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6 月 8
日，由滁州市文化馆主办、滁州市文化
馆汉文化研学社承办的“花草幽香·共
逅端阳”2024年“我们的节日·端午”研
学活动在馆内热闹开展。

在古色古香的活动现场，授课老师
普及了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与香文化
的联系，让参与者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
的深厚底蕴。艾草花束手工制作环节
气氛热烈，参与者精心挑选艾草的长
短、搭配不同的装饰，力求让自己的花
束独具特色，并在欢声笑语中交流制作
的心得和创意，在听课制作的间隙品茶
聊天、交流文化。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感官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参与者在忙碌
的生活中找到了宁静与美好，也让大家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更真切的体
验和感受。 （张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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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天长县扬剧团停止活动后，摇滚乐
团、扬剧小分队成立。再之后，俞金花扬剧团、景
鸿戏剧艺术团、金龙扬剧团、天泉扬剧团等民营剧
团成立。

俞金花扬剧团于2008年成立，主要演员有俞
翠华、刘玉才、王家宝、曹红、何春香等。2014年被
评为“优秀基层戏曲院团”，2016年被评为安徽省
民营艺术院团“百佳院团”，2017年被评为安徽省
民营院团“十大名团”“送戏进万村”优秀院团，
2019年再度被评为安徽省民营院团“十大名团”，
2020年被评为“第八届全国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
体”。2023年2月，俞金花扬剧团拆分为盛韵戏剧
团和俞翠华扬剧团。

此次亮相的扬剧《相遇在星空下》，出自景鸿
戏剧艺术团，该剧团成立于2014年，主要演员有王
玉堂、刘建香、何德香、吕文柱、王连生等，特邀演
员徐爱萍，是安徽省民营艺术团体“百佳院团”。
作品《弃官寻母》荣获“2017安徽民营艺术团体十
大名剧”，《生命之光》荣获“2018年安徽省第十一
届皖江八市群艺（小戏）大赛银奖”，《不要喊我罗
青天》《相遇在星空下》分别获2022年、2023年国家
艺术基金立项资助。

天长扬剧正以一种新的生命力继续传承发
展，古今融合、创新演绎，让传统戏曲焕发出新的
生机与活力，努力挖掘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与独特魅力。

又是一年端午节，为增进市民对传
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近日，凤阳县博物馆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端午节系列活动。

6月10日，凤阳县博物馆开展“浓
情端午‘粽’享美好”主题活动，带领
25个亲子家庭学习端午节的节日常识
和传统习俗，感受传统佳节的魅力，沉
浸式体验端午主题手作。此次活动让
大家在增强动手能力的同时，进一步了
解了端午节的相关知识。

端午期间，在凤阳县博物馆内，还举
办了“诗意端午 香韵传情”活动，能背诵
与“凤阳”“端午”“朱元璋”有关诗词的观
众，即可现场体验制作香囊或艾草挂件
一个。在活动开展的两天时间内，吸引
了近2000名游客参与，既弘扬了传统文
化，也让参与者感受到中华诗词的魅力
和传统节日的气氛。 （林 敏）

滁州市文化馆举办“花草幽香·共逅端阳”研学活动

天长扬剧小记
徐祥龙

扬剧原名维扬戏，1952 年定名扬剧，在江
苏扬州、镇江、南京和安徽天长、来安及上海市
等地流行。天长扬剧独树一帜，声名远播。天
长扬剧演员灿若星河。濮玉清、徐爱萍、尹树
桐科班出身，俞翠华草根成才，都取得了不俗
的成绩。

濮玉清，1975 年考入天长县文工团，1981
年进入江苏省艺术学校培训，师从石玉芳、陈
立祥，曾获 1988 年安徽省第一届艺术节二等
奖，1990年江苏省扬剧节金奖，1995年安徽省
现代小戏、传统小戏、折子戏调演个人表演金
奖等。在《秦香莲》《断太后》中扮演包公，端庄
大气；在《情魂》中扮演判官，唱、做、念，丝丝入
扣，深得戏曲界好评；主演《王瞎子算命》，成为
扬剧传统小戏中的绝品，该剧录音录像带一版
再版，曾远销至国外。

徐爱萍，1982 年考入关塘扬剧团，1986 年
进入天长县扬剧团，师从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
华素琴，曾获安徽省中青年演员大奖赛优秀表

演奖、江苏省首届扬剧节优秀表演奖等，主演
《情魂》《朱洪武炮打功臣楼》《鸳鸯泪》《世袭之
家》《半把剪刀》《王谯楼磨豆腐》《秦少游与苏
小妹》。在扬剧电视连续剧《十把穿金扇》中扮
演王玉花，目前在戏剧学校当老师，致力于传
统戏剧的传承与发展。

尹树桐，1981 年考入郑集扬剧团，参加安
徽省京剧、庐剧、黄梅戏培训班，师从崔东升先
生。1986年考入镇江市扬剧团，向金派传人姚
恭林老师学艺，曾获江苏省首届扬剧节优秀表
演奖等奖项，是滁州市非遗扬剧传承人，主演

《情魂》《训草人》《世袭之家》《王谯楼磨豆腐》
《僧尼下山》等。

俞翠华，又名俞金花，14岁学戏，15岁登台，
在基层锻炼成长，曾获安徽省小戏折子戏调演
表演一等奖、安徽省民营艺术“十大名角”，主演

《秦香莲》《恩仇记》《女驸马》《相思泪》等。其中，
《相思泪》被评为安徽省民营艺术院团“十大名
剧”，是天长市非遗扬剧传承人。

天长县扬剧团从 1951 年建团到 1994 年停止
活动，剧团出现过两个发展高峰期。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剧团的第一个
发展高峰期。陈宏信、岳佩峰在扬剧界颇负盛名，
吴艳秋、陈佩霞深受群众欢迎，后起之秀顾金凤等
人为剧团赢得很大荣誉。岳佩峰曾被江苏省扬剧
团借调参演《挑女婿》，到中南海演出。孙龄童扮
演猴戏《龙宫借宝》，一根金箍棒耍得堪比六小龄
童。卢小庭《三岔口》，打瓦、跌、翻、滚、扑、高翻，
绝活颇多。曹昶扮演《恩仇记》中的邓炳如，酷似
周小培化身。吴艳秋连台本《桃花女》，唱得戏迷
如痴如醉。夏淑芳《孟丽君》脱靴，简直惟妙惟
肖。陈佩霞、顾金凤一身大靠，《秦香莲挂帅》武打
潇洒自如。

1959年，陈宏杏编剧、导演的大型古装戏《河
神娶妇》，代表蚌埠专区，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
目，赴合肥演出，引起轰动。1960年，剧团自编自
演的《秦香莲挂帅》，好评如潮。1964年，陈永潮创
作的现代戏《雷锋》荣获安徽省现代戏调演会演
奖。1965年，宣谨编剧的现代戏《女记工员》荣获
安徽省现代剧调演创作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剧团的第
二个发展高峰期。当时，选招乡镇剧团优秀年轻
演员，接收滁州戏校扬剧班毕业生，聘请华素琴、
陈锋、李虹等名师，排演古装大戏《鸳鸯泪》《朱洪
武炮打功臣楼》《情魂》《秦少游与苏小妹》、现代小

戏《训草人》《小桥风波》，更新服装、道具、布景，实
现新人、新戏、新装备的“三新”目标，四面八方的
演出邀请纷至沓来，各种奖励荣誉满载而归。

1987年，现代小戏《训草人》亮相安徽省首届
艺术节。1988年，传统小戏《王瞎子算命》参加上
海扬剧广播电视大奖赛，演员濮玉清获白玉兰银
奖第一名。1988 年，现代小戏《小桥风波》《训草
人》获江苏省首届扬剧节优秀演出奖，加上音乐
奖、舞美奖等共获12项集体和单项奖。1989年，在
安徽省第二届艺术节中，陈国祥创作的大型古代
传奇剧《情魂》也是获得多项奖励。《情魂》在一年
不到的时间里，演出近200场，中国唱片公司上海
分公司将其制成唱片，广泛发布。1991年，天长县
扬剧团被授予“全国优秀院团”，团长赴京领奖。
1991年、1993年，天长县扬剧团两次受邀赴中国大
戏院演出，《情魂》《世袭之家》《恩仇记》等扬剧大
戏，轰动上海，一票难求。《中国戏剧》《安徽新戏》

《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刊进行专题报道。
天长县扬剧团高峰期的出现，与20世纪80年

代中期郑集文化中心扬剧团、天长县友谊扬剧团
（汊涧区）、关塘扬剧团、天长县青年扬剧团（秦仁
区）等乡镇剧团骨干演员纷纷加入有很大关系。

根据谷雨撰写、1991年6月印制的《情魂》戏单
文字介绍，天长县扬剧团有 48 人，平均年龄 25.6
岁，生旦净末丑、老少文武生，行当齐全，可谓盛极
一时。

一
、桃
李
芬
芳

二
、回
望
高
峰

三
、传
承
发
展

6 月 5 至 6 日，“赓续文脉 戏韵流芳”——2024 长三角传统
（现代）小戏展演通过线下展演、线上直播的形式把江浙沪皖地
区6部小戏精品免费送到群众眼前。沪剧、昆曲、扬剧、越剧、黄
梅戏、洪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轮番上演。其中，安徽
省天长市景鸿戏剧艺术团演出的扬剧现代戏《相遇在星空下》，
作为首场演出节目亮相，上演了一场关乎忠诚与信仰的心灵碰
撞，如银河星辉般倾泻而出，温柔地照亮了每一位观众的心扉，
带领观众超越时空，感受坚定的理想信念，赢得了阵阵掌声，展
示了天长扬剧的独特魅力。

凤 阳 县 博 物 馆 开 展 端 午 节 系 列 活 动

▲

《
芳
草
魂
》
原
创
人
员
在
讨
论
剧
本
。（
郭
中
华
供
图
）

▲

《
不
要
喊
我
罗
青
天
》
剧
照
。（
王
捷
梅
供
图
）

▼

《
弃
官
寻
母
》
剧
照
。（
郭
中
华
供
图
）

▼1991年，尹树桐、刘梅珍、华素琴、施志琴、徐爱萍
（从左往右）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合影。（郭中华供图）

▼扬剧《相遇在星空下》在2024长三角传统（现
代）小戏展演活动中的演出剧照。（市文化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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