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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区海峡闽剧团是一
家民营闽剧团。新店开业、
新居乔迁、嫁娶喜宴……好
客的主人召集起四邻八乡，
共同分享喜悦。一场闽剧，
连接起乡邻情感，把乡村的
欢乐推向高潮。团长杨碧霞
介绍：“正常一年能演三百多
场。”

很多人将“民营剧团”与
“草台班子”画上等号，但可
别小瞧这家民营剧团。今年
1 月 6 日 ，央 视 戏 曲 频 道
（CCTV-11）《一鸣惊人》节
目上，他们成为福建唯一登
上央视的民营剧团。

与省市的专业剧团不
同，民营剧团的演员并非都
是科班出身，一般是对闽剧
有兴趣，或有闽剧演出的家

学渊源，经亲朋介绍或机缘
巧合进到剧团。

很多时候，演员们就是
边工作边学习。“上台就能有
工资，大家边做边学。无论
水平如何，先上台，然后跟着
团里前辈们的言传身教，摸
爬滚打，一点点成长。”杨碧
霞也是听着父母家人哼唱闽
剧长大的，凭着对闽剧的挚
爱，初中毕业后，她加入村里
的黄岐闽剧团拜师学艺，先
后在福清、长乐、连江、马尾
等地的民间职业剧团演出。
2015年，她创办了自己的马
尾区海峡闽剧团。

虽是民营剧团，但杨碧
霞想打造自己的艺术品牌，
努力以专业剧团的标准，讲
好属于福州、马尾的历史文

化故事。
在民间对闽剧观念中，

有“金生银旦”之说：一个出
众的小生，足以撑起一个剧
团。剧团的小生演员游斌，
正是这么一个“明星”小生。
他出生于平潭，父母都从事
闽剧演出，因对闽剧的热爱，
一步步走到了闽剧舞台的中
央。嘹亮的音色、精湛的技
巧、俊朗的扮相，让他在福州

民间有着相当的名气。也因
为反复的锤炼，让他获得了
福建省多届戏剧会演的一等
奖、水仙花金奖。

当然，剧团里也有艺校
毕业的科班演员。剧团的青
衣宋俐俐，就属科班出身。
专业剧团高手如云，一些专
业演员也愿意进到杨碧霞这
样的民间职业剧团，获得更
多的锻炼机会。

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林涓 文/图） 霍口畲族乡
位于罗源县西部，是福州市
仅有的两个民族乡之一。
在距离霍口乡政府 7 公里
外的岗尾村，全村土地总面
积 6789 亩，山地面积 5789
亩，林业资源丰富。为了守
护这片山林，护林员时常都
要在山林里巡逻作业。

天刚朦胧亮，50岁的雷
会进就早早地起床，洗漱、
烧水、做饭，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准备工作。雷会进是
岗尾村村民，从 2015年起，
他就在村中担任起了护林
员一职，负责责任区内的巡
山护林工作。在准备完毕

后，他穿上工作服，开启了
“护林路”。

与许多漫山遍野的树
林不同的是，岗尾村的山地
里还“藏着”全县唯一的 3A
级景区“畲山水”，景区里满
山覆盖的天然次生林，成片
的百年红枫林，都是雷会进
的“保护对象”。

经过 10 分钟的车程
后，记者与雷会进一同抵达
了当天的巡逻点。一走进
林区，雷会进就开始四处张
望了起来。他一边注意着
脚下泥泞的路，一边查看周
围树木的情况。

“除了当兵的 4年时间
外，我一直都在家乡，可以

说是山里长大的孩子。”雷
会进告诉记者，1994年退伍
后，他就在家乡从事农业生
产工作，直至 2015 年开始
负责巡山。十余分钟的巡
山后，记者一行已经开始气
喘吁吁，而雷会进却未见疲
态，始终保持着认真巡视的
姿态。“我们村的最高海拔
有一千两百多米，这里还没
到一半。”

在雷会进眼中，巡山已
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
时常需要在山林里巡逻两
个小时以上，路程也从 3公
里到 4 公里不等。八年的
时间，他早已认清了每条上
山的路，习惯了可能出现的

突发情况。
“山里有很多蛇，没走

近根本看不清，我记得有一
次，一条蛇突然出现在我面
前，吓得我后退了几步，赶
紧用树枝挑掉。”雷会进说，
巡山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
野猪、蛇一类的动物，但一
想起所担负的责任，就不愿
停下脚步。

春节期间，返乡过节
的乡亲越来越多了，村里
也比平时热闹了许多，不
少人都燃放起了烟花爆
竹。在这欢庆佳节的时
刻，雷会进却无法放松下
来，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护林员的春节是不能外

出的，必须待在村里，看好
每一片林地。”

谈到“守山”的原因时，
雷会进说：“现在留在村里

的人年纪都很大，像我这样
还有体力的人不多了，既然
我出生在这，也有能力，那
就应该守护好它。”

用闽剧 讲好福州故事
福州马尾区海峡闽剧团是家民间剧团，却一路唱到了央视；春节期间，

他们奔走田间地头，为乡亲送去喜气

万家灯火时 他守这片绿
在罗源县霍口畲族乡岗尾村，村民们都在欢庆春节，但护林员雷会进一刻也不能

放松，他得看好每一片山林

杨碧霞首先发力创
编自己的原创剧本。她
盯上了讲述马尾琅岐当
地故事的老版闽剧《龙台
驸马》，请来有“闽剧金牌
编剧”之称的著名编剧陈
道贵重新创编。

经过精心打磨，2018
年，《龙台驸马》获第二十
七届福建省戏剧会演优秀
剧目一等奖，接下来又代
表福建省的民间剧团参加
北京的会演，一炮而红。
从那之后，马尾区海峡闽
剧团就成了当地演出市场
的“热门闽剧团”，《龙台驸
马》在民间演了近千场，成
为剧团的招牌剧目。

杨碧霞说：“除了专家
认可，主要还是老百姓都
欢迎，我们从人物出发，写
人写情，都是老百姓爱看
的。”2019年，《龙台驸马》
在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获
优秀剧目奖，并代表福建
到香港、马祖进行文化交
流，广受好评。剧团的黄
金时代，就此开启。

借着《龙台驸马》的
势头，杨碧霞再接再厉，
书写马尾故事。剧团紧
接着创作船政文化题材
的闽剧《马江魂》。《马江
魂》并不是乡亲们所喜欢
的大团圆式的喜剧，但没
想到，这部戏依旧大热，
很多想看的戏迷向剧团
要票，到最后杨碧霞不得
不躲起来，“观众的热情
实在是出乎我们意料”。

思想性与通俗性是一

对矛盾，但马尾区海峡闽
剧团出身草根，熟知民间
观众看戏的口味与习惯，
又广泛吸收专家意见，三
度重写重排，音乐、唱腔、
口白、舞台设计，都经过了
主创、杨碧霞与团员们的
一再打磨。“戏的情节、场
面是壮烈的、震撼人的，结
构是严谨的，人物是鲜活
的，有时代、地域的色彩与
力量。”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原院长、研究员王评章曾
高度评价此剧。《马江魂》
被认为是马尾区第一部船
政题材的原创闽剧，去年
10月获福州市第五届茉莉
花文艺奖戏剧类一等奖。

“我们正在打造一部
《罗星塔》，将和《龙台驸
马》《马江魂》构成马尾区
本土题材的‘三部曲’，传
播马尾的文化。”杨碧霞
信心十足。

随着福建省对闽剧
保护相关政策的陆续出
台，马尾对闽剧的传承与
文化品牌的打造愈加重
视。据了解，马尾区委区
政府今年将为剧团建设基
地，帮剧团找更适合的场
地来打造团部。剧团每年
坚持“走社区，进校园”，公
益演出几十场，每周在马
尾船政古街的“望云台”演
出，一年约能演出一百
场。杨碧霞眼中是有光
的：“我们要继续为马尾历
史文化品牌的打造出一份
力，用闽剧演绎福州马尾
的历史和动人故事。”

N海都记者 宋晖
见习记者 吴雪薇 文/图

“十八载思亲人，怎料相会在
禅林？欲把苦水来相吐……”大
年初四晚，福州长乐区玉田镇的
大溪村，一台闽剧《白凤传奇》开
始上演。灯光流转间，俊朗的小
生、婉转的青衣粉墨登场；台下人
头攒动，有说有笑的村民们填满
了平日空落落的礼堂。

为乡亲们演出的是马尾区海
峡闽剧团的演员们，除夕喜庆的烟
花犹未燃尽，大年初三开始，他们
已经奔波在下乡演出的道路上。
对于演员们而言，少了与家人团聚
的欢乐，但他们的快乐很快就重新
燃烧在了乡间的田野上：说小了，
能实实在在赚到钱；说大了，为老
百姓的春节送去了喜气。

上央视，普通人也能圆艺术梦

做原创，打造本土“马尾三部曲”

雷会进将掉落的树枝拍照上传

剧团央视录制合影，右起为团长杨碧霞，主演宋俐俐、游斌与团员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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