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豫剧，是刻在每个河南人
DNA里的旋律。

“山乡庙会流水板整日
不息，村镇戏场梆子腔至晚
犹敲。”这样的唱戏盛景，几
乎 每 个 河 南 人 的 儿 时 都 出
现过。

范胜男就成长在这片唱
腔浓郁的土地上。10岁时，她
考入了一家专业戏校，也是在
这一年，她登上了《梨园春》的
舞台并拿下擂主。14岁时，范
胜男已经正式登台演出，后拜
在著名豫剧大师门下，成为崔
派第四代传人。

范胜男学习刻苦，还极具
天赋，20岁之前，她的戏曲生
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由于

“个子不高”，国营的专业剧团
来学校挑人时，她总被淘汰。

为了实现儿时对母亲“我
一定要给你争口气，让大家都
知道，河南有个唱戏的妞叫范
胜男”的承诺，范胜男拿出了
所有的积蓄，带着父母的无条

件支持，到处登门拜访、挨家
挨户地发传单，终于招到了 40
多名演员，在半年后正式成立
了自己的剧团。

剧团初创办时，演员们的
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这也招
来了许多质疑。最先要面对
的就是演出资源困境，“我们
剧团一开始就有30多人，把戏
都排好了，服装道具也全部就
位，但是接不到演出。”虽然当
时的范胜男已小有名气，经常
上电视，也获得了不少奖项，
但是这个新的剧团人们还很
陌生。

也正是因为这样，剧团格
外珍惜难得的演出机会，认真
唱好每一场戏。无论是婚丧嫁
娶、祝寿祈福，还是集市庙会，
每接到一场演出，范胜男都会
组织团员认真排练，反复检查
戏服和道具，做好每个演出细
节，剧团的口碑在这样日复一
日的认真中逐渐打响，有些村
子的村民看完她们的演出，直

接就敲定了第二年的合作。
她带着剧团在河南走村

串巷，一场接一场的大戏唱下
来，唱出了名气，也唱来了观
众的尊重。“我们经常遇到一
些热心的观众，给我们送东
西。”她们收到过乡亲们送的
鸡鸭、蔬菜等土特产，村民们
的热情让范胜男和演员们备
受鼓舞。

如今，这个曾不被看好
的“青 年 剧 团 ”已 经 走 出 河
南，脚步遍及山西、河北、安
徽，将豫剧的声音传到更高、
更远的地方。

范胜男创办的青年剧团如
今已经壮大到 56 人，仅 2023
年，剧团就“送戏入村”600多
场，多在河南周边村镇。婚丧
嫁娶、集市、庙会对她们来说都
是机会，每场演出平均有几百
人观看，尤其是逢年过节的乡
村演出舞台，虽然地方不大，却
往往座无虚席，甚至相邻几个
村的村民也都纷纷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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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里“搭戏台”

90后演员开启豫剧传承“第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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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雨中村戏”认识了范胜男和她
的安阳青年豫剧团。

“这么大雨，戏还能开吗？”
“咋不能行，一会儿就开始。”
风声、雨声、戏腔声。河南巩义丁沟村，舞

台下，坐满带着自家板凳的观众；村路上，各种
电动车、三轮车排出百米长。台上戏腔铿锵，
台下暴雨倾盆，观众身披雨衣、脚踩砖头，有的
赶了十几里路，带上一天的干粮，只为看上一
场过瘾的“村戏”。

藏在河南人DNA里的戏曲因子被唤醒，
看戏热情随之引燃。

这是安阳青年豫剧团演出现场的一天，也
是她们12 年来演出现场的每一天，这个基本
由90 后演员组成的民营剧团，扛过剧团初创
的艰难，到自负盈亏，却又遭遇疫情冲击。

从线下唱到线上，又从线上唱回基层老百
姓中，她们披星戴月，穿梭巷落，送戏入村。

“不管刮风下雨、酷热寒冬，看着戏迷带着
饭、骑着三轮车，跑二三十里路来看你演出，你
就知道，你为了什么而唱。”

剧团演出恢复后，范胜男
又回到了最熟悉的地方。她
们辗转于各地的乡镇村庄，基
本每天三场连轴转。“苦是真
的苦，累也是真的累，但相比
没有戏唱的时候，这种日子对
我们来说，很充实，很幸福。”

“把大戏送入直播间”也
给青年戏迷提供了观看和传
播豫剧的渠道，直播间里的很
多戏迷每天主动蹲在直播间
为剧团提供服务，为新进来的
观众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一位年轻戏迷甚至加入了
剧团，“他本身不是戏曲演员，
在网上关注了我们，后来成了
线下团员”。

范胜男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位来自河南巩义的粉丝。

这位粉丝本身就是一个资深
戏迷，在得知安阳青年豫剧团
当时的经营状况后，每年都会
在剧团的演出淡季，邀请剧团
到他的家乡去演出半个月。

“他可能是觉得做这行不容
易，也了解到我们的故事，再
则就是觉得这帮年轻人一直
在坚持自己的舞台梦想，所以
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

还有一次在山西演出时，
一 位 大 爷 到 后 台 找 到 范 胜
男，说在抖音直播间关注她
们很久了，“我特别开心，骑
了几十公里的电动车来看你
们演出。”过了一会儿，大爷
有点不好意思又神秘地对她
说，“明天我还会来，我给你
带一点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范胜男就
看到那位大爷坐在舞台下边，
手里拎着一个大矿泉水瓶，

“家里条件不好，没什么东西
能送的，这是自家酿的山西陈
醋，带给你们尝一尝，你一定
要收下。”

“或许这瓶醋值不了多少
钱，但对我来说，它代表的是一
份沉甸甸的、观众对剧团的喜
爱和期待。”这让她无比感动。

戏曲的立身之本在基层，
范胜男始终这样认为。入行
20余年，她觉得现在的自己，
和那个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用
毛巾做水袖的女孩仍旧怀着
相同的情感与热爱。
记者 宋莹玉 实习生 陈嘉卉/文
受访者供图

在河南，这样“自负盈亏”
的民营豫剧团有上千家，几乎
每家都面临过“没饭吃”的现
实难题。

她不愿意看到自己一手
创建的剧团如今七零八落的
场面。为了挣钱，范胜男学着
其他戏曲演员，开始在抖音尝
试直播，一个人面对着镜头去
唱大戏，唱了 15 年戏的范胜
男，竟然感受到了14岁第一次
登台时的紧张。她看不到任
何一个观众，但又感觉屏幕里
坐满了观众，这种感觉很新
奇，也充满了未知。

她原本怀着忐忑的心情，
没想到效果却出奇的好，第一次
直播，就有七八百人观看，渐渐
地，观看人员达到了 1000人、
3000 人、5000 人……每天晚

上，最高能拿到几百元的收入。
以前去线下看演出的戏

迷，听说剧团又开始唱戏了，
奔走相告，涌进直播间。也有
一些原本不听戏曲但被直播
吸引而来的年轻人，开始“入
坑”豫剧。

这让她看到了剧团“活过
来”的转机，范胜男挨个打电
话召回旧成员。2021年 10月
1日，在范胜男老家堂屋内，一
方小小的镜头将这帮人再次
聚集起来，她们将戏台子搬进
直播间，对着摄像机演出，粉
丝网友成了新的戏迷，直播打
赏也成为电子“戏票”。

范胜男不愿意一直靠着
粉丝刷礼物营生，想要靠直播
带货养活剧团，但第一场尝试
就给了她当头一击——粉丝

从 2 万多人一下掉到 181 人，
直播间的评论区，充满了观众
的质疑，甚至还有对演员的人
身攻击。

“戏一开场，就一定要唱
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剧团的演员一边流泪，一边唱
完了那场《打金枝》。范胜男
领着大家抗住了质疑声，她言
辞恳切，“我们要先生存下来，
有演出才有收入，才能养活自
己，才能给大家好好唱戏。”

这场直播后，剧团“人气
噌的一下起来了”。

如今，范胜男安阳青年豫
剧团的账号已积累了 50余万
粉丝，这种将“大戏带入直播
间”的举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接
触并喜欢上了戏剧，剧团也收
获了一批年轻的“铁杆戏迷”。

“我的热爱我的团”

抗住质疑声，收获一批年轻“铁杆戏迷”

为老百姓唱戏 生生不息

范胜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