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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网络上热
门的海南话歌曲，
《定安娘子》是很多
人的共同记忆。
2009年末，这首将
琼剧与说唱相结合
的歌曲火爆出圈，
让许多人发现了琼
剧艺术更多的可能
性，歌曲中琼剧唱
段的演唱者含月就
是一名资深戏迷。
20年来，从琼剧票
友到琼剧艺术推广
的民间达人，她对
琼剧始终有着纯粹
的热爱。

含月本名肖美敏，是一位地道
的“定安娘子”。海南民间有此说
法：“没有定安，不成戏班。”定安
作为琼剧之乡，名伶辈出，民间观
看琼剧的氛围十分浓厚，与许多
老乡一样，含月从小到大都浸润
在琼剧中。

200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含
月被朋友邀请去观看一场在海口钟
楼附近举行的琼剧演出。朋友是剧
团的演员，来到后台“探班”的含月
被剧团老师挑中成为群众演员，出
演剧中一名丫鬟，全程没有一句唱
词，但她感到既新鲜又兴奋。

群演初体验后，含月对琼剧兴
趣渐浓。在朋友的引荐下，她加入
了“琼韵剧社”（海南省琼剧票友协
会的前身）。剧社成员来自海南各
地，从事各行各业，因为对琼剧热
爱而聚在一起，浓郁的交流氛围深
深感染了她。“大家当时几乎是每
月一聚，点上一壶茶就开始挨个演
唱自己喜欢的唱段，条件有限，但
唱得非常投入……”含月回忆道。

含月从小便是学校里的文艺积
极分子，在琼韵剧社，每次演出活动
前，她都精心挑选与自己声线相似
的经典唱段进行练习，先是模仿，然
后录下来与原曲作对比，再自己纠
正。一年后，含月便唱得有模有样。

琼韵剧社不定期会邀请琼剧
名家对票友们的演唱进行指导，通
过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观看各个
琼剧团的演出，有机会与黄庆萍、
陈素珍、林川媚等著名琼剧表演艺
术家接触与交流。

2005年，含月在一场电视台组
织的演出活动中与琼剧名家吴多东
同台演出，后来她以兼职的形式加
入吴多东成立的琼剧团，一年的跟
班学习让她的琼剧演唱水平得到了
很大的提升。

“我是剧团里唯一一个白天上
班晚上演出的，最多的时候一个月
连续演了28场。”含月笑着说，那会
儿年轻劲头足，连轴转也不知疲

倦，“台下再累，一上台就精神
抖擞了。”

2008年，含月与琼韵剧社
的票友们一道报名参加了由海
南电视台主办的琼剧选秀节目
《呀喏哒嘀》。她原本只是抱着
“重在参与”的心态参赛，没想到
却从千人海选中一路挺进总决
赛八强，最后夺得三等奖。

这次获奖让含月在票友圈
里收获了一些名气，由于将琼剧
名家陈素珍的经典唱段演绎得
惟妙惟肖，她被一些戏迷称为

“小素珍”。这次比赛也为她后
来开启演唱海南话歌曲新赛道
埋下伏笔。

那一年，本土音乐人流星阿
文和金安仔创作了海南话歌曲
《哆咪哆咪》，在这首歌里，他们将
现代的说唱元素与琼剧相结合。
词曲部分完成后，两人正愁着怎
么找一位合适的女声来演唱歌曲
中的琼剧部分，他们希望这位女
声既能唱出琼剧的韵味，又能与
流行音乐巧妙融合。经朋友介
绍，含月到录音棚试音，一开嗓，
流星阿文和金安仔便确定这就是
他们要找的声音。

流星阿文表示，《哆咪哆咪》
定位是戏歌，有戏韵，而本质上
它是一首歌曲。他们需要的女
声是能在“戏”和“歌”中找到了
一个平衡点。含月在唱戏之外
也唱民歌，她很好地诠释了这首
歌需要的味道。

“含月的唱腔婉约甜美，听
起来就像戏台上娇滴滴的公主，
韵味十足。她当时试唱，声音非
常迷人。”《哆咪哆咪》另一主创
金安仔说。

有了《哆咪哆咪》的初次合
作，三人之间更有默契。2009
年底，他们又推出了海南话歌曲
《定安娘子》。该作品灵感来源
于琼剧《青梅记》中李青梅与元
朝被贬海南的王子图帖睦尔的

传说。歌曲中展现的定安娘子
温润勤劳的秉性，引发了老百姓
的共鸣，而海南话说唱与琼剧的
跨界融合，也让许多年轻人感受
到方言和琼剧的独特魅力与可
塑性，加之旋律上口，使得歌曲
一经推出，就迅速传遍大街小
巷，当年的网络点击播放量就高
达六七百万次。

“你行过文笔峰，行过北门
桥，江南水美忆当初……”含月
在《定安娘子》中这段婉转温柔
的演唱以及在歌曲MV中颇具
韵味的扮相让“定安娘子”这一
形象在许多听众心中有了具象
化的表达。有粉丝为她写下“含
羞带笑云中月，美丽敏捷自定
安”的诗句。“那会儿定安县城环
卫车播放的音乐都是这首歌。”
含月说。

《定安娘子》火出圈后，含月
等人被多次邀请在一些节日晚
会、本土文化推介活动中演唱。
多轮演出下来，他们收到较多的
评价是：“感谢你们的歌曲让我
们发现琼剧这么好听。”“以前以
为琼剧是老一辈才听的，现在我
也开始喜欢琼剧了。”这些反馈让
含月充满了成就感，也让她挖掘
了自己的新赛道——唱“戏歌”，
也就是将琼剧元素融入其中的
歌曲。

一次群演经历

一首戏歌唱“出圈”

多种方式推广琼剧

有一位长辈对含月影响极
深，她便是琼剧表演艺术家黄庆
萍。黄庆萍曾多次参加琼韵剧社
的活动，跟票友们交流，在含月参
加《呀喏哒嘀》比赛期间，黄庆萍
更是将含月等入围比赛的票友请到
家中，为他们做一对一的义务指导，
票友们亲切地称黄庆萍为“韵长”。
含月在这一过程中受益匪浅，不仅
学到专业戏曲知识，更被老艺术家
们对琼剧的热爱所打动。

找准自己的“戏歌”赛道后，
含月在推广琼剧艺术和海南文化
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她相继
参与创作和演唱了《抬公巡村》
《Hey！东坡》《画里屯昌》《海南
美》等数十首弘扬海南特色文化
的“戏歌”。为了在《抬公巡村》
MV拍摄中更好地演绎一位女将
的飒爽风姿，含月还特意请专业
的京剧武生老师给她指导武旦的
基本动作和表演程式。

如今，在琼剧文化传播达人
之外，含月还有另一个身份——
海南禁塑产学研促进会执行秘书
长。她将“禁塑”宣传工作与“戏
歌”演唱结合，创作了主题宣传歌
曲《禁塑之歌》《禁塑行动从我做
起》等，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
式让环保理念入脑入心。此外，
她还受到一些小学邀请，担任“琼
剧进校园”项目的课外老师，为孩
子们在课后讲授琼剧相关知识，
培养孩子们对琼剧艺术的兴趣。

谈及琼剧艺术未来的推广和
传承，含月表示可以发挥“候鸟”
老人的力量，因为“候鸟”老人和
旅琼文艺家中不乏京剧、黄梅戏、
越剧、秦腔、豫剧等戏曲的名家和
票友，若能组织相关的文艺交流
活动，让不同剧种之间充分交流，
让票友感受不同的戏曲文化魅
力，也有利于推动琼剧艺术“走出
去”。

在短视频传播如日中天的当
下，含月建议账号运营者根据各
大平台的特点，将一些经典的琼
剧唱段和新创作的琼剧作品以节
选的形式做成短视频，从片段的
广泛传播开始，培养智能手机用
户对琼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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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海口市冼夫人文化节开幕式上，含月演唱海南话歌曲《抬公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