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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之情，欲豪畅，不欲郁郁阏，可以
养生。 ——《类修要诀》”

健康快乐周刊

王良结出生在望江县高士镇。
高士镇是安徽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素有“黄梅戏之乡”美称。

2015 年 2 月 1 日，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曹征海一行轻车简从，冒着
风雪来到高士镇调研，兴致勃勃地
观 看 了 王 良 结 即 兴 演 唱 的 黄 梅 戏
选 段 。 这 是 他 们 根 据 家 乡 高 士 镇
抗 洪 英 雄 吴 永 祥 典 型 事 迹 创 作 的
现代戏《胡九根卸任》唱段，赢得了
大 家 的 一 片 掌 声 。 曹 征 海 希 望 他
精心打磨，参加第七届中国黄梅戏
艺术节。

《胡九根卸任》在第七届黄梅戏
艺术节上如期上演。艺术节的主办
单位文化部邀请国内戏剧界的知名
专家对参加展演的 23 台黄梅大戏逐
一进行点评。《胡九根卸任》以流畅的
唱词，跌宕起伏的剧情，优美的唱腔
以及声情并茂的表演得到了专家们
的一致赞赏。该剧也获得全省十大
名剧称号。

王良结深知剧团要发展，必须不
断排练接地气的新作品，他积极探索
乡贤文化，演绎身边人身边事，演绎
本土历史故事。

望江古有雷池。相传王祥在这
里担任雷池监的时候，卧冰求鲤孝敬
母亲。他们便编排了《王祥卧冰》，同
样获得县小戏会演一等奖。

“王家父子兵值得点赞！”走在望
江的大街小巷，说起长江黄梅戏剧
团，大家都竖起大拇指。

一个家庭的黄梅戏剧团
自排自演，儿子媳妇全上阵，多次获安徽省十大名团称号

他们一家三代唱
戏，以戏为乐，以戏
为生。

他们一家人顶起
一台戏，戏里戏外不
同人生。

他们多次获得国家
级和省级荣誉，是安徽
戏曲引人瞩目的民间
团体。

“在文艺市场大潮
中”，望江长江黄梅戏剧
团搏击得很精彩!

王良结带着家人与时白林（中）合影

2015 年 10 月 19 晚，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小
剧场内温暖如春，座无虚席。由望江县长江黄
梅戏剧团表演的《一文钱》精彩上演。这是第二
届安徽省文化惠民消费季“好戏大家看”优秀剧
目展演，是从全省抽调进省城的演出。

《一文钱》由该民营剧团团长王良结整理改
编自越剧《一钱太守》，反映战乱年间,母子、兄
弟走散，三十年后哥哥刘宠官居太守，弟弟孙超
官居都尉。刘宠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孙超则专
横跋扈祸害百姓，就在母子相认弟兄重逢之际，
刘宠查出其弟种种大罪。手足情、母子情交错
成剧烈的矛盾，刘宠毅然秉公执法。多年后刘
宠被调往京城，临行前，百姓夹道相送，每人以
百钱相赠，他再而推辞象征性地收了一文钱，投
入清澈的江水之中。

优美的唱腔、细腻的表演、曲折的情节，演员
们表演的丝丝入扣，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一个
民营剧团表演得这么专业，了不起！”现场许多观
众由质疑到赞叹。

时白林是著名黄梅戏音乐家，黄梅戏电影
《天仙配》、《牛郎织女》中许多经典唱腔出自
他的手。当晚他也观看了演出，评价说：“剧
本、音乐、表演都很好！故事好，反腐倡廉、接
地气。音乐好，既有原味儿又有改变，用得
妙，听得舒服，表演上这小哥俩太有实力了，
好嗓子有韵味儿，身段也不错，这种惩恶扬
善、古为今用的好剧由一个县级民营剧团创演，
真是了不起！”

望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何立杰当晚也率领
文化局相关负责人赶到合肥参观演出，他告诉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望江农村长年活跃
着 30 多个民营黄梅戏剧团，他们敢越雷池，走
出县门，开拓省内外市场，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长江黄梅戏剧团是其中佼佼者。

滚滚长江从湖北黄梅流入安徽宿松，随后流经望江之
南。长江未改道之前，站立城头可望大江，是为“望江”。

历史上的望江江湖相连，流淌着雷池的浩渺烟波，也孕育
了浓郁的诗词、戏曲文化。这里，涌现了“黄梅戏鼻祖”蔡仲贤
及有戏剧“活篓子”之称的胡玉庭，以及著名编剧陆洪非、龙仲
文、谢樵森等人。

长江黄梅戏剧团的出现，离不开地域文化的哺育。这是
一个家庭组建的戏班子，团长王良结是一家之主，他带领着妻
子和儿子、儿媳担当起剧团的主演工作。

王良结从小喜爱唱戏，十几岁就登上家乡的草台班子演
出。他音色好，戏路子广，什么角色都可以表演，2004年，他参
加怀宁县民间社班展演获得表演一等奖。2015 年，被省文化
厅评为安徽省民营艺术院团“十大名角”。

王良结的妻子王应华也是当地有名的戏曲演员。她出生在
一个戏剧之家，父亲从小给她耳闻目染，让她喜爱上了黄梅戏，登
台演出几十年，直至嗓子唱坏了，她便负责剧团的外联工作。

夫妻都唱戏，这个家庭里总是黄梅声婉萦绕不息，自然熏
陶了两个儿子，他们从小跟随父母表演，练就了扎实的功底，
后来进入了县剧团。为了更专业，弟兄俩一道进入安庆黄梅
戏学校学习。

先天秉承了戏曲基因，后天努力，他们很快成为黄梅戏领
域难得的小生。2005 年，大儿子王向林在安庆黄梅戏优秀人
才选拔赛中获得优秀奖，在省文联举办的第二届戏曲红梅奖
中获得铜奖；小儿子王小林在第六届黄梅戏艺术节上获得最
佳表演奖、第七届黄梅戏艺术节上获得表演一等奖。

王向林、王小林的妻子詹玉涵、王叶都也都是毕业于黄梅戏
艺术学校，她们扮相俊美，唱腔婉转动听。詹玉涵曾获得校园文
化艺术节唱腔比赛第2名，王叶获得县委、县政府表彰的新秀奖。

正是这样一个家庭，无论哪一台黄梅戏，他们都能把剧中
主角承担下来，演出时，碰到谁的身体不好，另一位立马可以
顶上。台下是亲人，台上他们有时是仇人，投入真情实感后，
他们常常台下还分不清是爱还是恨。

这个家庭以唱戏为快乐，走到哪唱到哪，你上句我下句，
相互切磋交流，其乐融融。

从2009年，被省文化厅授予安徽
省首批“百佳剧团”荣誉称号起，长江
黄梅戏剧团多次获得安徽省十大名
团称号，荣誉已经数不过来了。

剧团也不断壮大，王向林、王小
林和詹玉涵、王叶的戏校同学们都
加入了他们这个剧团，如今已经是
一个 40 多人的班底，音响、服装、道
具一应俱全。

正是立足农村，立足基层，王良
结带着戏班子不停地演出。2013 年
获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联合授予的第五届全国服务
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
称号。

40 多人的剧团，每月工资都得
十 几 万 。 民 营 剧 团 很 少 有 财 政 补
助，他们靠自己开拓市场。为此，他
们 成 立 了 长 江 黄 梅 戏 剧 团 有 限 公
司。剧团辗转全国各地，大多数时
间呆在温州。

“温州人最喜欢看黄梅戏，最喜
欢看我们的演出。”王叶婉尔笑道，

“我们要撒播黄梅戏的种子！”
快过年了，王良结又要带着他的

剧团回到家乡。“外出务工的人都回
来了，我们要给他们演出，让大家的
春节过得喜庆，快乐，有年味！”王良
结幸福而自豪地说道。

D撒播黄梅戏的种子

A民营剧团叫响省城 B家庭成员都是“名角”

C演绎乡贤故事

《胡九根卸任》剧照 《一文钱》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