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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一大早，庞丽娟简
单梳洗后，左手持木板，右手击
鼓，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

早起练功，是庞丽娟 60 多
年来始终坚持不懈的事，这是师
傅对她的叮嘱，也是她对戏曲艺
术的执著。

68岁的庞丽娟是沧州市益
民河北梆子剧团的团长，5岁学
艺，至今活跃在梆子剧表演的舞
台上。

沧州市益民河北梆子剧团
是一家民营梆子剧团。这些年，
剧团经历了低谷又迎来新生。

东奔西走传播
戏曲艺术

庞丽娟最近正准备到东光
送戏下乡。

“咱们这次一共演三天。剧
本我已经定下来了，待会你看完
剧本，通知大伙儿一声。”庞丽娟
说。

庞丽娟正在和剧团里的人
协调几天后去东光演出的事。

车辆、人员，包括吃喝，庞丽
娟都得操心。团里的演员岁数最
大的快 80岁了，她必须要照顾
好。

这是第几次去东光，庞丽娟
已经记不清了。她只记得一场场
演出谢幕后，村民们的拍手叫好
声，还有演员们离开时，乡亲们
依依不舍的样子。

目前，剧团里固定的演员有
40多名，加上流动的演员有 60
余人。

演员分老中青三代。每次演
出前，庞丽娟都会特意根据剧
目、身体条件等挑选演员。

河北省很多县市区，庞丽娟
的剧团已经去过多次。他们的演
出团队也在当地开了花，很多地
方多次邀请他们去演出。

现在，他们的触角又伸到了
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等
地。

“前不久，苏州、杭州还有深
圳的一些客户联系到我，想邀请
我们去当地演出，我都拒绝了。
因为太远了，我们去县里演出都
得雇五六辆车，去南方消耗的财
力和物力更大。”庞丽娟说。

前几年，剧团经历了低谷
期，当时变卖道具，自制服装，过
了几年入不敷出的日子，现在刚
刚缓过劲来，剧团里能达到收支
平衡的状态了。

庞丽娟不想带着剧团这么
快节奏地前进，她怕刚刚奋斗来
的“果实”又不够让大家“果腹”。

“说不愿意去，心里也痒痒，
我多么想让全国人民都看看我
们剧团演的戏，但是这个愿望只
能让它慢点变为现实了。”庞丽
娟说。

“赔本买卖”

惠民演出、送戏下乡、文化
义演、消夏演出、敬老院慰问演
出、戏曲进校园……每年 300余

场的演出，至少有 150余场，庞
丽娟带队免费演出。尽管如此，
庞丽娟的剧团从来没有因为没
有收入而降低演出质量。

观众们也渐渐熟悉了庞丽
娟，都知道她是一个“戏痴”，无
利可图的表演，她更加高标准、
严要求地完成。有时候，听着观
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她甚至还会
安排加演。

庞丽娟的穿着简单朴素，她
的家中亦如她的穿着。

家中陈设简单，桌子、沙发、
一张床，其他的都是戏曲服装、
道具和乐器。没有演出的时候，
她就在家里排排戏，缝补戏服，
动手做一些戏服上的配饰。

她家唯一一件大一点的家
具，就是客厅墙上的一面镜子，
镜子长约4米，近2米宽。

每次排了新戏，她就会把大
家喊到家里来，对着这面镜子排
练。

庞丽娟其实是有退休工资
的，但她把退休工资都搭进了剧
团。

每年冬天，庞丽娟家中也不
取暖，她把取暖费也都投进剧团
了。她总说一个人在家，交着取
暖费，太浪费。家中的亲人心疼
她，就给她购置了一些采暖用
品。

“这会儿比过去的日子好多
了，最起码有收入了，能把大家
留住，也算是对得起当时大家投
奔我来的初心了。”庞丽娟说。

“现在省里有政策支持咱，
省里的领导也来慰问过咱，还给
了咱们一些经济支持和一些道
具、乐器等。这给了我很强的精
神力量，不管咋样都得好好唱下
去。”庞丽娟说。

有的时候，想约剧团演出的
人联系到庞丽娟，当对方问能不
能免费演出时，庞丽娟从来没犹
豫过，都是一口答应。

“别人觉得我傻，白演的活

儿还挺高兴，我不这么想，我就
是想宣传家乡戏，人家给机会我
就要抓住。我想让家乡戏走得更
久，走得更远，让河北梆子不会
在人们心中黯然失色。”庞丽娟
笑着说。

庞丽娟说，唯一不好的地
方，就是有点对不住剧团里的演
员，总让大伙儿白干，很感激大
伙儿从无怨言。

30名孤儿

庞丽娟有一个大家庭，她有
31 个儿女，其中只有一个是她
的亲生女儿。

其他的 30 名“儿女”，都是
她二十多年前四处演出收养来
的孤儿。

年轻的时候，庞丽娟和丈夫
四处去演出。有一次，他们来到
一个县城的某个村子里，庞丽娟

在戏台上表演，戏台后的小吃摊
上突然传出了很大嘈杂声。

哭声、喊声、叫声……庞丽
娟非常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
等她表演结束，她立刻奔向后
台，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抓住几
个孩子。听村民说，这几个孩子
没人管，经常来集市上或偷或
抢。

刚刚办剧团起步的庞丽娟，
自身都是泥菩萨过江，家里还有
一个不到 10岁的女儿，得经常
托亲戚照顾，但她还是动了恻隐
之心，把这几个孩子留在了剧团
里。

从那之后，一个、两个、三
个……她收养的孩子越来越多。

“我没什么好教他们的，也
只能把我这一身手艺传给孩子
们，带他们练功，管他们吃穿，只
有一个要求，以后要走正路，再
也不许偷抢。”庞丽娟说。

有的孩子住在庞丽娟家，那
个年代条件不好，孩子们的衣服

总是要改了又接，这件短了接上
一块，那件瘦了改肥一点。

日子就这么坚持过来了，现
在孩子们都大了，一到过年，住
得离庞丽娟家近的孩子们都回
来看望她。她家煮熟的饺子都得
用盆装，200多个饺子一会儿就
见底。

结婚、生子、就业、住房，就
连生病，庞丽娟都要亲力亲为照
顾这些孤儿们。

现在，这 30 名孩子都活跃
在河北梆子剧舞台上，有的留在
庞丽娟的剧团里，有的去了外地
的其他戏剧团，他们还学习了当
地的部分剧种。

“那会儿就想着，反正我们
也是常年在外面演出，吃穿住都
在一起，带着他们一方面能够帮
助孩子，另一方面也能培养梆子
剧苗子，一举两得。”庞丽娟说。

丈夫的临终嘱托

庞丽娟的梆子剧团成立于
1998年，由她和丈夫共同经营，
原名叫沧州市顺利河北梆子剧
团，后又改名为现在的名字，是
沧州市最早的民营河北梆子剧
团之一。

她和丈夫酷爱戏剧表演。有
一年，丈夫因连续多天演出，疲
劳过度，突发脑溢血送医抢救。

庞丽娟和丈夫当时都在外
地演出，人生地不熟的庞丽娟在
热心观众的帮助下把丈夫送进
医院。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丈
夫脱离了生命危险。

庞丽娟将丈夫安顿好后，在
丈夫的一再嘱托下，又返回了演
出现场。

2016 年，丈夫撒手离开了
庞丽娟。在弥留之际，她的丈夫
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声问庞丽
娟：“我走以后，你到底能不能把
剧团干下去？”

庞丽娟眼含泪水，抬头发
誓：“你放心，我跟你保证，活着
干，死了算。”

接下来的重担都落在了庞
丽娟身上。她全凭着一股干劲
儿，带着剧团度过了最艰难的日
子。

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庞
丽娟给团里打“补丁”，少角色她
补上，少弹奏乐器的老师，她补
上。

现在剧团没有负债，还能给
大家正常开工资，商演和义演都
邀约不断，庞丽娟干劲更足了。

2022 年，庞丽娟文化名家
工作室成立。庞丽娟文化名家工
作室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戏曲活
动，给学生们讲述河北梆子的历
史、特点，并指导学生们练习身
段、手势手位。学生们跟着捻指、
叉腰……个个学得有模有样。

庞丽娟还在乡村定期开展
文艺演出活动，把河北梆子带到
乡村舞台，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

现在，庞丽娟每天都忙得不
停脚，不是在演出的舞台上，就
是在去演出的路上。

（本版图片由庞丽娟提供）

庞丽娟和她的梆子剧团
本报记者 董芳辰

一年300多场演出中，150余场免费。为了传承戏曲文化，她带领剧团
进校园，到敬老院——

庞丽娟传播戏曲艺术

剧团进校园剧团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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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年份茅台酒、五粮液、剑南春、郎酒、泸州老窖、西凤、汾酒、董酒、
洋河大曲、古井贡酒、药酒、虫草等。（可打电话咨询，如不方便可免费上门鉴定回收）

地址：沧州市解放路市政府对面尚都烟酒 电话：13785710006

收购各种老酒 名酒 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