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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 '$$("&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
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
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麻彩楼，一位在新中国
怀抱中茁壮成长起来的黄梅
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熊辰

龙、李萍等一批小字辈在她的关爱下茁壮成长起来
了。如今年近80岁的她，依然在为黄梅戏奔走着。但
今天，我们要讲的，不仅仅是麻彩楼一个人，还有她

和她的老伴徐炳孚一起创造的琴瑟和谐
60春的精彩人生。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期 ! 2017年4月23日 星期日 主编：龚建星 责编：王瑜明 视觉设计：戚黎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老来伴

琴
瑟
和
谐
六
十
春
︱
︱︱

文

!

秦
来
来

麻
彩
楼
和
徐
炳
孚
的
精
彩
人
生

首演%女驸马&!经典长久

麻彩楼出生在一个京剧艺人的家
庭，从小耳濡目染，极有天赋，八岁就随
父母来到安徽贵池、大通一带码头搭班
演出，受到当地观众的欢迎。麻彩楼演过
京剧、话剧、歌剧，也练过川剧、婺剧基本
功，因而戏路较宽，擅演各种行当的戏。
她主工花旦，兼演青衣、老旦，反串小生。
她对传统戏曲程式很熟悉，很注重，但从
不生搬硬套，而是融汇贯通，逐渐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风格。年仅 "#岁，就出任青
阳县黄梅剧团的团长。

"$%#年，麻彩楼 "&岁，她参加了安
徽省第一届戏剧汇演，主演了黄梅戏现
代戏《金狮子》《巨流》及传统戏《罗氏》。
麻彩楼精彩的演出，受到当时来安徽指
导工作的中国剧协主席田汉及有关部门
领导的一致赞赏，她与黄梅戏表演艺术
家严凤英一起被大会评为演员一等奖。
这是麻彩楼艺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由
此她迈进了著名黄梅戏演员的行列。

"$#' 年，麻彩楼出席了“全国群英
会”，还有幸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
宴。在“群英会”闭幕式的演出中，梅兰芳
大师演出《穆桂英挂帅》；麻彩楼与梅大
师同台，和严凤英搭档演出《夫妻观灯》。
麻彩楼反串演小六，严凤英演小六妻，两
个人活灵活现地演出了那么有情有义的
小两口的恩爱，留下一段佳话。

“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皇榜中状
元。”《女驸马》中的这句唱，很多时候就
成了黄梅戏的代名词了。虽然这出戏诞
生比《天仙配》迟了那么几年，但是演出
的场数比《天仙配》要多得多。当年领导
决定把《女驸马》推上银幕，并且决定由
严凤英主演，对此麻彩楼毫无怨言。再说
了，连严凤英这样的艺术家都愿意演这
个戏，说明这个戏的影响力有多大。“文
革”结束以后，除了麻彩楼的亲授徒弟韩
再芬以外，马兰、吴琼等都主演过《女驸
马》，当然影响最大的还要数韩再芬的黄
梅戏电视剧《女驸马》。如今，经典《女驸
马》和新创的《徽州女人》《徽州往事》，已
经成了韩再芬的品牌了。

有意思的是，不久以前，江苏盱眙县
黄梅戏剧团带着《女驸马》来上海演出，
居然到了麻彩楼所在的小区文化中心。
麻彩楼不动声色去看了演出，假如台上
的演员知道，第一任“冯素贞”在下面看

戏，一定会激动难已。麻彩楼高兴地说，
虽然舞台简单了点、演员还嫩了点，总的
来说还是蛮认真的，不错。

可见《女驸马》的影响力有多大、多
长久。

提携后来人!事业长久

“文革”结束以后，麻彩楼又一次
焕发了艺术青春，表演更真挚深沉，唱
腔温婉传情，富有内在魅力。更难得的
是，注重对人物角色内心世界的把握和
注重角色的审美价值。

麻彩楼在《杨门女将》中扮演佘太
君，表演和唱腔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
界。在黄梅戏电视剧《桂小姐选郎》中，一
改往日端庄凝重风格，扮演了性格风趣，
行事泼辣的老板娘乔婶。因对角色理解
深、体会透，麻彩楼的精彩表演加强了全
剧的喜剧效果，因此她获得了《大众电
视》金鹰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年，麻彩楼率团赴澳门演出，
她以一个戏曲活动家的魅力，承担了大
量的细致工作，演出大获成功，扩大了黄
梅戏的影响。但她清醒地看到，黄梅戏事
业要想长久，后备队的强弱是关键。"$&(

年代中期，麻彩楼倾注全部心血手把手
地向青年演员传授表演技艺，教戏育
人，孜孜不倦，培养出了像韩再芬、李
萍、熊辰龙等如今在戏剧界响当当的风
云人物。

如今，已经退休的麻彩楼仍关心着
黄梅戏艺术事业的发展，多次义务为一
些大型演出进行指导、排练，继续为家
乡的黄梅戏事业作出贡献。

)((% 年 ") 月，“再芬黄梅艺术剧
院”正式成立，韩再芬出任院长后不久，
就给麻彩楼打来了电话，邀请麻彩楼回
剧院，组织一批老艺人挖掘、整理出一批
早期的传统黄梅戏，既作为黄梅戏遗产
传承下去，也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一代演
员能演会唱真正的传统黄梅戏。麻彩楼
非常高兴，这可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极力支持她的想法。在韩再芬的张罗下，
麻彩楼和原安庆黄梅戏学校的校长潘忠
仁、戏校退休老教师马玉琴和剧院导演
陈佑国一起，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发掘整
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在民间流传的《卖杂
货》《瞧相》《於老四与张二女》等 "(个传
统黄梅小戏和折子戏的剧本，在排演中
将其传统唱腔、传统表演技巧一一传授
给了现在的年轻演员。

今年 *月 %日下午，麻彩楼应邀参
加“再芬黄梅”力推的“从严凤英到韩再
芬———我眼中的黄梅戏”讲座。历经两个
小时的讲座，用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
马》，串联起黄梅戏艺术的前世今生。据
说，这次讲座一开票便被抢购一空，一些
离休干部、文艺工作者、在校大学生都慕
名而来，)+( 个座位的讲演厅坐得满满
当当，聆听麻彩楼老师对于黄梅戏历史、
黄梅戏艺术的感悟。

麻彩楼上启严凤英、下携韩再芬，声
情并茂地讲述了严凤英对她的关爱帮助
和对黄梅戏发展的贡献，以及她自己带
领韩再芬走过的坎坷之路，在韩再芬的
努力之下，使黄梅戏走上世界舞台的故
事。

嫁给'五相公(!真情长久

麻彩楼的老伴徐炳孚，出身书香门
第。在师范毕业以后，参加了人民解放
军，曾经历了炮击金门的战斗洗礼。"$%&
年转业后，由组织分配到安庆黄梅戏剧
团担任领导。“文革”后担任安庆市黄梅
戏研究所所长、《黄梅戏艺术》杂志社主
编等职务，为黄梅戏的理论研究和资料
整理做了大量工作。"$$%年 ""月离休
后定居上海，定期参加老干部大学学习，
参加钢琴演奏学习，老有所乐，据徐老
讲，因为年轻时曾经弹过钢琴，现在“拾”
起来不算太累，如今他的弹奏水平已经
达到八级了。

别看徐炳孚“炮兵”出身，却是一
位温文儒雅、敦厚谦和的长者。每每谈
话，总是麻彩楼主讲，徐老在一旁默默
地听着，就像当年，作为主演的麻彩楼
在台上唱念做打，作为导演的徐炳孚在
台后保驾护航。

说起他们俩人的姻缘，麻彩楼还不
忘调侃几句。当年很简单，老徐是党（组
织）派到黄梅剧团来的，是部队转业干
部，又是党员，有文化，待人又好，麻彩楼
就接受了他。"$#)年，剧团到天津演出
结束后，两人顺道去徐炳孚的山东老家
探亲，这也是麻彩楼第一次去婆家。没想
到，一进家门，一个老家人上来称呼徐炳
孚“五相公”（徐老在家中兄弟当中排行
老五），这让麻彩楼忍俊不禁：“怎么我们
舞台上的称呼用到家里来了？”原来，徐
老出身在一个显赫的大家族，叔祖父徐
会沣曾经担任过光绪年间的工部、礼部
和兵部尚书。徐会沣逝世之后，光绪帝称
其“持躬谨愤，学问优长，深为轸惜”。

相公常作伴!琴瑟长久

如今，虽说已是 &(多岁高龄，徐老
还时时关注着黄梅戏事业的发展，经常
参与黄梅戏的一些研究活动，每逢麻彩
楼去参加一些讲座，作为一生的伴侣，徐
老总会默默地陪伴在讲台的一边。

前年，麻彩楼受邀担任“再芬黄梅
大讲堂”首场讲座活动的主讲人。讲座十
分成功，麻彩楼说，这个“军功章”有徐老
的一半。原来，她在准备这次讲座时，徐
老帮她修改了几次讲稿，还让她在家里
一遍遍地讲给他听，徐老听后就给她提
意见（就像当年排戏的情景一样），让她
要抓住主要问题点，要讲得连贯、生动，
不要照着讲稿念等等。我想，麻彩楼老师
的讲座之所以如此精彩，也有老伴徐炳
孚的一份功劳！

前不久，麻彩楼应邀去国家大剧院
演讲，他们全家开了个家庭会议，决定由
他们的儿子请假陪同老两口赴京，因为
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要去长城。
“不到长城非好汉”，他们一生琴瑟

和谐，长城为他们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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