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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民间素有野没有定安袁不成戏班冶的说法袁定安琼剧名伶辈出袁而今袁定安县琼剧团越唱越响袁定安
被文化部授予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冶的称号袁今天带您领略定安民间文化艺术的风采要要要要要

定安琼剧：南国梨园绽放的玫瑰
野咿咿呀呀袁咿咿呀遥 冶在这里袁无论是在街头

巷尾袁还是在田间地头袁随处都可以听到这样或优
雅或铿锵的琼剧声袁这里是野琼剧之乡冶要要要要要定
安遥游览完静美祥和的野三色冶定安袁你可以去看看
定安琼剧袁感受一下南国梨园文化的独特魅力遥定
安琼剧名伶辈出袁在海南民间流传有野没有定安袁
不成戏班冶的说法袁近年来袁定安琼剧更是越唱越
响袁2011年 11月文化部授予定安野中国民间文化
(琼剧)艺术之乡冶的称号遥 同年 8月在省侨联的带
领下袁定安琼剧团唱出国门袁唱响世界袁成功出访
马来西亚尧印尼和泰国等三国袁所到之处受到了各
国侨胞的热烈欢迎遥

野村子里适合学戏的孩子们
都早早地出去打工了袁琼剧不容
易学好袁 尤其是乐器学习难度
大袁好苗子不好找呀冶遥吴盛文老
先生很无奈遥为了让琼剧之花能
在定安这片热土上常开不败袁定
安县文体局于 2013 年启动了
野琼剧进校园冶活动袁并于 2014
年元旦举办了校园杯全县中小
学生琼剧大赛袁同时在部分学校
开设了十多个琼剧兴趣班袁让琼
剧在孩子们的心中萌芽遥为了普
及琼剧袁使之常态化袁定安县还
组建了 13个民间琼剧同乐会袁
并在定安各个镇上的文化站秉
承野自我参与尧自我管理尧自我教

育冶的理念开展琼剧活动袁定安
县文体局定期举办琼剧唱腔大
赛和琼剧骨干培训班遥

2012年袁 定安县提出了打
造琼剧精品的概念袁 每年投入
上百万资金用于打造精品袁 组
织文化下乡活动等遥 叶奏考回
琼曳 参加首届海南省文化艺术
节获文华大奖 渊省政府最高奖冤
及三个单项奖曰 叶父爱如山曳
在省文体厅举办的全省琼剧展
演评比中获得团体最佳传承奖
及五个单项奖遥

过去定安琼剧名伶辈出袁在
海南民间流传有 野没有定安袁不
成戏班冶的说法袁近年来袁定安琼

剧更是越唱越响袁2011 年 8 月
在省侨联的带领下定安琼剧团
成功出访马来西亚尧印尼和泰国
等三国袁所到之处受到了各国侨
胞的热烈欢迎曰2014 年 4 月赶
赴徐闻袁参加野琼剧文化节冶交流
活动袁 开启了跨省的合作交流遥
谈及琼剧未来的发展袁定安县文
体局局长邢莉表示袁创新的品牌
要立足于本土的题材袁让好的琼
剧作品走出海南袁更走出国门遥

可以说袁定安琼剧是海南琼
剧的一个缩影袁300多年的发展
历史袁唱响中国梨园之春蜚声海
外袁已经成为定安的一张历史名
片遥

多家杂糅 300多年酝酿
琼剧之花定安生根发芽

A
野定安历来是土戏之乡袁福建和潮州的教戏师傅都曾来教戏

和落过户噎噎冶翻开叶海口地舆志曳袁我们不难追溯到定安和琼剧
的渊源院早在明崇祯年间袁福建籍艺人汪丽贞跟随南下的戏班到
海口一带演出袁落户到此袁之后迁至定安县定城镇南门街定居袁
以收徒授艺为生袁并在此期间组建了定安最早的戏班要要要要要野老
三春冶班袁汪丽贞亲自登台演出袁走出了一条组织戏班的新路子遥

同时各地移民不断聚集袁明洪武军带来野军戏冶袁闽南客商带
来木偶戏袁诸多剧种在此碰撞糅合袁在吸收本土名歌杂调尧土乐
八音尧斋月斋舞尧道乐佛曲的基础上袁融入了木偶戏的表演程式袁
并用定安话演唱袁形成了海南野土戏冶遥 清代乾隆年间袁福建人李
庆隆随野闽南梨园戏冶戏班渡琼演出袁在定安龙塘镇(今龙河镇)开
馆收徒袁传授野闽南杂剧冶遥李庆隆在传授剧艺中注意吸收海南当
地民歌尧八音尧道坛乐曲等民间音乐袁将其融入野闽南杂剧冶中遥经
过长期的不断改进袁真正意义上的野琼剧冶雏形初步形成袁基本具
备了海南本土特色的音乐尧剧本尧演唱风格尧表演套路等遥李庆隆
也被誉为野戏班祖冶渊他死后被葬在定安龙河甜葫芦岭冤遥

野土戏冶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袁不断地改良和发展袁最终成为
岭南四大剧种之一的琼剧遥定安是琼剧的发源地袁历来被誉为琼
剧之乡遥

无论如何衍变和发展袁琼剧调多为定安音却是不争的事实遥
著名的琼剧编剧陈德雄先生说过 野过去的琼剧音乐就是以定安
的语调为基础配曲的袁 如改用别的语调袁 那么全剧的曲调就得
改冶遥那么为什么琼剧偏爱定安调呢钥除了定安是琼剧之乡外袁更
重要的是袁定安音有着先天优势袁那就是铿锵有力且刚柔相济的
语调袁既适合戏剧中打斗的轰轰烈烈场面袁又适合卿卿我我的感
情戏情节袁 所以定安音天生是琼剧调遥 然而海南人虽听得懂琼
剧袁但是想要用地道的定安音唱出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袁所以
在定安教戏的戏馆中袁 如果你听到外地人用不太流畅的定安话
唱戏袁也就不足为奇了遥

琼剧的唱腔来源多样袁难以考究袁而如今琼剧的唱词是以七
言和八言偶句居多袁另外袁定安的一些民间小调对琼剧的形成与
发展也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遥 琼剧也带动了其他文化在定安的
盛行袁在宋尧元年代就流行的野八音冶袁生活气息浓郁袁有地方特
色袁并可与琼剧表演进行结合曰而定安的野斋醮科仪冶应用于各种
道教祭典袁是在宋初随着江南一带的移民传到定安袁由于斋事活
动的演唱尧道白等与琼剧有所相同袁所以常常将野斋蘸科仪冶与琼
剧野绑冶在一起进行遥

一腔纯正定安音
一曲悠悠琼剧调

B

C 一村锣鼓一村戏
家家户户都登台
琼剧成长于明末清初袁兴盛

于清末民初袁 解放后也繁极一
时袁当然这其中也经历了无数的
起起落落遥 对此袁卜效村的吴盛
文一家见证了琼剧发展的三个
世纪遥吴盛文的祖上先是在木偶
剧团演木偶戏袁后才演琼剧遥 据
吴盛文老先生讲述袁清朝时期的
卜效村是个小村庄袁福建籍的艺
人常到这里传授戏剧技艺袁加之
当时老百姓靠天吃饭袁 生活艰
苦袁便尝试着跟戏班演戏袁找到

了一条谋生之道袁之后演戏的人
越来越多遥

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袁
掀起了开馆授徒尧 拉班演戏的
热潮袁 有时候村里同时开设几
个教戏馆袁 组建不少班袁 其中
野凤冶 字班班主就是他的父亲吴
凤文老先生遥 1951年袁 吴凤文
老先生组建了解放后本村的第
一个剧团要要要卜效村剧团袁 培
养和造就了大批艺人袁 而卜效
村家家户户都有人登台演戏袁

甚至以戏为家遥 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袁 全海南 13 个县级剧团
中袁 12个剧团的团长及主要演
员为定安人遥 等到了七八十年
代袁 定安县的业余剧团发展到
72个袁 经历了文革和体制改革
后袁 吴盛文也跟其他的琼剧艺
人一样袁 转入别的剧团谋生遥
定安不仅艺人众多袁 世代相传袁
而且艺技精湛袁 被誉为 野琼剧
之邦冶遥 野没有定安不成剧团冶袁
已成为海南百姓心底的共鸣遥

D 开枝散叶几起落
琼剧之花遍地开
海南解放后袁在党和政府的

重视下袁定安组建了一支属于自
己的文艺队伍要要要要要定安华丽
琼剧团袁也就是定安琼剧团的前
身遥 剧团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袁
有过辉煌也有过低潮袁其间还经
历了三次歇业和重组袁最后一次
重组于 2008年遥 为了让琼剧继
续野华丽冶下去袁挑起剧团重担的
团长黄茂安开始寻求新的突破袁
而这又不得不提到他的夫人徐
姝璟女士遥 叶秦香莲曳叶百花公主曳
等琼剧老剧目已经被大家熟知袁

人们总是希望能看到更新的剧
目遥 于是在琼剧演出的淡季袁徐
姝璟便下到农村袁 与老人们聊
天袁寻找定安本土的故事袁还要
搜集大量的历史书籍查阅相关
记载袁并将好的素材加以戏剧改
造袁后经过舞台排练尧彩排尧作曲
等等袁反复修改袁才能定稿遥而从
创作到成型往往要花上半年的
时间袁正是经过这样的千锤万凿
才有了叶奏考回琼曳遥 为了野接地
气冶袁 还创作了现代剧 叶父爱如
山曳袁 这些新剧目都受到了广大

戏迷的追捧遥
如今袁琼剧还以另一种方式

奇迹般地活跃在大街小巷尧田间
地头袁成为了本土人们欢欣喜庆
时不可缺少的文娱活动遥并相继
出现了乡镇社区民间乐队和琼
剧演唱队袁与以前的谋生目的不
同袁他们多为自娱自乐遥 拉上十
来个戏剧爱好者袁拿出乐器吹拉
弹唱袁 无论是茶余饭后小憩袁还
是无意经过袁 上至八旬老人袁下
到几岁孩童袁全都可以登台野过
把瘾冶遥

E 琼剧之花绽放梨园
香飘世界蜚声海外

定安琼剧之花绽放中国梨园袁香飘海内外遥

定安琼剧表演前化妆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