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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京剧社的票友老生联唱。

大安京剧社的票友青衣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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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票房日，负责人们都
会早早到达，安排好器乐和场
地。”票友们告诉记者，票房在负
责人的带领下，上下团结一心、
齐心协力，营造出学习京剧的良
好氛围。

走进大安京剧社，墙上挂
着 的 小 黑 板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
记 者 看 到 ，票 友 们 在 上 面 依

次签到，按顺序进行练唱。这
群 多 数 已 过 花 甲 之 年 的 票
友，经常站着练习，一练就是
好几个小时。

票友们因为爱好京剧走在
一起，大安京剧社对他们来说就
像个大家庭一样。大家的感情也
变得深厚起来，不仅会在票房互
相学习、切磋京剧技艺，还会互

话家常、互聊家事。
“每次一听到说要下去表

演，大家积极性都很高，都很乐
意。”近年来，大安京剧社参与演
出是一种常态，他们经常送戏进
学校、下社区，深受广大群众的
认可与喜爱。

“我们老票友会做好‘传帮
带’，希望能吸纳更多年轻人加
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一起把京剧
这一国粹传承下去。”大安京剧
社负责人说。

京剧社就是个大家庭

今年 86 岁的王丽芳是邻居
节表演队伍中最年长的。虽已近
耄耋之年，唱起京剧来，却有板有
眼、范儿十足。“我自己在手机上
自学的，跟着手机上播放的戏曲，
一句一句地学唱。”说着，王丽芳
拿起手机给记者演示起来，“我会
唱的京剧可多了，有《春秋配》《楚
宫恨》《娄山关》《望江亭》等。”

然而，王丽芳也曾为京剧发
音的“假嗓”发愁。“我学京剧走了
很多弯路，一开始只知道用‘真嗓
子’发音，每次还没跟唱多久，嗓

子就疼。”王丽芳说，因为热爱京
剧，所以她并没有放弃，花了将近
一年的时间刻苦钻研，最终学会
利用“假嗓”发音。

“唱戏让我很快乐，极大地丰
富了我的晚年生活。”作为京剧社
里年纪最大的一位票友，王丽芳
唱京剧已经有 20 多年了。如今，
表演京剧已成为她实现老有所乐
的重要方式。近些年，王丽芳虽然
一直待在海南三亚养老，但多年
来养成的唱戏习惯却从没落下，
她每个星期总会出去唱上几场。

“唱戏让我快乐”

“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
愤，黄连苦胆味难分……”锣
鼓一响，接玉珍便携现代京
剧《杜鹃山》选段《黄连苦胆
味难分》登场，吐字准确、唱
腔圆熟，形神兼备的表演将
角色的性格特征和情感变化
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曲唱罢，
现场叫好声不断。

“票房里的票友们，有的
是从小对戏曲表演有兴趣，
有的是在退休后爱上了京
剧，开始自学。有的票友为了
提高水平，甚至走路时都会
播放戏曲跟着哼唱。”大安京
剧社负责人介绍，京剧的表
演艺术非常精湛，包含唱、
念、做、打等多种技能，需要
演员通过长期的训练和实践

才能掌握。为此，他们在请专
业老师来票房给票友们进行
专业授课的同时，还会积极
鼓励票友们外出表演学习，
积累实践经验。

大安京剧社自 2018 年
成立以来，已成为不少票友
集聚、传习、排练的重要场
所。票友们每个星期会花上
3 天时间到票房集中练习，
这些年来一直都没有间断
过。当天，为了能够在邻居节
上给居民们呈现出精彩的表
演，票友们更是早早来到大
安街社区服务中心候场。“京
剧是国粹，是我们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魅力
无穷。”一提起京剧，票友们
脸上挂满自信的笑容。

在刻苦练习中感受京剧魅力

记者 王秀丽

“听说今天社区有京剧表演，我们很期待，一大早
就过来了。”9月8日，大安街社区服务中心的大门口格
外热闹，社区的居民们陆陆续续赶来，一边聊天，一边
选好位置坐下，准备听戏。

当天，大安京剧社受大安街社区邀请前来参加邻
居节活动。随着锣鼓、京胡等乐器齐声鸣奏，京剧表演
正式拉开序幕。随后，现代京剧《红灯记》《杜鹃山》《白
毛女》《智取威虎山》和传统京剧《贵妃醉酒》《凤还巢》
《柳荫记》《霸王别姬》等选段逐一上演，赢得社区居民
掌声不断。

接玉珍表演现代京剧接玉珍表演现代京剧《《杜鹃山杜鹃山》》选段选段《《黄连苦胆味难分黄连苦胆味难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