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从今再
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耕田来我织布，
我挑水来你浇园。 寒窖虽破能避风避雨， 夫妻恩爱苦
也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 比翼双飞在人间。” 这是黄
梅戏 《天仙配 》 里的著名唱段 《夫妻双双把家还 》，
这个唱段至今长唱不衰。 全国人民记住了这个唱段，
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演唱者。 它的演唱者就是黄梅戏
表演艺术家， 黄梅戏的发展和缔造者之一， 黄梅戏传
承和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和贡献者， 《天仙配》 “七仙
女” 的扮演者严凤英。 严凤英生前有一个愿望： 让黄
梅戏的种子播撒在北京， 生根发芽。 严凤英逝世后的
30年 ， 她的第三代传承人———林蜜蜜实现了她的愿
望， 在北京播撒了黄梅戏的种子， 并已经生根发芽。
2009年， 林蜜蜜在北京成立了以演出、 传播黄梅戏为
主的北京长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接着又以公司为依
托， 先后成立了长乐剧团和长乐会馆 。 剧团以老北
京人熟知的西四胜利电影院二层为阵地 ， 演出整
部黄梅戏剧目和折子戏 ； 会馆则是聚集了北京的
黄梅戏爱好者， 传播、 切磋和演出黄梅戏。 近日， 林
蜜蜜在百忙之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讲述了她的黄梅
戏足迹。

5岁开始接触黄梅戏
10岁获当地黄梅戏艺术节奖

1982年， 林蜜蜜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 林
蜜蜜说： “我与黄梅戏的另一位表演艺术家韩再芬是
一个县的。” 在安徽省， 可以称得上是人人都会唱几
段黄梅戏曲目。 在这样浓厚的黄梅戏氛围里， 林蜜蜜
耳濡目染地也被熏陶了。 5岁的林蜜蜜在一次幼儿园
的演出时， 被老师发现， “这个小孩的嗓子不错呀！”
这位老师便教林蜜蜜黄梅戏唱段。 在一次安庆市庆祝
“六一” 儿童节幼儿园文艺演出的大会上， 5岁的林蜜
蜜第一次上台表演黄梅戏唱段，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从此， 林蜜蜜与黄梅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上了表演
黄梅戏的道路。

林蜜蜜在台上尽情地唱 ， 而台下就有 “听者有
意 ” 的人 。 这个人就是潜山县黄梅戏剧团的一位老
师， 是县剧团的当家花旦。 而这位老师的丈夫是县文
化馆的老师， 是作曲家。

1992年， 安庆市举办第一届全国黄梅戏艺术节。
这位老师的丈夫谱写了艺术节主题曲， 需要4个小孩
演唱。 这位老师想到了林蜜蜜。 林蜜蜜有幸与另外3
个小孩演唱了艺术节主题曲 。 “谁知道还获了一个
奖， 挺好的。” 林蜜蜜高兴地说。 获奖后， 这两位老
师对林蜜蜜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他们觉得林蜜蜜挺
适合表演黄梅戏 ， 问林蜜蜜 ： “你愿不愿意演黄梅
戏？” 这是林蜜蜜等待了5年的问题。 当时， 林蜜蜜也
没有跟父母商量， 不假思索地说： “我当然愿意了，
因为从小就喜欢黄梅戏。” 他们又说： “安庆有个黄
梅戏戏校， 愿不愿意去考？” 林蜜蜜还是不假思索地
说： “愿意！” 两位老师看到林蜜蜜学习黄梅戏的决
心， 似乎看到了黄梅戏的好苗子， 对林蜜蜜说： “你
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 但现在你考戏校， 还稍微有点
早 ， 你回去好好读书 。 等两年后 ， 你十二三岁的时
候， 我们与你父母再联系吧！” 潜山县城是一个小县
城， 当地人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 两位老师与林蜜蜜
的父母比较熟悉。

林蜜蜜记住了两位老师的嘱咐， 踏踏实实一门心
思地扑在了学习上， 仿佛把考戏校的事情忘到九霄云
外了。 可是， 这两位老师并没有忘记林蜜蜜考戏校的
事情。 在林蜜蜜上初二的下半学期时， 林蜜蜜的母亲
在大街上遇到了县剧团的老师。 这位老师问林蜜蜜的
母亲： “你们家蜜蜜到了考戏校的时候了， 可以考戏
校了。 你回去问问她， 愿不愿意考。” 林蜜蜜的母亲
回到家问林蜜蜜： “你还愿不愿意考戏校了？” 林蜜
蜜仍然像三年前一样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愿意考。”
林蜜蜜的父母在林蜜蜜小的时候， 就让林蜜蜜自己拿
主意， 从来不强迫林蜜蜜。 林蜜蜜的父亲也对林蜜蜜
说： “你要考戏校， 自己就要打定主意， 而且要是因
为去戏校放弃了正规学习的机会 ， 你也不要后悔 。”
林蜜蜜非常坚定地对父亲表示： “考戏校我是绝对不

会后悔的。” 但采访中， 林蜜蜜坦诚地对记者说： “我
当了黄梅戏演员之后， 曾经后悔过。”

考入黄梅戏戏校
14岁获全国少儿戏曲大赛银奖

1995年， 13岁的林蜜蜜跟随县剧团的老师来到了
安庆市。 在安庆市， 林蜜蜜最先接触的， 也是林蜜蜜
的同乡、 严凤英最小的徒弟王凤芝。 林蜜蜜说： “我
就觉得我和严大师特别有缘。 王凤芝等于是我启蒙老
师的老师。” 王凤芝带着林蜜蜜到戏校的几位老师家，
让这些老师看一看林蜜蜜是不是学黄梅戏的料儿， 有
没有条件考戏校。 在这些老师中， 戏校表演科副科长
潘启才给林蜜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林蜜蜜介绍，
潘启才也是黄梅戏名家。 他是男生中唱黄梅戏最好的
一位。 他从教之后， 很少在舞台上露面。 在潘老师家，
林蜜蜜给潘老师唱几段黄梅戏曲目。 潘老师听了林蜜
蜜的演唱后， 鼓励她说： “你嗓子不错， 各方面条件
都挺好， 你考戏校吧。” 听了潘老师的鼓励， 林蜜蜜更
加坚定了考戏校的决心和信心。 林蜜蜜也没有辜负给
予她鼓励和支持的各位老师和父母， 在200多名考生只
录取26名的情况下， 被录取， 成功考入黄梅戏戏校。
林蜜蜜说： “在这些考生里， 有的在学校已经读过一
年黄梅戏学前班。 而我属于草根考生。”

1996年上半年， 14岁的林蜜蜜参加了 “全国少儿
卡拉OK戏曲大赛”。 林蜜蜜说： “第二年， 这项赛事
就改为了 ‘小梅花戏曲大赛’。” 谈到这次戏曲大赛，
林蜜蜜颇为感慨地说： “这项赛事在年龄上要求16岁
以下， 我那时刚好14岁。 选拔是从各个市里选送到各
个省里， 再由省里头选送到全国。 我是从安庆市开始
选， 再到安徽省。 在安徽省拿了金奖后被选送参加全
国大赛 。 这阶段 ， 黄梅戏的这个剧种就剩我一个人
了。 我去的时候没有全副扮相， 只是以表演唱的形式
参加比赛。” 也正是没有全副扮相， 只是以表演唱的形
式参加比赛， 成全了林蜜蜜。 她最终获得了银奖。 林
蜜蜜自我安慰地说： “拿个银奖也挺开心的。” 林蜜
蜜后来知道， 举办 “全国少儿卡拉OK戏曲大赛” 的
初衷也就是让孩子们唱出纯真的戏曲味道， 从中发现
戏曲人才。

在戏校里， 林蜜蜜在所演的剧目里都是主演。 林

蜜蜜16岁的时候， 就进入了安庆市黄梅戏二团实习，
也就是王凤芝所在的剧团。 林蜜蜜说： “我们应该在
校四年， 学习三年， 最后一年进剧团实习。 我17岁毕
业时被留在了二团。” 因黄梅戏的名角基本上都在二
团， 所以二团是安庆市最好的一个剧团。 “也正是因
为这些我选择这个剧团。”

进剧团后很郁闷很后悔
甚至连龙套都不让跑

进二团后， 本想大展宏图的林蜜蜜发现， 选择这
个剧团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这时后悔已晚。 正是因
为二团黄梅戏的名角云集， 初出茅庐的林蜜蜜很难有
展示自己的机会。 当时， 二团围绕着一个如日中天的
名角排戏。 像林蜜蜜这样的小演员根本就没有上台的
机会 ， 有上台的机会了只能跑龙套 ， 比如提着灯笼
等， 连上个折子戏的机会都没有。 一年里， 倒是有不
少演出， 可在台上嘴都没张开过。 林蜜蜜回忆起在学
校的甜蜜生活： “在学校里演出， 哪怕不是对外性质
的， 每年都会给你演戏的机会， 而且我演得基本都是
主角。 在二团， 挺难受的， 如果跑几年龙套， 不就老
了吗？ 啥时算是个头呀？” 更让林蜜蜜痛心的是， 这
位名角排一部新剧时， 林蜜蜜连个龙套都不让跑了。
二团的党委书记看到林蜜蜜很郁闷 ， 安慰林蜜蜜 ：
“你这样也不是事， 一个演员必须在舞台上锻炼。 如
果老在剧团待着， 没有上台的机会， 再过几年就荒掉
了 。” 这位党委书记给林蜜蜜介绍了一些上台机会 ：
“你到湖南电视台参加一个节目， 然后， 你到湖北文
化艺术中心参加演出。”

黄梅戏是安徽的地方戏剧种。 湖北也有黄梅戏。
湖北人热爱黄梅戏的程度不如安徽人， 黄梅戏的水平
也不如安徽人。 湖北的黄梅戏演员比较匮乏， 水平不
高 。 但是 ， 湖北也想打造高水平的黄梅戏剧目 。 当
时， 湖北文化艺术中心正在排演一部戏 ， 需要四名
演员 。 这位党委书记推荐林蜜蜜面试 。 经面试 ，
中心领导对林蜜蜜挺满意 ， 就让她来这个剧组演
小孩 。 从排练到演出林蜜蜜在这个中心待了三四个
月。 林蜜蜜回到剧团希望团长给安排戏演。 团长说：
“近一段时间， 没你的事。” 林蜜蜜看到分到其它剧团
的同学都有演出， 并且水平都在提高， 而自己沦落到
没戏演。 她特别羡慕同学， 自己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

回老家帮助父亲做买卖
自己开服装厂获得成功

林蜜蜜非常失落地说： “剧团不安排我戏演， 我

待在剧团也是白待， 不如回老家帮助父亲做买卖。” 原
来， 林蜜蜜的父亲是做批发生意的。 她从小跟在父亲
屁股后面， 也偷偷地学了不少生意经。 在林蜜蜜做生
意之前， 她先体验了一下生活， 打了两份工。 第一份
是到薇薇新娘拍婚纱照。 林蜜蜜是演员出身， 学过化
妆， 就在那里当化妆助理， 看看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到薇薇新娘后， 并不像林蜜蜜想象的那样， 而是每天
吹气球， 做彩虹门。 实在没有意义， 林蜜蜜又跳槽到
联通公司。 她的业绩特别好， 就是把自己身边的人手
机全给换了， 一个月挣了4000多元。 一个月之后， 她
又离开了联通公司。 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

2003年， 林蜜蜜的父亲由批发生意改为做工程。
林蜜蜜又帮助父亲做会计。 2004年， 林蜜蜜与叔叔办
起了服装厂， 主要是外贸加工。 叔叔负责管理， 林蜜
蜜负责跑业务拿订单。 俗话说： 入行三年穷。 林蜜蜜
的服装厂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 第二年亏损5万元左
右。 叔叔顶不住脱身了。 林蜜蜜支撑着， 里里外外一
把手。 2006年， 服装厂扭亏为盈， 成为县里比较好的
外贸加工企业。 同年， 林蜜蜜在当地开发区购买了20
亩地， 准备扩大再生产。

也是这年， 林蜜蜜相识了志同道合， 后来成为自
己爱人的家具厂老板。 她爱人算是文学青年。 在畅谈
理想的时候， 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化产业。 2007
年， 他俩南下上海、 南京、 广州、 厦门等地考察文化
产业， 感觉商业味道浓， 文化气息欠缺。 一位在中央
电视台工作的朋友告诉他俩， 做文化要来北京。 北京
不光是政治中心， 还是文化中心， 文化氛围浓厚。

到北京开影视公司多次被忽悠
开文化公司踏上回归黄梅戏之路

2008年3月， 林蜜蜜与爱人第一次踏上了北京的土
地 。 他俩与央视的朋友成立了影视公司 ， 运作电视
剧。 央视的朋友有电视剧剧本， 费用由他俩出。 几个
月里， 央视的朋友牵线搭桥， 他俩频繁地接触各类人
物， 不是谈事， 就是宴请， 什么都没有谈成， 花费50
多万元。 林蜜蜜说： “现在， 我明白了， 基本上都是
大忽悠。 电视剧运作不是这么简单的， 当时我们公司
连拍电视剧的资格都没有。 我俩是来干事业的。 我们
和这个朋友谈清楚， 这公司都给你， 我们不要了， 前
期花费也算了。 我们自己干点别的事。 其实， 我俩还
是想进入影视行。”

2009年， 林蜜蜜认识了做俄罗斯边贸服装行业的
老乡。 这位老乡也想做文化生意， 便成立了文化传媒
公司。 林蜜蜜在这个公司下面成立了影视部。 他俩想
从拍情景剧入手， 练练手。 同样是接触不少人， 同样

是被忽悠。 令他俩不能容忍的是， 他俩想干什么都做
不了主， 就是他俩自己掏钱办事也不行。 在别人的屋
檐下， 他俩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地步。

祸福相依。 就在他俩与北京各类大忽悠接触的时
候 ， 他俩嗅出了黄梅戏在北京的市场 。 林蜜蜜说 ：
“我们接触的很多人， 知道我是黄梅戏演员出身， 觉
得黄梅戏挺好听的 ， 挺感兴趣 。 每次我们见面的时
候， 他们都要我唱几段黄梅戏听， 问安庆黄梅戏剧团
什么时候来北京演出。 有的人好久没看黄梅戏了， 有
的人从来没看过黄梅戏。 一年多， 我了解了北京人还
是喜欢黄梅戏的。”

北京有京剧 、 评剧 、 昆曲 、 河北梆子 ， 还有越
剧， 却没有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 可是， 不少
北京人会唱黄梅戏经典唱段 《夫妻双双把家还》。 林
蜜蜜说： “这不行。 其实， 我心里对黄梅戏的情感还
在。” 林蜜蜜把要办黄梅戏剧团的想法告诉了这个公
司的老总。 这位老总不同意。 即便是他俩自己出钱，
不让这位老总出钱。 这位老总也不同意。 在这样的情
况下， 他俩只能从这家公司搬出来， 租了一间房， 算
是办公室。 2009年8、 9月， 他俩成立了北京长乐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 开始办剧团 ， 着手招演员 。 林蜜蜜
说： “那时， 我就想， 干吗不办个剧团呢？ 虽说不能
组织正规的， 最起码能演一些小戏， 折子戏。 当然，
从经济效益上来说， 没有大的经济回报。 我就想， 北
京不能没有黄梅戏啊。 成立剧团后， 我爱人还做他的
事， 自己办黄梅戏的事情。 办着办着， 他也很喜欢黄
梅戏了。”

2009年9月至2010年的8月， 他俩全身心投入剧团。
剧团成员包括林蜜蜜在内共8名演员。 林蜜蜜坦诚地
说： “做演员， 我会唱戏， 也对舞美、 灯光、 化妆、
节目编排略知一二。 做剧团的管理者， 我是一个门外
汉。 但是， 慢慢的， 一点一滴学， 好在我有管理服装
厂的经验。” 这个剧团一年中全部是免费演出， 一年
一分收入也没有 。 林蜜蜜无奈地说 ： “你不免费演
出， 没人会看你演出。 就算赚得人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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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让黄梅戏的种子
在北京生根发芽

“严派”黄梅戏第三代传承人林蜜蜜

■■1144岁岁获获全全国国少少儿儿戏戏曲曲大大赛赛银银奖奖 ■■进进剧剧团团后后 黄黄梅梅戏戏之之路路很很不不顺顺 ■■开开文文化化公公司司踏踏上上回回归归黄黄梅梅戏戏之之路路 ■■她她为为播播撒撒黄黄梅梅戏戏种种子子1100年年后后重重登登舞舞台台

她为播撒黄梅戏种子10年后重登舞台
29岁的她拜严凤英之徒为师

2009年12月 ， 由于得到西城区文委的鼎力支持 ，
林蜜蜜的剧团落户西四胜利电影院二楼。 林蜜蜜真正
开始了大展黄梅戏的宏图。 她从安徽黄梅戏学校招来
学生当剧团成员， 排演大型黄梅戏 《女驸马》。 当时，
男演员的水平还承担不了 《女驸马》 的整部戏。 林蜜
蜜担起了重任， 这是她10年后重登舞台， 这个舞台成
了她播撒黄梅戏种子的北京舞台。 《女驸马》 首演大

获成功。 之后， 林蜜蜜的剧团又被邀请到长安大戏院
演出两场 《女驸马》， 同样引起轰动。 央视的第3频道
和第15音乐频道对 《女驸马》 剧组进行采访和播出。
2011年上半年， 他们又在北展剧场演出了一场 《女驸
马》， 产生不同的反响。

林蜜蜜的成功随着发达的网络传播到千里之外的
安庆市。 安庆市的黄梅戏艺人们为此而自豪。 其中就
包括严凤英的大徒弟徐自友。 徐自友的爱人丁子旺虽
然名气不大， 但他的父亲是严凤英的老师。 那时， 严
凤英的老师带着戏班子去过上海等几个大城市， 也想
去北京。 由于战争等很多因素， 再加上老人的年纪大
了， 身体也不好， 没有实现把黄梅戏带到北京的愿望。
老人把这个愿望交到严凤英手里。 严凤英也没有实现。
丁子旺从网络上、 媒体上、 电视上知道了林蜜蜜的事
情后， 特别感兴趣， 就和徐老师无偿来到北京帮助
排戏 。 在排戏的一年多里 ， 两位 70多岁的老师看
到孩子们的功底很好 ， 有意收林蜜蜜和其他三个
女孩为徒 。 林蜜蜜也希望拜两位老师为师。 两厢
情愿， 林蜜蜜和三个女孩正式拜在徐老师门下， 成为
严凤英第三代弟子。 此后， 林蜜蜜的剧团又复排了老
版的黄梅戏 《梁祝》。 林蜜蜜邀请了 《梁祝》 最早的首
演王凤芝负责排戏。 林蜜蜜反串演梁山伯。 《梁祝》
的首演在长安大戏院， 连演三场， 在业内照样轰动。
此后， 林蜜蜜的剧团又到天桥剧场、 西城区文化馆、
东城区文化馆、 怀柔剧院等场馆演出， 让广大的北京
市民了解黄梅戏。

在向大众普及黄梅戏的同时 ， 林蜜蜜成立的
黄 梅 戏 剧 社 ， 则 汇 聚 了 热 爱 黄 梅 戏 的 小 众 票 友
们 ， 向他们传授黄梅戏的知识 ， 体验黄梅戏的真
实内涵 。 据林蜜蜜介绍 ， 这个剧社的会员学历基
本 上 都 是 大 专 以 上 ， 有 很 多 研 究 生 ， 还 有 博 士
后 。 他们从事的行业很多 ， 所以有能写的人 ， 能
主持的人， 能剪片子的人， 剧社想做什么， 都有相应
的人才， 各种人才都有。 他们的理解能力都很好， 还
有的人唱腔上不比演员次， 男演员水平更高。 他们每
天晚上下班后来练功。 练一段时间后， 让他们上台唱
一些四五分钟的小段子。 再过一段时间， 根据不同的
角色练习分开排戏。 就是这些票友排演的黄梅戏 《女
驸马》， 今年4月在梅兰芳大戏院演出、 在怀柔剧场的
演出都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林蜜蜜虽然在北京播撒黄梅戏种子的时候， 付出
了体力、 精力和财力， 但她认为是值得的。 她实现了
前辈的愿望。 她更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 黄梅戏
像 《夫妻双双把家还》 那样在北京做到家喻户晓， 人
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