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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初，江西省文化厅肯定了景德镇市抓三级文化网点建设的经验。3月16日
在景德镇市召开了全省城市街道文化工作会议，中央文化部群文局局长许翰如到会，对
景德镇市的做法表示赞赏，给予了鼓励。随后，三级文化网点建设又向农村发展，各区、
乡也相继建立文化馆、站，并办起了适应农村文化生活需要的放映队和业余剧团。据市
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统计，普及面达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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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剧种与剧团

    剧种

    傩戏 地处浮北区的西湖乡桃墅村，历来流传着古老的傩戏，当地村民称为“五举
戏”。新中国建立前夕，每逢春节期间在祠堂演出。邻村邀请时，也到附近的乡村巡回演
出。最长时演至麦收季节，新中国建立后即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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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举戏”演出时，有专门的假面具、服装道具和打击乐器（这些都已毁于“文化大革
命”的“破四旧”）  ，无丝竹乐器。有自己的节目，按顺序演出的是开天辟地、出举人头、和
合二仙、魁星点斗、土地神卖麝香、孟姜女哭长城、寿星骑鹤、王母骑凤、地嚎陶（饶河班子

演目莲戏称为天嚎陶） 。其中孟姜女哭长城在祠堂是不演的，只为办丧事的人家演出。
    黄梅戏 浮梁的兴田、江村、勒功、西湖等乡，都与安徽毗邻，历来都是黄梅戏流行地
区。与祁门交界的勒功乡其山下村有黄梅戏业余剧团，教师兼主演吴翠英，早年曾与著

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一起学戏，嫁来江西后，在其山下务农，将黄梅戏带到勒功

乡，农闲时为乡亲演出。另外还有一个唱小生的谢少奇，安徽望江人，新中国建立后，也

常来西湖乡等乡村传艺，教唱黄梅戏。

    饶河戏 饶河戏是赣东北地区土生土长的古老剧种，历来就为景德镇人民喜爱，不
但常年有戏班演出于各会馆舞台上，民间如市郊小港咀、樊家井、里村及部分瓷业工人中

还有业余串堂班，小港咀的菜农萧泉水以唢呐著称，瓷业修模工人彭春发以胡琴和笛子

见长，这二人在50年代都成了业余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浮梁的经公桥、勒功、江村等
乡，都长期有过饶河戏业余剧团。1949年3、4月间，因社会秩序混乱，在景德镇演出的饶
河戏班《小京舞台》暂时离景。同年10月，又重新组班返回景德镇在湖南会馆演出，这个
戏班就是后来的景德镇市赣剧团的前身。

    三角班 三角班是由湖北黄梅县流传过来的一种小戏。据湖北省《黄梅采茶戏志》
编辑部提供的史料，早在清咸丰之前就已传遍了赣东北各县农村。道光初年，黄梅县遭

水灾，黄梅采茶戏艺人邢绣娘到景德镇逃荒要饭，以唱黄梅采茶调为行乞手段，吸引了不

少听众，绣娘因而在景德镇传艺。从此，黄梅调在景德镇落地生根，绵延不绝，其影响不
亚于饶河戏，瓷业工人中有一批半工半艺的三角班艺人，他们每年在寒冬腊月坯房不能

开工时，就相邀集班到附近各县农村演出，以维生计，次年开工又散班回厂。平时，窑户

老板谢窑神或家中办喜事，也常请他们去“踩地戏”。新中国建立后，以这些三角班艺人

为骨干，吸收曲艺、文词戏等艺人组成大众曲艺场，发展成了景德镇采茶戏。
     京剧 据1937年3月25日《赣北日报》广告：“国光大戏院有平剧戏班演出日夜
场”  ，为已知的景德镇市早期的京剧演出。此后，每年都有京剧戏班来景德镇演出。民间
还有一批京剧爱好者（俗称票友）  ，经常组织业余京剧演出。如1947年n月1日《民力
报》载：“浮梁团管区成立周年纪念，占司令择于本月2日在司令部举行平剧公演，并邀请
本市名票金桂芬、李福田等参加公演”云云。直到新中国建立，景德镇的京剧演出从未

间断。

       越剧 由于景德镇市地处赣东北，与越剧之乡的浙江毗邻，因而越剧很早就进人了
景德镇。据老艺人金香红回忆，30年代初越剧尚处于“的笃班”时就曾到赣东北各地演
出。1941年9月2日、5日、6日《赣北日报》连续报道：有姚某自鹰潭聘请来绍兴班女演
员20余人，假老明星戏院演出。经老艺人回忆，这个戏班叫“天然舞台”。抗战时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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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凰舞台” ，“八一三越剧团”等来景德镇演出。  “瑞月舞台”从1948年演至1949
年4月，由于国民党部队的伤兵经常到戏院闹事，演出难以进行，才离开了景德镇。
    徽剧 在景德镇经商的徽州人，带来了家乡戏徽剧，但没有专业班社，而是以串堂班
的形式，专为徽州商人婚、寿喜庆唱堂会。
    话剧 据爱好话剧的老医生施文开回忆，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浮梁县党部

的余甘霖、余树芬等人就组织过文明戏（话剧）的演出，1940年浮梁戒严司令部等机关代
表20余人在陶业管理局召开“九一八”纪念筹备会，决定青年团负责组织平剧和话剧演
出，为已知的景德镇早期话剧活动，但没有职业话剧团，演员大多是学校教师和机关工作

人员。此后，几乎每年都有话剧演出。1947年春节，部分学校教师组台演出话剧《生死
恋》，国民党当局疑为赤色活动，于1947年4月将参加演出的主要人员拘禁审查，话剧公
演被迫中止，但学校仍有话剧演出。1948年1月底，省立陶业专科学校在校园演出四幕
话剧《不是小事情》；1949年1月底演出了古装话剧《林冲夜奔》等。

    剧团

    景德镇市京剧团 前身是1951年2月组建的中共浮梁地委文工团第二分团，团长流

沙（兼二分团团长）  ，二分团副团长徐伯轩、杜云涛。著名京剧汪派老生金桂芬、武旦芙蓉

花（邹佩英） 、白玉琴、老生王少培、巴天池（兼导演）等为基本演员。1951年7月改为浮
梁专区京剧实验剧团，同时，新新舞台停演，后台的新胜京剧改进剧团大部分演员并人，

阵容更为齐整。这期间，曾演出新戏《将相和》、（（七巧姻缘》、《太平天国》、《江汉渔歌》

等，并曾访问革命老根据地和慰问志愿军伤病员演出，反映良好。1952年2月，改名为浮

梁专区京剧工作团。1953年2月10日，南门头人民京剧院竣工，剧团改名景德镇市人民
京剧团。1954年4月登记为民营公助的民间职业剧团。1955年5月10日，定名为景德
镇市京剧团，设置秘书、演出二科，又先后从上海、武汉等地邀请了部分主要演员，如：号

称南刘北李的著名武生刘五立，主要演员张铭声（老生） 、董明艳（武旦） 、陈啸兰（花旦） 、
韩湘文（小生）等。1956年2月，被批准为地方国营剧团，3月，市人民政府任命张铭声为
团长，陈啸兰、刘五立任副团长。1958年12月，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嫡传弟子王
富英应邀来团，1960年5月任副团长。
    30多年以来，剧团在省内外享有声誉，颇有影响。其特点是班底强、阵容齐、好戏不
断。剧团除上述一批著名演员与主要演员外，还有小有名气，有一出或几出拿手好戏的

演员，如：彭青奎（花脸） 、童玉昆（老生） 、陶凤君（老旦） 、王晋尘（老生） 、陈松龄（小丑） 、
陈志鹏（武生） 、许震庭（武生） 、于清华（小丑）等。为了培养后备人才，剧团以随团学习，
家传子弟的形式，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如：张金龙、张玉龙（武生） 、刘珠玲（花旦） 、王全
喜（老生） 、袁鸣云（武旦） 、周莉莉（花旦）等，同时还有计划地培养，了一批演奏员和舞台
工作人员，使综合艺术平衡发展，后继有人。
    剧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戏不断，好戏连台。1958年9月，创作演出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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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增））（赵英年编剧、张铭声、陈志鹏主演）在省第二届戏曲会演大会上，获创作、演出

奖，《林冲夜奔》（刘五立主演）也获演出奖。 《英雄杨春增》还得到著名戏剧家张庚等人
的高度评价。1959年又被定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于6月至7月再次赴南昌演出亦获

好评。此外，1959年8月，剧团奉调上庐山，为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演出头、二本《红
娘》等剧目，获得好评。部分演职员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

合影。1960年8月，全省第三届（首届青年演员）戏曲会演，张玉龙主演的《挑滑车》，张
金龙主演的（（林冲夜奔》、刘珠玲主演的（（宇宙锋》，袁鸣云主演的《盗仙草》，均获表演奖。

    60年代，尤以小型现代戏《五岔口》演出影响深远。1965年3月，在南昌演出《五岔
口》（石奎济、曹兆祥改编） 、《向前看》（曹兆祥改编）受好评，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领导
同志观看了演出并合影。7月，经加工提高的（（五岔口》（江金惠改编、李虎臣、刘五立导

演）代表江西省参加华东区京剧现代戏会演，主演刘五立、王全喜、刘丽芳都获得好评。

而且，上海、北京等全国许多京剧团后来都学演了这个剧目，北京戏校还把它作为教学剧

目。12月，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来景市视察，也在群英堂观看了《五
岔口》。此外，1962年，王富英曾主演《海瑞上疏》，受到好评。1963年1月，著名戏剧家
田汉、周贻白、郑君里、安娥等人来景市，观看了该团演出的《打銮驾》、《古城会》、《二本

红娘》、（（长坂坡》等剧目，田汉同志等在座谈会、报告会上，对刘五立同志的表演艺术，多

次赞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要演员都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被造反抄家，
古装戏衣箱被毁，剧本等书刊资料散失或被焚。1968年，随着各剧团演职员下放农村，全
市各专业剧团合并为市文工团，京剧团改为下属的一个连，演出剧目仅限于几个“样板
戏”。

    1971年，京剧团恢复建制，1978年10月，排练演出了《宝莲灯》，连满60余场，受到
群众空前欢迎。接着，排演了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贺龙的大型现代戏（（曙光》（汪

宗林改编、王秀凡导演，张玉龙饰演贺龙）  ，受到普遍好评。1979年9月，为赴南昌参加庆
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观摩演出大会，集中创作力量，对胡仲愚创作的大型剧目《龙床恨》

进行全面修改加工，在南昌演出后，荣获创作二等奖、导演奖、舞美奖、音乐奖，主要演员
刘珠玲、王全喜、彭青奎等获表演奖。该剧还荣获江西省优秀文艺创作奖。舞美设计也

被选送北京，参加全国舞美展览。1979和1980年，京剧团连年被评为市先进单位，受到
中共市委与市革委表彰。1980年，改编演出的《包公自责》（曹兆祥改编，袁鸣霖导演，张
玉龙、韩湘文、刘丽芳主演）也受好评，后上庐山演出亦受欢迎。安徽徽州专区京剧团还
学演了此剧目。

    1981年4月，赴南昌参加全省现代戏、儿童剧会演，演出大型现代戏《白莲花》（汪宗
林改编，导演王全喜、汪宗林）  ，荣获演出一等奖，创作二等奖和导演奖。9月底至10月，
江西省第二届青年演员会演，周莉莉演出《宇宙锋》，胡彩萍、刘利民演出《打焦赞》，分获
优秀青年演员奖；王国范、邱辉、张军分获表演奖。京剧团作为景德镇市代表团的一个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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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队，在此会演中与全体与会人员共同努力，使代表团获大会风格奖，受到省、市领导嘉
勉。1982年创作演出的新编大型历史故事剧《美人醉》和大型现代戏《潘溪口》，在景市
1982年度创作剧（节）目会演中，均受到好评，并获得奖励。
    景德镇市赣剧团1949年9月，流散在乐平、波阳，万年等地的饶河戏班“小京舞
台”  ，“同春舞台”以及“太子班”（业余戏班）等的艺人，先后相邀到景德镇，在私人合股经
营的“泰安戏院”演出，生活十分困难。1950年3月，中共景德镇市委接受省文联石凌鹤
主任的建议，指示市总工会接管该戏院，改办“工人戏院”  ，5月1日正式公演。1950年
夏，省文联委员程耘平及武建伦、程南豪来戏院开展戏改工作。1952年4月，《工人戏院》
由政府接管，戏班改为《上饶专区赣剧二团》，由专区文联主任流沙任团长，不久由王仕仁

任团长，李福东任副团长。1953年6月，景德镇市升为省辖市，剧团改名为景德镇市赣剧
团。1954年4月，剧团登记为民营公助的民间职业剧团，1956年2月，被批准为地方国营
剧团。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剧团古装戏衣箱被毁，资料散失，老艺人及主要演员
多被批斗，1968年10月，剧团被撤销，演职员大多被下放农村，少数并人市文艺工作团。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9月，省、市批准开办了“江西省文艺学校景德镇市赣剧班”，并相
应成立了“景德镇市赣剧团筹备小组”。1982年n月，正式恢复剧团建制。  （1988年n
月，在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中，为调整布局，经市政府批准，赣剧团再次被撤销。）

    剧团保存了丰富的传统剧目。据1961年n月统计：能演出的整本戏211个，单折戏
187个，共计398个。同时对挖掘传统剧目摸底，有整本戏巧8个、单折戏282个，共440
个剧目可以挖掘。有少数古老剧目近于失传，但该团尚能演出，如《万寿亭》，该团在当时

就常演出。  （可惜“文化大革命”使不少当时挖掘的传统剧目又遭散佚。）
    历年来，剧团参加江西省各类会演，也多为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如1954年10月，
以《打金枝》（聿人、舒羽整理，程履芬导演）《桃花装疯》（蔡哗邦整理导演） 、《水漫金
山》、《张三借靴》等四个剧目，参加江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好评。高金水

（饰《打金枝》中的唐王）  ，彭德才（饰（（打金枝》中郭瑗）  ，石书昆（饰（打金枝）中郭子仪）  ，
王耕梅（饰《桃花装疯》中桃花）  ，侯仙梅（饰《张三借靴》中张三）分获表演奖，乐师王元澄
获音乐奖，老艺人马火泉获艺术劳绩奖。高金水演唱的《打金枝》唐王唱段，被录制成唱

片发行。1959年，邹秋太、王典水演唱的《二进宫》，邹秋太演唱的《打金枝》唐王唱段，也
被录制成唱片发行。

    1959年5月，演员洪兆宁、程素娟、郑天凑参加江西古典戏曲汇报团，在中国戏曲研
究院小剧场演出《法场生祭））（弋阳腔《卖水记》之单折）  ，受到梅兰芳等著名艺术家关注，
并上台接见了演员。

    1％0年，参加江西省第三届（首届青年演员）戏曲会演，青年演员洪兆宁（饰《桂枝写
状》的李桂枝） 、潘森祥（饰（（打狼屠》的庞x） 、李庭璋（饰《的狼屠》的庞郝氏）  ，分获表
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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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1月，全国文联副主席，著名戏剧家田汉和周贻白、郑君里、安娥等人，于17
日晚观看了该团演出的传统戏《复水记》（舒羽整理、程履芬导演）  ，高度评价了饰演崔氏
的陈桂英的表演艺术。

    1％3年7月，《齐王哭殿》（曹兆祥整理改编，程履芬导演）调省汇报演出，受到好评。
    此外，剧团也积极组织创作新戏。1958年10月，以（（混天起义》（程耘平编剧，原戏
曲本名《夏廷宜》，程履芬、吴留义改写，程履芬导演）参加省第二届戏曲会演，获剧目演出

奖，彭德才获表演奖。1962年2月，程履芬移植导演的《女巡按》（根据田汉原著《谢瑶
环》改编移植）连演40多场，受到观众欢迎，并获市文教局多项奖励。剧团还积极排演了
不少现代戏剧目，如：《刘胡兰》、《雷锋》、《苦菜花》、《丰收之后》、《江姐》（连演40多
场） 、《山乡风云》、《社长的女儿》、《红灯记》、《平原作战》等。1982年创作演出的现代戏
《柳河情深》（编剧王建民、吴文治，导演王秀凡）参加市创作剧（节）目会演，获多项奖励。

1986年，与乐平赣剧团合演大型创作剧目《梨园恨》，参加江西省首届玉茗花戏剧节，获
鼓励奖。还曾改编排演了一批连台本戏，如《天宝图》、《拾扇图》、《三门街》等。

    剧团拥有知名度颇高的老艺人，其中有赣剧（饶河戏）音乐家王仕仁，高腔演员高金
水（正生） 、李福东（二花） 、龚泰泉（老旦） 、郑瑞笙（小生）  ，俞六喜（小旦） 、徐双林（小
丑） 、马火泉（小丑）等人，这批人于1952年秋，均奉调赴省，参加组建江西赣剧团（当时为
江西实验剧团）和江西省文艺学校（当时为江西省赣剧演员训练班）  ，并留省任教，当年他
们曾与信河班演员一道，代表江西省赴武汉参加中南区戏曲会演，龚泰泉主演的《太君辞
朝》获优秀表演奖，并与郑瑞笙等代表江西老艺人赴北京参加了国庆宴会，幸福地见到了

毛主席。1958年，中国戏曲研究院选中赣剧老艺人李福东的折子戏《江边会友））（李饰尉
迟恭）  ，于9月赴北京，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资料片。
    一批老艺人调省后，一批中青年艺人脱颖而出，如：邹秋太、彭德才、陈桂英、王耕梅、
王元澄等人，都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

    景德镇市采茶剧团1952年4月，市文联派干部将流散在民间的三角班艺人和说唱
艺人以及文词戏艺人组织起来，成立“大众曲艺场”，在财神下弄设场演出，这就是景德镇

市采茶剧团的前身。1953年，一批小型采茶戏和文词戏被陆续整理上演，n月，誉为“都
昌梅兰芳”的著名文词戏艺人徐银泉等来景市加人演出，受到欢迎。1954年4月1日，上
级批准正式成立景德镇市采茶剧团，10月赴南昌参加江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演，移植
演出了瓷业工人罗迈生创作的小型现代戏《有窍门》，使戏曲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瓷业工

人的形象，还演出了传统小戏《冒雪回窑》、《卖棉纱》，《有窍门》获节目演出奖，刘尧生、

马金莲获表演奖。1955年1月，剧团由财神弄迁至毕家下弄的新新剧院。4月，登记为
民营公助的民间职业剧团，又适逢在景市演出的华北歌舞团解体，侯镇云等一批新文艺

工作者加人采茶剧团，他们开始记录整理传统唱腔，在排练新剧目的艺术实践中，发展和

创新了各种板式、新腔、并吸收了赣剧、京剧的部分锣鼓经和间奏曲牌，使景德镇采茶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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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腔在湖北流传来的黄梅采茶戏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1956年2月8日，剧团正式
转为地方国营。

    1956年2月，剧团改由浮梁县办。此时移植了《秦香莲》、《白蛇传》等剧目，特别是
《白蛇传》中的盗仙草，使采茶戏第一次有了武打戏。5月，剧团首次到波阳、乐平、万年
和九江、都昌等地巡回演出。1957年4月启程，在长江沿岸各城市演出达半年之久，其精
心移植的《追鱼》、《党的女儿》等剧目，在武汉等地演出，得到普遍好评，被誉为百花园中

的山茶花（见《长江日报》剧评） 。1958年9月，创作演出现代戏《铁树开花》，参加省第二
届戏曲会演获剧目演出奖、创作奖。

    1959年市县合并，剧团于3月恢复景德镇市采茶剧团名称。1960年8月，经整理的
传统小戏《补碗》，参加江西省第三届戏曲（青年演员）会演，获演出奖，邵金兰获表演奖。

1％1年，移植上演《刘三姐》，连满七十余场，盛况空前，景市文教局授予重点剧目奖等各
种奖励。1962年8月，景市歌舞团撤销，大批年轻的歌舞演员与演奏员调入，使剧团艺术
素质进一步提高。

    1％3年1月，著名戏剧家田汉、周贻白、郑君里、安娥等来市观看了该团演出的（（卖棉
纱》、《胭城》，田汉称赞“很朴素，很动人”。1963年是采茶剧团演出现代戏最多的一年，
也是艺术上更成熟的一年。

    剧团还高度重视现代戏新剧目的创作，组织创作人员到瓷厂深人生活，创作了塑造
瓷业工人英雄形象，反映烧炼车间火热生活的现代戏《窑前战歌》，1964年n月赴南昌参
加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16日在艺术剧院演出获得成功，受到省党政领导的接见
鼓励并合影。中共省委领导还亲自召集南昌市各大用煤单位的党政领导到场观看，号召

大家向剧中的先进人物学习，推动以节约用煤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1965年2月，《窑
前战歌》由省文化局印成单行本，作为交流剧目，发行全国。

    1965年6月，剧团奉命撤销，只留少数人组成采茶剧队，并人市文工团。12月，采茶
剧队参加全省农村文化工作队调演，演出了新编小型现代戏《腾房间》，获得赞扬。省内

外不少剧团移植演出了这个戏。1966年5月，经省文化局批复：同意将采茶剧队恢复为
采茶剧团。1968年10月，采茶剧团第二次被撤销，大部分演职员下放农村，少部分留在
市文工团歌舞队。1973年，创作了小型现代戏《拖拉机往哪儿开》，和《腾房间》一起，赴
省参加观代剧和儿童剧会演，《腾房间》被选编人《江西小戏选》，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1978年，文工团歌舞队扩建为市歌舞剧团，内分歌舞队、采茶剧队。1980年，采茶剧
队移植演出《孙成打酒》、《孔雀东南飞》、《团圆之后》等剧目，深受群众欢迎，8月在波阳
演出，n月又在景德镇本市上演大型现代戏《神秘的大佛》和《不准出生的人》等剧目，n
月20日，采茶剧队再次被撤销。
    1982年底，部分采茶戏演员，自发组织排演了江元龙创作的大型现代戏《甜甜蜜

蜜》，于1983年初参加景市1982年度创作剧（节）目会演，荣获创作二等奖，导演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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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舞美奖、音乐奖等多项奖励。不久，又参加省创作剧目调演，亦受好评并获奖励。
    景德镇市越剧团1949年，越剧流散艺人金香红、丰艳香等在乐平自发组织的“华新
舞台”  ，于9月来到景德镇，集体加人毕家下弄的新新舞台，与京剧同台演出。与此同时，
周路口的新民舞台也从屯溪请来了“京夹绍”的邹家班。1950年3月，这两家戏院的越剧
演员合并，在新民舞台演出，并派人去杭州请来了著名小生花月坤和她的丈夫―主要

琴师，因她演技好，行头新，很受观众欢迎，剧场经常客满，后台便公推花月坤为负责人。

1951年4月，以花月坤为首的58名越剧艺人组成“新民越剧改进剧团”  ，由市劳动科扶助
并领导，健全了组织制度，院团一家，统一管理，这便是景市越剧团的前身。

    1952年秋，新民舞台迁移到程家巷上弄，花月坤等离去，王桂英从杭州来团参加演
出，剧团改称新民越剧团。1953年3月，王桂英被选为团长。1954年以后，从上海、杭州
等地又陆续请来一批编、导、演员，阵营很是齐整。

    1955年4月，剧团经整顿登记为民间职业剧团，并招收了12名学员。1956年2月，
正式批准为地方国营，改称为景德镇市越剧团，由政府委任王桂英为团长，王世玉为副

团长。

    历年来，越剧团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认真进行戏剧改革，净化
舞台，积极创作、改编、整理、移植了不少优秀剧目。1958年参加江西省第二届戏曲会演，
演出了大型现代剧目《两户人家》、《鲤鱼跳龙门》（编剧何明炎）获剧目演出奖。1959年，
全国妇联代表团来市观看了该团演出的《三线姻缘》，受到代表们好评，并接见合影。

    1960年，王桂英整理改编的《长工与彩娥》参加江西省第三届戏曲会演（首届青年演
员会演）  ，谢小芳、王世玉获表演奖。同年，剧团自筹经费8万元，市文教局资助5万元，
开工新建竟成剧院，1961年9月竣工，隆重演出了剧团创作的历史故事剧《击瓯楼》，受到
社会各界好评。1962年元月，剧团自编的《两户人家》、《击瓯楼》、整理出新的《长工与彩
娥》等获市文教局奖励。1963年1月，全国文联副主席、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人来市观看
了《长工与彩娥》后，接见了演职员，并合了影，在以后的座谈会上，田汉等人盛赞演出朴

素生动，形象感人。4月，剧团赴省，在南昌剧场演出《文成公主》，欧阳武副省长观看了
演出，并接见演职员合了影，省电台转播了全剧的录音。剧团又赴上海、浙江等地演出，

还赴武汉、马鞍山、株洲等地演出，并深人矿山、农村演出，上演了《雷锋》、《杨立贝》、《井

冈山人》、《师生之间》等现代戏，均受到好评，扩大了剧团影响。
    1965年演出大型现代戏《椰林怒火》，景德镇日报发表剧评《莽莽椰林怒火烧》，倍加
赞赏。8月，正当积极排演《舞台姐妹》时，剧团奉命撤销。
       1966年年底，原越剧团一部分演职员回到原团址―景市竟成剧院参加运动。1967
年1月21日，经中共景德镇市委决定，批准恢复成立“景德镇市满江红越剧队”，又经与
文艺工厂协议，工农兵剧院（竟成剧院当时改的名称）划归越剧队接管。1968年10月，满
江红越剧队被撤销，人员遣散，有的回到原越剧团撤销时调往的单位，有的下放农村



洛幽 1 卜   日匕
丿 、 I I J J 巴 、 1 4 3

劳动。
    景德镇市歌舞团 景德镇市歌舞团始建于1958年9月，原名景德镇市歌舞剧团，成
员选用瓷业工人中的优秀文艺骨干和市各戏曲剧团、文化单位、青年学生中擅长歌舞的

人才，同时还得到上海市文化局支持，调来少数专业歌舞演员和招收了上海青年宫业余

艺术团的骨干来团工作。江西省歌舞团也派来了几位歌舞教员、导演等人来团辅导。到
1959年初，全团演职员已达40人。

    1959年元旦，在市人民文化宫首次公演大型话剧《烈火红心》。随后参加省拥军慰
问团赴乐平为铁道兵8509部队演出。其后全团分成两队分赴新平、经公桥公社深人生
活，进行整训，开展创作，为正式公演积累节目。一批自己创作整理的歌舞节目产生，如

《山歌联唱》、《红色歌曲大联唱》、《心里有点想婆家》、《巧干歌》以及舞蹈《丰收乐》等。

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又创作了反映瓷业工人生活的舞蹈《彩绘姑娘》、（（窑工舞》、《八猫
舞》，这些歌舞节目大部分成为保留节目，经常轮换公演，（（彩绘姑娘》还被江西工人文艺

代表团排练，进京参加全国职工文艺会演，并被收入电影纪录片（（万紫千红》，在全国
放映。

    1960年5月，省文化局决定，从景德镇市歌舞剧团抽调一大批演员充实省歌舞团，留
下了少数业务骨干物色培训歌舞学员，二次建团。在万寿山艰苦奋斗一年后，于1961年
夏重新外出，在省内巡回演出半年之久，于1962年春节载誉回市。

    歌舞团成立五年，由于经费、场地、编制等原因，1960年曾二度变换归属，上半年由市
手工业管理局代管，下半年划归市总工会，一度改名《瓷都歌舞团》。当时的总工会主席
王德科兼团长。

    1％2年7月，歌舞团正式撤销，大部分人员调采茶剧团工作。1968年，各专业文艺团

体合并为文艺工作团，内设歌舞话剧连。1976年元旦，正式恢复歌舞团建制，设歌舞队和
采茶剧队。1981年舞蹈演员杜琴、余祖录和独唱演员沈志宁参加省第二届青年演员会
演，均获表演奖。同年再次调整，撤销了采茶剧队。1982年9月，又与市话剧团合并为景
德镇市歌舞话剧团，分设歌舞、话剧两个队。这两个队经费独立核算。1985年，话剧队撤
销。恢复景德镇市歌舞团。

    1984年年底为探索文艺团体体制改革，与乐平矿务局签订协议书，成立了经济文化

联合体。同年，该团创作的优秀保留节目《彩绘舞》、《盼归》荣获江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

文艺创作二等奖。杜琴创作并主演的《龙腾凤舞》于1984年参加华东六省一市舞蹈会
演，获创作三等奖。

    1985年参加江西省音乐节，由刘少军、姚泉荣研制、余传玖演奏的“瓷瓯”。获特别

节目奖。歌曲《摘南瓜》（曹达富词、周国华曲）获创作一等奖，歌曲《牵着妈妈的衣襟》

（田波词，和汉曲） 、《我的故乡是瓷城））（田波词、和汉曲） 、《腾飞吧，中华》（曹达富词、姚
泉荣曲）获创作三等奖，演员朱雅芬、占桂芳、沈志宁、朱莉莉均获得表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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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n月，省文化厅受文化部委托，在南昌召开了“文化科技授奖会”，对景德镇

市歌舞团彭满金、李正明研制的“舞台激光显示器”  ，姚泉荣、刘少军整理发掘、研制的“瓷
瓯”给予了奖励。

    景德镇市话剧团 景德镇市话剧团成立于1964年7月，演员绝大部分来自北京、天

津等地，导演崔可夫、副导演毛铮，共约40人。1965年6月，与采茶剧队合并组成文工
团，为话剧队。曾公演（（海滨激战》、《赤道战鼓》、《南方来信》等剧目。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文艺团体合并为景德镇市文艺工作团，内设歌舞话剧队。
1971年，市文工团继续保留话剧队，先后4次参加全省文艺调演，演出了集体创作剧目
《祭红》、《瓷城的春天》、《昌江春潮》等。1978年1月，市文工团撤销，正式恢复市话剧团
建制。

    1979年赴上海演出创作剧目《李自成））（江元龙、崔可夫、张迪编剧，崔可夫导演）  ，受
到上海市领导、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全国有20多个省市兄弟团（院）来沪观
摩，作家姚雪垠、著名导演崔鬼等来信，祝贺演出成功。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举行了
专题座谈，上海电台、电视台现场录音录像，全场播放。

    1981年，省青年演员会演，市话剧团赴省演出《李自成》片段，获得好评。饰演李自
成的演员傅守信获优秀青年演员奖。

    市话剧团部分演员还多次应邀参加电影、电视拍摄。1979年，应长春电影制片厂《祭
红》摄制组邀请，傅守信等部分演员参加了该片的拍摄。1982年，江西省电视台录制电视
剧《主人》，赵玉华应邀担任了主要角色。接着，赵玉华等人又在江西电视台录制的电视

剧《田螺湾的趣事》中担任了角色。同年，演员王健、刘闽榕又应邀参加八一制片厂《红

线》的拍摄。1983年曹蔚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与江西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三叶草》拍摄。
1985年，正当上演《阿混新传》时，奉命撤销。

    景德镇市飞车走壁团 景德镇市飞车走壁团始建于1957年，演员大多数来自福建、
广东，如陈鸿添、刘新昌、王天保等。节目除向国内外其他飞车走壁团学习之外，也有部

分自己独创的节目，如《自行车折头走壁》、《双摩托车赛跑》、《四车对飞》等，将造型艺术
融人飞车，既紧张惊险，又灵巧优美，为广大观众所欢迎。

    飞车走壁团建团后，曾到福建、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巡回演出，其中在广州一
地就连续演出达一月之久，《羊城晚报》曾发表文章，予以赞扬。1960年底，飞车走壁团
撤销，大部分人员调人电影院，少数不愿者自行离去。

第三节  电   影

    1932年，扬州人赵寿延在景德镇毕家下弄的奉新会馆开办了景德镇第一家电影
院―明星电影院，手摇式放映机、无声电影，景德镇人称为影巴子戏。1934年，迁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