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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个剧团能否生存，一个剧种
能否传承，很大程度上，与能否经
常出新戏、出观众爱看的戏，有很
大的关系。
作为一个区级剧团，长宁沪剧

团每年要演出 !""多场。不仅演出
经典的传统戏，更注重于一年出一
个新戏。剧团在长期致力于沪剧现
代戏探索和实践的同时，加大改革
力度，以创作演出富有时代特
征、现代大型沪剧为特色，开
拓演出市场，形成了别具一格
的“长宁模式”。尤其是陈甦
萍担任长宁沪剧团团长以
来，新戏连连。

#""$年 %月，汶川
大地震后，长宁沪剧团在
短短一个月之内创作、演
出了《废墟上的爱》，以一座
震塌的学校为切入口，重点
描绘了几个家庭在震灾中

的生离死别；#&'" 年 (& 月，
一部描写世博题材的《梦圆曲》，
应声入地，全剧写日本留学归来

的秦枫为继承父亲“织出世界一流
丝绸在万国博览会上得奖”的梦想
而历经磨难，生动展现了几代中华
儿女为发展振兴民族经济的奋斗
精神；)&((年 *月，一部描写在解

放战争年代舍生忘死、为党奉献的
感人故事的《苏娘》，与观众见面；
)+(, 年 () 月，以身边的人、身边
的事创排的《小巷总理》登台亮相，
一个接地气的、上海基层干部的形
象，又一次感动了看戏的人。

这些戏，题材、样式、风格各
异，但是，注重演出质量，把好看的
故事、好听的唱腔、好人的形象，奉
献给观众，是陈甦萍的原动力。剧
团先后荣获市世博局等部门颁发
的“迎世博优秀创意项目贡献奖”，
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颁发的“新
剧目展演优秀演出奖”。

陈甦萍不但是一个成功的组
织者，而且还是一个优秀的演出
者。从描写下岗女工的《母亲的情
怀》，到讴歌未婚姑娘收养弃婴的
《金亮的心》，从表现农民致富的
《金桥恋》，到演绎浦东开发真人真
事的《滨江情缘》，从《文红老师》、
《陶行知》，到反映抗震救灾的《废
墟上的爱》……十多年来，陈甦萍
排演了许多贴近百姓喜怒哀乐的
戏，形象地展现了时代女性的自
尊、自立、自信和对生活的热爱，其
中尤以母亲形象和教师形象更为
生动传神，有人戏称她是沪剧界
“母亲和教师的专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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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陈甦萍之所以能够走上从艺的道路，和她的母亲
的爱好密切相关。陈甦萍的母亲是个戏曲爱好者，她把
自己没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了女儿的身上。“文革”一
结束，剧团恢复招生，母亲就让她去报考。天生聪颖的
陈甦萍，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一举中鹄，考进了长宁
沪剧团。
进了剧团以后竞争很激烈。每上一个新戏，剧团会

把丁是娥、石筱英、杨飞飞这些艺术家请来坐堂，给每
一位青年把脉、打分。正好那年剧团要排演新戏《梅
宝》，领导提出让陈甦萍参加排练，演梅宝。
说起那次演出，陈甦萍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

唱梅宝，导演是安排我从观众当中上场，就是看到爸爸
（秋海棠）昏倒在台上的时候，我一边叫‘爹爹’，一面从
观众席当中冲上舞台。这个一声‘爹爹’叫了以后，石筱
英老师说，俗话讲‘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你这个
一声‘爹爹’，把我眼泪都骗出来了。她说，‘小姑娘你不
简单！’石筱英老师看了以后很感动，就跟我们领导说
‘这个小姑娘有培养前途，在台上跟我年轻时很像’。这
个时候解洪元、丁是娥老师都来看戏的，解老师讲我像
年轻的丁老师，他也很喜欢我。”
也许是解洪元的一句话，丁是娥老师也对陈甦萍

疼爱有加。平时有票友活动、乃至有海外的沪剧迷回
来，丁老师总会把陈甦萍带去，让陈甦萍给大家演唱她
自己的著名唱段，“从前有个小姑娘”。

潜移默化，石筱英、丁是娥这些大家的演、白、唱，
一点一滴，印在陈甦萍的心里。至今让陈甦萍遗憾的
是，那时人小，不懂得唱戏有一个拜师归宗的问题，不
懂得提出来拜师，只是每演一次新戏，把老师请来讲
解、提意见，所以很多东西学得还不够。

让她更加感动的是，丁是娥老师走了以后，石筱英
老师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上海电台、电视台为石筱
英举办舞台生活纪念专场的时候，石老师说，我有一个
心愿，沪剧界我有喜欢的四个人，我准备收他们做学
生，这四个人是诸慧琴，陈瑜，倪幸佳和陈甦萍。陈甦萍
讲，“这就是一种缘分。很多人讲，我唱的时候，唱出来
的味道跟石老师年轻的时候特别像，特别是唱腔当中，
运腔比较圆润，俗话讲转弯转得蛮适意的；音色也蛮甜
的。当然我没有石老师那么好，石老师声音是真的甜。”

陈甦萍第一个主演的大戏是《魂断蓝桥》，这出戏
演出以后很受欢迎，“记得当初在常州的红心剧场，我
们就演了一个月。那时我去常州的商店买东西，营业员
从来不肯收我钱，都认识我了，比上海的观众还要迷。”
自此以后，《魂断蓝桥》、《歌女飘零》、《蝴蝶夫人》、《少
奶奶的扇子》、《秋海棠》……一出出沪剧传统戏当中，
陈甦萍总是以主要人物登场，她的演出、唱腔，越来越
受到观众的喜爱。

)&&*年，爱尔兰国庆期间，与上海有着文化交流
的爱尔兰科克市要上海请一台戏去演出。上
海文广局决定让长宁沪剧团去，为了
保证演出质量，领导当机立断对剧
组进行重新组合，由陈甦萍演繁
漪，请著名演员陈瑜来演鲁妈。在
爱尔兰演了两场，没想到，整个
演出极受欢迎，演出结束，观众起
立鼓掌长达一刻钟之多。观众都
是老外，陈甦萍问翻译，他们是
不是出于礼貌所以拍手？
翻译就问了观众，观众
说，我们真的觉得很
好。第一，演员在舞台
上很漂亮，特别是中
国的旗袍把女性的
美显露出来了；第
二，这个戏我们看
得懂，爱情是不分
国界的，音乐也是
不分国界的，中国
的江南丝竹虽然不
了解，但我们觉得是
天籁之音。之后，剧组还
受科克市女市长的邀请，
参加第二天科克市国庆
节的演出，演奏的是《春
江花月夜》、《紫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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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陈甦萍，新时期的沪剧表演艺术家，走过了 ,-年的演出岁月，先后主
演了 -&余台沪剧大戏，塑造出一大批鲜活的舞台形象。她主演的西装旗
袍戏《秋海棠》、《魂断蓝桥》、《雷雨》，新编演的现代戏《母亲的情怀》、《废
墟上的爱》、《苏娘》、《梦圆曲》，以及去年 ()月登台亮相的新戏《小巷总
理》等，影响广泛、闻名剧坛。她先后荣获了上海青年戏曲演员会演“红花
奖”、全国戏曲现代戏交流演出“最佳表演奖”、上海“白玉兰”主角奖等全
国和省市级奖项。)&&%年，经上海
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沪
剧陈（甦萍）派艺术”被正
式列入“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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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十余年的舞台生涯，陈甦萍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年，长宁沪剧团复演《八
年离乱》，年仅 #,岁的陈甦萍饰演
素芬，在当时的大众剧场红灯高
挂，竟连演 '++多场欲罢不能。在
这个戏中，陈甦萍的成功主要还是
沿袭着沪剧艺术家顾月珍的演唱
特点，扮演素芬时的唱腔委婉沉
郁、字字血泪，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尤其一段“一江春水向东流，流不
尽我素芬的血和泪，这黑暗的社会
吞没了我……”极具“顾派”唱腔的
魅力，非常有韵味。
复演名剧是一次学习的过程，

这对陈甦萍的沪剧的根基积淀，具
有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演出实践
中，陈甦萍注意把各种流派唱腔
优点，结合自己的条件来学习、来
舒展。陈甦萍的演唱兼有石筱英
的甜糯酣畅、丁是娥的委婉干
练、筱爱琴的清丽甜美、顾月珍
的幽咽柔美、杨飞飞的醇厚沉
郁。而这些流派唱腔，在不同
的戏、不同的人物身上，都被
陈甦萍消化、融通，最后演化成
自己的唱腔。
陈甦萍说，在《母亲的情怀》

中，她融汇运用了石筱英和丁是娥
两位老师的唱腔，“两者相融合的，

比如说，唱到自己子女教育当中，
碰到困难的时候，用丁老师的比较
注重塑造角色的唱腔去安排；但是
跟教授产生爱情的过程当中，那些
唱，我用的石老师的石派。”
《废墟上的爱》，由于特定的环

境，陈甦萍打破了自己委婉、优美的
唱腔造型，既没唱石派也没唱丁派，
而是按照这个人物在当时环境中，
应该有的气氛。在废墟上抱起孩子
尸体的时候，她选用了杨飞飞老师
的“杨派”，同时大量运用了沪剧里
不常用的 !、升 !等半音。当老师跑
去学校，她没有看到学生，只看到一
个一个书包，散落在废墟上，那时的
一段“惊见书包”，唱得简直可以用
“声嘶力竭、痛彻心扉”来形容。每场
演完，他们都累趴在后台，全身心地
投入，身心疲惫，一股神回不过来。
《苏娘》是获得了两年一度的

市委宣传部和文广局新剧目奖汇
演的优秀演出奖，可是就如某些专
家所说，“这个戏从剧本来讲还有
太多的不足，但是我们觉得你（指
陈甦萍）的唱腔、表演已经很成熟
了，你这个戏就是人保戏”。戏里狱
中母子对唱、第六场苏娘痛斥陶忻
杰的大段赋子板，以及剧终哀悼儿
子等几大段唱，被陈甦萍演绎得声
情并茂，十分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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