阶段,是从新中国成

立前在艰难时世中辗转求生的地方小戏到新中国成立

后在各方大力扶持下共谋发展的地方戏曲阶段.
从清代乾隆末年到２０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黄

梅戏历经百余年的发展,从小戏形成到大戏兴起、从
业余班社到半职业班社,从个人爱好到名角辈出,发
展虽然缓慢,舞台演出仍然粗糙,但毕竟从组织上、人
员上、表演上、唱腔上已经初步形成戏曲的规模,大致

的框架已经确定.从辛亥革命到１９４９年,黄梅戏班

社仍多属于季节性的半职业性质,在安庆城周边的部

分农村地区,以业余演出为主.其时,一些京班、徽班

在安庆城内演出,一些有成就的“好佬”们便开始渴望

从农村进入城市,谋求在城市中获得一席之地,因此,
便开始有了黄梅戏的“三进安庆、一入上海”之举.最

早于１９２６年,老生白云芳带领的班子试图进入安庆

城,是年秋,班子中的重要艺人丁永泉将班子带入安

庆城,虽然好景不长,１９２７年初大革命失败后,白色

恐怖迫使艺人们退出市区回到农村,但这是黄梅戏从

“草根”到“舞台”的重要一步.１９３１年,长江沿岸决

口,黄梅戏艺人再次随水进入安庆城内,这次进入安

庆,有了正式的演出班子和演出场所,一处是由丁永

泉等人组成,演出于胡增甫为老板的“新舞台”;另一

处是由叶炳池、洪莲等组成,演出于“爱仁戏院”.两

支班子同时进入安庆城内演出,形成了相互竞争、相
互促进的局面,不过,“爱仁戏院”一年后返回江南,
“新舞台”艺人长时间在安庆城内演出,并且不断吸收

新成员逐渐发展壮大.这次进入安庆,黄梅戏艺术已

经扎根于城市.进而,便有了新中国成立前一进上海

的举动.１９３３年正月初一,一支来自安徽怀宁高河

埠的八人半职业班社,应一批在上海做手工艺、做小

生意的老乡之邀,第一次正式登上上海的江北大世界

舞台.当时正在安庆城内的大批黄梅戏艺人正在为

连年灾情生计无着而发愁,闻听此消息,便着手准备

上海之行.自１９３４年冬起,丁永泉、王鑫泉、潘孝慈

等先后抵达上海,组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黄梅戏班

子.但是这次上海之行并不顺利,上海本地观众对黄

梅戏这种地方小剧种并不感兴趣,为了谋生,刚到上

海的黄梅戏艺人们只能在“茶楼”“地摊”演出,后来在

安徽老乡的帮助下,终于得以在“月华楼”“太平楼”等
小剧场舞台演出.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戏

曲舞台演出已经数年的黄梅戏艺人们只得再次重返

安庆,这便是新中国成立前黄梅戏的三进安庆、一进

上海.黄梅戏艺人们被迫返回安庆后,在战火燃烧之

际,安庆城于１９３８年６月陷落,重返安庆的艺人们又

被迫逃离安庆,各自寻求谋生,黄梅戏再次进入步履

维艰的时期.尽管在八年抗战中,黄梅戏培养了包括

王少舫、严凤英等在内的一批演员,并且丁永泉等再

次云集安庆并在此扎下根来,但紧接而来的内战使黄

梅戏发展再遭冲击,几近奄奄一息.
回头来看新中国成立前黄梅戏的这段发展历程,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前的黄梅戏存在着这样几个特

点:１．艺术有了较大发展,有了较为固定的班子和艺

人,有一些相对较为固定的演出脚本,在剧本、形式和

声腔等都有了较大发展;２．传授范围仍较为狭窄,仍
局限在皖、鄂、赣三省交界处,虽然进入安庆城和有

“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但基本仍局限在安庆及其

周边广大农村地区;３．以求生为主要目标,且生存处

境较为艰辛,无论是在三进安庆还是一入上海,黄梅

戏都服从于艺人求生的目标,又由于战乱或其他原

因,黄梅戏整体生存处境较为艰辛.从新中国成立前

黄梅戏的生存、发展来看,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

理,即马克思所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
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人们的国

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２]黄梅戏前身黄梅采茶调最初是

人们劳作时候的娱乐形式,但因为灾害的原因,一部

分擅长此道的人逐渐发现,此道可以帮助他们谋生,
因此,他们保留并发展了此项技艺,再在一些外界因

素的刺激下,和一些能人们的努力下,逐渐向周边艺

术类型汲取营养,发展壮大.因此,是否拥有较为稳

定的外部环境,是黄梅戏艺人们能否正常从事黄梅戏

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辛亥革命到１９４９年,黄梅

戏尽管有所发展,但一直处在动乱当中的中国,无法

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供他们安心发展,
因此,新中国成立前黄梅戏只能是艰难求生.所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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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是较为缓慢的,这是在艰难时世中辗转求生的

地方小戏.
二、大力扶持下共谋发展的地方戏曲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流落各地的黄梅戏才又重新

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几进安庆的黄梅戏已经成为安

庆地区广大百姓熟悉和喜爱的地方剧种.各地农村班

社纷纷成立,原本几乎灭绝的黄梅戏迎来了发展的新

局面.这个发展的新局面,表征就是黄梅戏从地方小

戏一跃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全国大戏,人们通常用“三
级跳”———从乡村到城市到全国来形容,用“梅开一度”
来概括.“梅开一度”是黄梅戏发展的一件大事,它标

志着黄梅戏质的变化,是黄梅戏从艰难求生到谋求发

展的重要转折期.在“梅开一度”中,黄梅戏在组织、剧
本、演员、唱腔、表演和观众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其
中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天仙配»被拍摄成电影,并产

生了世界性影响,成为黄梅戏的代名词.黄梅戏为何

能够“梅开一度”?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政府大力扶持

中国传统戏曲作为民间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传统

社会里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存在,一方面,戏曲是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尤其是地方戏,因为其

与方言、风俗民情的紧密结合,受到所在区域人们的

广泛喜爱;而另一方面,戏曲艺人的历史地位一直很

低,是不入流的存在,戏曲艺人长期被视为供人娱乐

的“伶人”“戏子”而被社会蔑视,因此,人们通常用“重
戏轻人”来总结中国传统戏曲的这种矛盾性.但是,
这种局面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彻底的改观.新中

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艺工作,着力推进戏

曲改革运动,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对旧的戏曲要“剔除

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原则,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澄清舞台形象”的工作.１９５０年,
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１９５１年当时的政

务院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

的指示”,提出了以“改戏、改人、改制”为核心的戏曲

改革政策.为落实这一政策,安徽省文化局１９５２年

在合肥举办了一期暑期艺人训练班,集中了全省各剧

种、曲种３６０位艺人参加学习和交流演出.正是在这

次交流演出中,严凤英、潘璟琍的«蓝桥会»,王少舫、
潘璟琍的«梁祝»,严凤英、王少舫、丁永泉的«游春»以
及现代戏«新事新办»等剧目,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赞

赏,引起了前来指导工作的华东军区政委会文化部代

表的注意和重视,他们邀请黄梅戏和泗州戏到上海演

出.正是这次邀请,使得黄梅戏有了“二入上海”的历

史性遭遇.在受邀后,安徽省文化局派出专人到安庆

筹备赴沪演出事宜,对选定的«打猪草»«蓝桥汲水»
«天仙配路遇»以及现代小戏«柳树井»«新事新办»
等剧目,进行了全面的改进,并于１９５２年１１月进入

上海进行演出.这次进入上海,与新中国成立前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黄梅戏的上海之行,有着云泥之别,第一

次进入上海是应老乡之邀入沪谋生,并且处境艰难,
最终在日本侵略战争到来之际重返安庆.但这次进

入上海,不仅无须为戏院、舞台、观众操心,而且黄梅

戏在历经磨难之后,艺术上有了很大的进展.精选的

五个剧目一经在大众剧院的舞台上亮相,就震惊四

座,引起了上海观众的强烈反响,以至于上海各界人

士纷纷肯定黄梅戏.正是在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的上

海«大公报»一篇介绍文章中首次使用了“黄梅戏”这
一名称,才有了后来黄梅戏的最终定名.可以说,正
是有了政府的大力扶持,黄梅戏才得以在众多的地方

戏曲中能够脱颖而出,从地方小戏再度入沪,进而广

为人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

样:“众多的地方小戏也努力汲取艺术经验,向大戏过

渡、发展.有些新中国成立前奄奄一息的地方剧种在

新中国成立后获得了新生.黄梅戏在新中国成

立后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地方

剧种之一.”[３]

(二)艺人通力合作

中国戏曲的发展,一般都遵循民间起源、城市发

展、文人加工、百姓传唱的基本规律.地方戏诞生于

民间,诞生之后,一般需要经过文人的加工,即通常所

谓的“雅化”,才能够传唱流行.黄梅戏前身之一为

“采茶调”,传唱黄梅戏的基本都是皖、鄂、赣三省交界

区的农民,他们尽管喜欢、传唱黄梅戏,但限于自身文

化素质不高,因此无法为戏曲注入更多的文化营养.
在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吸引

了一批专业人士的加入.这批有识之士的倾力加盟,
为黄梅戏的发展注入了一大批新鲜血液,充实了黄梅

戏的人才队伍,为黄梅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

成立前后,先后加入到黄梅戏创作与改革队伍当中的

知识分子就有王兆乾、班友书、刘芳松、王圣伟、陆洪

非、方绍墀、时白林等,他们分别充实到黄梅戏的编、
导、舞、乐等领域中去,逐渐成为黄梅戏发展的重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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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正是一批优秀艺人和同样优秀知识分子,群策群

力,通力合作,共同促进了黄梅戏的大发展.另外,如
雨后春笋般成立的黄梅戏剧团,不仅集中了一批优秀

的演员,而且还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编剧、音乐、服装、
道具等专业人员,他们为黄梅戏的空前发展都贡献了

自己的力量.
(三)自身艺术特质

黄梅戏之所以能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获得巨大

的成功,与其自身的艺术特质密切相关.中国地方戏

都是来自民间的艺术,但是,一些地方戏在发展的过

程中,经过文人改造,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形态,具体表

现在五个方面:即以“乐”为本位的综合性,艺术表意

的写意性,动作、语言、化装与唱腔的程式化,时空自

由、结构铺展以及舞台与观众的“直线”交流[４].新中

国成立时还处在“小戏”阶段的黄梅戏无论是在音乐、
动作、语言、化装、唱腔、舞台等方面,都远未达到成熟

形态,无法与京剧等相提并论.这个劣势,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相反成了优势,因为在“戏改”的历史进程

中,由于相对缺少这些传统的束缚,反而更能够轻装

上阵,接受同行建议和上级指导,更容易进行艺术的

摸索与创造,较快地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另外,新中

国成立前,黄梅戏主要集中在皖、鄂、赣三省交界地

区,尤其是安庆及其周边的广大农村地区,逐渐形成

了自身在音乐优美动听和浓郁的乡土气息的特色,因
此,黄梅戏的音乐“雅俗皆宜,南北皆宜,男女皆宜,老
少皆宜,内外皆宜,新旧皆宜”[５],“比起京剧的大气,
越剧的秀雅,黄梅戏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质,那就

是浓郁但不粗俗的乡土色彩.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黄

梅戏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黄梅戏另一个容易被大家接受和喜爱的特点就是她

的曲调婉转流畅,特别擅长抒发情感.温柔、优美的

曲调能够让人心情舒缓,将身心沉浸在音乐中,比较

容易享受到音乐的美.”[６]正是因为黄梅戏优美的乡

土旋律,使黄梅戏在艺术特质上契合２０世纪五六十

年代单纯明净的美学氛围,也因为她易学易唱,朗朗

上口,更易于被大众接受,因此,黄梅戏才得以在短时

间内迅速为省内外、国内外所接受,才能迅速发展.
三、小结

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到１９５２年安徽省政府举

办“安徽省暑期艺人训练班”、１９５３年“安徽省黄梅戏

剧团”正式成立、１９５４年黄梅戏受邀组团参加“华东

区戏曲观摩会演”、１９５５年黄梅戏«天仙配»被拍成电

影风靡全国,再到１９５６年«天仙配»在卡罗维发利

举行的第九届国际电影节上亮相,短短的数年间,黄
梅戏就完成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安徽到全国、从国内

到国际、从剧场到荧屏的历史性跨越,完成了从地方

小戏向具有国际影响的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华丽转

身.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梅开一度”的历史能够

为当前建设和发展黄梅戏提供经验.从黄梅戏“梅开

一度”的经验来看,政府的扶持、艺人的通力合作及艺

术自身的特质是黄梅戏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在黄

梅戏面临生存压力与发展困境的今天,黄梅戏如何破

局而出,重塑辉煌? 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府的扶

持、众多艺术家的全心投入以及找到契合时代需求的

美学属性,也应当是当前促进黄梅戏发展可以借鉴的

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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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backgroundoftheantiＧcorruption,whichhaswonsupportamongthepeopletoday,The
TVseriesTheNameofthePeoplearosethefocusofallthesociety．TakingthefemaleimageinTheName
ofthePeopleastheresearchobjectanddrawinglessonsfromthefeministresearchresults,thewritermakes
adistinctionbetweenpositiveandnegative,dependentandindependentwomenintheplay．Itisconsidered
thatsomenegativewomenimagescreatedbytheplayaremorerich,fullandvividthanthepositivewomen
becauseofthecontradictionbetweenmodernityandtradition,desireandjustice．Theyarefullofcharm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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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theanalysisofreasonswhyHuangmeioperacangetitsfirstbrilliantdevelopmen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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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ngmeiOperahasbecomeoneofthefive majorlocaloperasinashortperiodofseveralyears．The
government＇sstrongsupport,theconcertedcooperationofartistsandtheart’sowncharacteristicsarethe
reasonstopromotethefirstbrilliantdevelopment．Takinghistoryasamirror,thecurrentdevelopmentofthe
Huangmeioperaalsoneedsthreeaspects:governmentsupport,artists＇effortsandtheaestheticnatureof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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