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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半百的老演员们带着两个年轻
学徒，坚守着五一路一家小小的川剧院

解放碑的川剧“守梦人”

1“进击的”川剧院

要找到南普剧院并不容易，尽管剧
院负责人彭兵早早发来了微信定位，但
记者在高耸入云的解放碑群楼间转了
几圈，才在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内，看
到写有剧院名称的招牌。

沿着楼梯走上二楼，再穿过一条回
字形长廊，才终于找到剧院门口。
剧院并不大，只有400平方米
左右，舞台和观众席占了大
部分空间，窗前有个八人
位的化妆台。

采访当天有大幕
戏《白蛇传》上演，吸
引了不少老年观众前
来观看。

已经来看了几场
戏的73岁的老戏迷陈
启发，是剧院的第一批
粉丝。“我小时候家住南
山上面，当时没有长江大
桥，整个重庆只有解放碑才能
看到川剧。”陈启发回忆说，如果要看
完整部戏，就赶不上回家的轮渡，所以
每次都只能看一半。后来，他工作后有
了收入，存了很久的钱买了一台彩电，
在家就能看戏了。

当天在传统川剧之后安排的是“小
节目”表演，包括川剧变脸、喷火表演
等，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过来。“我
们商量过，传统的川剧大幕戏肯定不能
丢，那是老观众心心念念的，但这些大
幕戏动辄两个多小时，不是戏迷的话根
本看不懂。”彭兵说，为了吸引更多观众
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与时俱进，安排了
一些变脸、喷火的“小节目”，结果引来
不少小朋友。“小朋友更好，把川剧的传
承从娃娃抓起！”彭兵开心地说。

周一和周五是大幕戏，周二至周四
是小节目，周末两种都有，这样所有年
龄段的观众都能照顾到。

剧院门口，60多岁的彭兵正在给几
名来看戏的游客传授省钱秘籍，“你在抖
音上面去买，现在有活动，要便宜些！”

2想给川剧演员们一个家

彭兵已经60多岁，他并不是资深川
剧爱好者，前半辈子和戏剧也没发生过
交集。几年前，他无意中了解到合川有
一个川剧团，因受众萎缩而面临难以支
撑的困境。

“不能让剧团就这么解散了，多可
惜！”彭兵以前做教培生意，想着退休后
要做点对社会有意义的事，于是找到了
川剧团的团长杨程联，商量后决定出资

把剧团搬到了解放碑。“当时想着毕竟
这边人多，游客也多，剧团更有活下去
的可能。”

剧院门票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售价
从9.9元到48.8元不等。老彭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每个演员月薪三千元左右，
解放碑这边的租金一万多元，加上水电
费、午餐晚餐两顿饭的开销，以及其他
各种费用，“一个月开销数万元，这段时
间我都是贴钱进去。”

“我也没想过靠川剧挣钱，主要是想
把这些演了几十年川剧的人养活下去，
给他们一个家，也为川剧的传承作一份
贡献。”彭兵说，虽然一个月三千块收入
不多，但吃住都不要钱，还能延续自己的
爱好，剧团里大家其实都挺满足的。

3“梦想集合的地方”

南普剧院有11名演员，还有2个前

台、1个厨师，加上老彭自己，一共有15
人，平均年龄超过60岁。由于大多数人
都来自重庆区县，在中心城区没有住
处，如今大家都住在学田湾正街邮政所
楼上的“重庆南普传统川戏基地”内。
他们刚搬来中心城区时，最开始便是在
基地演戏，那是剧团所有人“梦想集合
的地方”。

搬到解放碑后，这个基地现在主要
是作为排练场所和宿舍使用。彭兵
畅想着，如果以后观众越来越多，可
能还会重启基地，为学田湾附近的观
众演戏。

在基地舞台区域背后的空间，用木
板隔出了10多个房间，每个演员都有一
个单独的房间。每天早上8点半左右，
演员们便陆续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
准备9点半的对戏。

在大幕戏《白蛇传》里，演员朱大爷
扮演许仙的角色，他身材消瘦，神情严

肃，在和扮演小白、小青的两名演员对
戏过程中，几乎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

“抠”细节，“你用剑砍我背的时候，要
这样顺着下来，不要太猛”“这个动作
做完，你们要这样顺时针往下面走，不
要挤在一起”……这时，杨团长也加入
进来，四个人对着镜子整整排练了一
个多小时，还对照网上的视频总结不
足之处。

“我们剧团这些演员真的很纯粹，
他们这辈子一直在从事川剧演出，每天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排练和演出，基本上
没有其他娱乐。”老彭说道。

4大家在这儿找到了归宿

团长杨程联是四川泸州人，受外公
影响，8岁开始学川剧。如今，她在南
普剧院工作，儿子在四川川剧院工作，
侄儿在重庆川剧院工作，称得上“川剧
世家”。

“外公在20世纪70年代退休后开
始教后辈们唱戏，哥哥和老表他们学会
了又来教我。”杨程联说，当时川剧市场
需求很旺盛，红白喜事、过生和迁坟都
要请剧团去唱戏，虽然每个人收入一天
才几毛钱，但日子过得很充实。

后来，随着电视、电脑和手机的兴
起，大家的娱乐方式越来越多，除了一
些老年人还喜欢看戏，年轻人基本上都
不看了，川剧市场萧条了很多。为了生
存，杨程联自己也曾放弃过川剧，前往
广东厂里打工。“后来儿子长大了，进了
四川川剧院，我也有了时间重拾对川剧
的热情，最终来到了南普剧院。”

剧团里的学徒杨玺泓，个子高大，
长相帅气，但一问年龄还是个只有17岁
的大男孩。他在成都川剧学校（成都艺
校）学过3年，算是科班出身。尽管在舞
台上看起来阳光自信，但在接受采访
时，他却显得非常害羞，一度卡壳。

“学戏太难了，团长想让我尽快登
台，对我要求很严格……”杨玺泓说，他
曾因为记不住台词，常常唱错，感觉很
崩溃，一度想过要放弃。但过了那个
坎，杨玺泓却突然开了窍，努力练习唱
词、变脸等基本功，积极向前辈们请教
经验，如今已然登上舞台成了“角儿”。

16岁的学徒唐与谦曾是一名“叛逆
少女”，如今却在剧团里找到了自己的
心灵归宿。“从小受长辈影响，我就喜欢
川剧，如今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感觉曾经身上的那些棱角，都在热爱面
前被磨平了。”

扮演白蛇的59岁大姐邓兰说，只要
川剧还在，她就想一直唱下去……

对于未来，彭兵、杨团长以及所有
演员的想法是一致的——让更多人走
进剧院，让更多人喜欢上川剧，让传统
艺术在民间流传下去，焕发光彩。

记者 宋剑 金鑫 周本帅

在重庆解放碑，有着这
样一群“守梦人”。

年过半百的老演员们，
带着两个年轻学徒，坚守着一家小小
的川剧院。他们自己化妆、造型、登台
表演，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他们同吃
同住，一起坐公交车上下班，就像一家
人……

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偶尔观众能
把小剧场台下上百张椅子坐满。观众
少的时候，也曾为几个人唱过一整台
戏。他们坚持传统川剧的传承和表
演，也为吸引年轻观众创新了一些“小
节目”。

剧院的牌子上写着“戏叙·梨园
梦”，他们把这个“梦”藏在了五一路上
一个不起眼的二楼里。

观众对古装戏还是挺喜欢的

演员们都是自己化妆

“小节目”里面有孩子们喜欢的角色

17岁少年杨玺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