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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
八音演出，为我们的节目鼓掌，我
心里是很自豪的！”今年春节，90
岁的海南八音市级传承人黄兹合
格外忙碌，从初一到初六，每天都
要带队演出的他说，听到市民游
客对八音的喜爱赞美，对八音的
发展更有信心了。

海口市美兰区是海南八音最
早的发源地，其中的灵山镇是八
音的重镇，灵山镇的儒杨村几乎
家家户户都有八音乐手，有的村
民还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八音乐
器和乐谱，佐证了海南八音和这
个小村庄的渊源。来自灵山镇儒
杨村的黄兹合老人便是其一。

在八音演奏现场，随着锣鼓
声响，弦、琴、笛、管、箫、锣、鼓、钹
八大类乐器纷纷亮相，演奏队伍
以特色乡音送上新春祝福，现场
鼓声雷动，锣声铿锵，管笛长鸣，
一曲一调都让现场观众听得十分
入迷。

海南八音源远流长，广义的
八音既包括乐器、乐曲，也包括乐
队。其乐曲丰富多变，按习惯分
为大吹打、锣鼓清音、清音和戏鼓
四类。

史书记载，海南八音往上溯
与潮州音乐都源于闽，又与江西
及江苏、浙江一带有渊源。其起
于唐代，兴盛于明清，并伴随华侨
传遍整个东南亚。明代琼州府琼
山县（今海口市）就出了一位熟操
八音而闻名京城的民间艺人汪浩
然。

至今，海南收录有历史遗传
下来的八音乐曲达500多首，其中
包括汉唐以来汉族古乐的遗韵，
有很高的音乐研究价值。

作为一种古老的汉族民间音
乐，八音曲谱采用的是工尺谱，外
行人看起来如同天书，一般人无
法转换成现代的五线谱或是简
谱，且曲谱多是祖辈流传下来，每
个乐手的曲谱很零散，不成系统，
年轻人学起来也是东一句、西一
曲，残缺零散。

海南八音的历史比琼剧还久
远，自古至今都是清一色的男子
在演奏，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
女子逐渐可以在八音队为琼剧伴
唱。八音的题材广阔，内容充实，
反映了海南人悠闲的生活和丰富
的内心世界。在八音的发展史
上，和海南民谣、地方戏剧同是海
南历史的一面镜子。

黄兹合说，八音队一般在婚
宴、寿宴和“公期”表演，从不去

“白喜事（即丧礼）”这类场合。因
为八音主调比较喜庆，不适合那
样的场合，如果去了，在别人看来
就很晦气，以后再有喜庆的场合，
就少有人请了。

而今，海口市美兰区文体局
为八音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同时担负着保护和传承
的重任。从2013年以来，该区每
年都会举办八音比赛，并加入了
时代新元素。比如表演内容包括
富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传统、
近现代题材，创作、移植均可，比
赛乐器以八音乐器为主，可选增
大提琴、倍大提琴等，这都是在传
统之上的创新之举。

从门外汉到民营
剧团当家人

今年28岁的曾春霞，
是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
人。曾春霞与琼剧结缘，
和家乡的琼剧氛围有密不
可分的关系。

大致坡是全国闻名遐
迩的琼剧文化镇，琼剧文
化在这里枝繁叶茂，生生
不息。由于大致坡镇交通
便利、华侨众多，当地人又
有以“绑戏”来迎春贺喜的
风俗，琼剧的市场需求量
很大。当地政府在社会治
安、税收和市场开发等方
面也给予了支持和优惠，
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民营琼
剧团在这里驻扎，逐步形
成了规模。

在这里，承载琼剧表
演的载体有很多：露天生
态剧场、琼剧文化主题广
场、琼剧展示室、琼剧戏迷
角等等，人们对琼剧的热
爱，是琼剧在此得以良好
发展的重要原因。如今，
这里每年都会举办大致坡
琼剧文化节。

琼剧文化厚植的沃土，
催生了一个个民营琼剧
团。霞霞青年琼剧团正是
这片厚土之上绽放的花朵。

作为剧团的创始人，曾
春霞在14岁那年开始接触
琼剧。“学习琼剧是一件很
偶然的事，一开始我还没什
么特别的感受，直到学习一
年多后的第一次登台，突然
就爱上了琼剧。”对于往事，
曾春霞充满感慨。

她说，最初学唱琼剧，
始于朋友的邀请。那时大
致坡民营剧团很多，朋友
建议她多掌握一门技能，
也能多一条谋生路。

做事有韧性的她，一
旦做了，便不会轻易放弃，

学唱琼剧亦是如此。拜
师、学艺、反复练习……春
去秋来，曾春霞始终保持
着紧张训练的状态。直至
2012年的一次偶然，曾春
霞获得琼剧《风雨良宵》中
的一个配角，开启了演戏
之路。“当我把所学的技艺
全部在台上释放，台下观
众纷纷鼓掌的时候，我找
到了自己唱琼剧的底气，
一下子就喜爱上了琼剧，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琼
剧唱好。”曾春霞说。

此后的数十年里，她一
直跟随大致坡镇的多个民
营剧团演出，足迹遍布海
口、文昌、澄迈等多个市县。

2022年，丈夫蒋大飞
向她提议：“唱了那么多
年，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何不开一家自己的民
营剧团？”夫妻二人一拍即
合，霞霞青年琼剧团随即
诞生。

为琼剧注入青年
人血液

霞霞青年琼剧团，顾
名思义，除了与曾春霞有
直接关系，这是一个以青
年人为主的琼剧团。

据曾春霞介绍，目前
剧团里吸引了30多名青年
琼剧演员，其中年龄最小
的是25岁的陈文锐。“对琼
剧的热爱，让大家走在一
起。”陈文锐对记者说。

当前，省、市两级政府
相关部门重视琼剧的传承
与发展，“老带新”成为琼
剧业界常见的现象，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能挑起大梁
唱响琼剧。

在琼剧剧团中四处表
演，不仅能磨砺技艺，还能
获得收入，于热衷琼剧的年

轻人来说可谓一举两得。
而作为一个以年轻人

为主的剧团，霞霞青年琼
剧团一直在谋变求新。

曾春霞说，琼剧的唱
腔丰富多变，角色多元，面
对的受众也不尽相同，作
为民营剧团的一员，不仅
要学会唱琼剧，还要在一
定程度上根据市场需求的
喜好修改、创新。

比如在穿着上，过去
的琼剧服饰多缝有亮片，
随着人们审美的改变，现
在剧团的服饰多选择刺绣
为主的面料，看上去更有
质感；在唱腔方面，经过一
次次复排的琼剧，也更契
合演员本人的声线，从气
韵到声调，并不追求和老
版琼剧的完全一致。

又比如，在塑造人物、
展现民族风情、推进情节
发展等层面，霞霞青年琼
剧团也会新增道具，以此
来映射人物的变化。

不过，想要演好琼剧，
只是不断地上台实践还远
远不够。因此，霞霞青年琼
剧团也经常邀请琼剧界前
辈到剧团上课指导，不断地
复排演出，夯实基本功。

两年过去，如今再回
头看，曾春霞感慨万分：

“从一开始只是想自己办
个剧团，到现在肩负起这
么多青年琼剧演员的生计
和梦想，我觉得自己的担
子更重了。”

肩膀上扛着重担，曾
春霞也在不断给自己打
气，除了经营好琼剧团之
外，她还想发挥个人所能
传播琼剧文化。

“我个人认为，要想为
琼剧文化传播出力，要做
的事也很简单。”曾春霞如
是说，“那就是尽力做好每
一次的上台演出，吸引观
众，让更多人喜欢上琼剧，
就是在为传播琼剧文化作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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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正月
十五。海口市新坡
镇塘柳村虽细雨不
断，却热闹非凡——
晚上8时，一场琼剧
表演在这里拉开帷
幕。

“我们这里的人
过年不看琼剧，总觉
得少了点味道，村里
每年都请剧团来表
演，花钱‘绑戏’，看
完了才算过好了
年。”村民郑大忠说。

表演如约而至，
霞霞青年琼剧团当
家花旦曾春霞带领
剧团演员，演起了经
典 琼 剧《琼 浆 玉
露》。在将近3个小
时的演出活动中，曾
春霞等演员演得带
劲，村民们看得如痴
如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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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前，霞霞青年琼剧团的演员在认真化妆。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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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霞青年琼剧团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