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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文非与北海市粤剧团

张维瑞

湘文非同志已辞世四年多了。她是两广粤剧界享有盛誉的戏曲艺术家，是

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剧协广东分会理事、广西壮族自治区剧协理事。广东省

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好党员。历任北海市粤剧团

团长十九年。湘文非同志勤勤恳恳、艰苦奋斗献身戏曲事业和对北海市粤剧团

的贡献业绩，为我们后人所怀念。

从洗瓶妹到艺术家

湘文非(霜雯霏)，原姓杨，叫杨文非小名：阿联生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

五日，是广东省南海县西樵人。父亲杨爵臣，是名做交箱工人，母亲钱连芳，

跟别人梳头为业。霜雯霏是她的艺名，从事艺术生涯沿用多年，解放前在湛江

一带已盛名，解放后为了好书写，改为湘文非，含义有非凡艺术才华。同辈艺

术行家和晚辈徒几均尊称她为非姐。非姐八岁时跟随姐姐到广州一问汽水工厂

做洗瓶童工。十一岁时，广东粤剧团先声薛觉先、马师曾、千里驹、上海妹、

白驹荣等，掀起粤剧改革，用广州方言设计唱腔，代替过去官话唱腔。这一划

时代创举，悠扬而又通俗的唱腔，唤起了非姐的极大兴趣，不做洗瓶童工，决

心学艺，拜云中凤、云中鹤为师，从此踏上艺术生涯的征途。由于她勤奋好学，

十五岁可以担任二部针(即中层)演员。二十二岁已被聘去澳门镜花艳影班做帮

花(即第二花旦)。抗日战争爆发后，澳门沦陷辗转香港、湛江等，与当时有名

的花旦钟卓芳(男)、郎筠玉等同班同台拍演，并得到两位名旦指点，艺术大大

提高。一九四一年非姐已二十四岁，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程度，已可担任主要演

员，从此在《兴中华》班担任正印花旦，与当时女文武生冯狄强、文武生曾次

伯等在湛江合拍演出。湛江战事吃紧，转到韶关地区英德、曲江、乐昌等地演



出。抗战胜利后，再度来湛江、吴川、电白、海康等地。解放后一九五○年从

湛江来北海，从此后扎根北海历时二十四年，成为北海观众最喜爱的好演员。

跟着共产党 走社会主义道路

旧社会称戏班为三教九流外，解放后党称他们是文艺战士、人类灵魂工程

师，在艺术上有造诣的称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剧团所有人员政治思想

起了根本变化，心向着共产党，运用他们特有的艺术才华为人民服务。

解放初期北海有不少流散旧戏班艺术人员，党和政府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出

路，号召组织起来，进行艺术生产，当时分别组成群工粤剧团，群力粤剧团。

群力粤剧团由湘文非、林玉棠、谢剑郎等一批主要演员，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十

一日组成，民主推选由湘文菲任团长。那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各方面工作要

进行改革，如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理顺财政、争取国

民经济根本好转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了提高剧团人员政治素质和当家作

主精神，搞好艺术合作，于一九五二年问组织民主建政工作队，深入剧团进行

反对班霸，接受阶级教育、前途教育、民主办团，加强艺术合作。正值社会改

革之际，非姐原丈夫吴灼棠，广东电自县亭子乡人，原是伪军人员，曾任电白

县伪自卫大队长。于一九四四年非姐在电白县一带演出时，依仗他的“地头蛇”

的势力，威胁剧团安全和生活，软硬兼施，死死的纠缠非姐，非姐出于对剧团

一班的安全和生活，只好委曲求全，无奈被迫嫁给吴做三姨太。电白土改期间，

当地农民协会来到北海把吴灼棠掀出来，扣进监狱。当时农协会不问真相，也

要把非姐带走，领导北海市城乡联络处的中共北海市委组织部部长朱聆获悉此

事，坚决制止，又亲自解释党的政策：“湘文非是艺人，她靠演戏为生，不参与

吴家剥削，不准把人带走；一切艺术生产资料属其所有，也不准乱动”。党的政

策感召，给非姐脑海打下深刻烙印——共产党正确、伟大。从此，非姐通过法

律手续与吴灼棠办理离婚，亦把女儿改跟自己姓杨。

民主建政后，群工粤剧团转去浦北县，艺力粤剧团转去钦县，群力粤剧团

留下北海。一九五四年政务院颁布《关于民间职业剧团登记条例》，湘文非积极



响应，带领一班人，遵照“条例”进行登记，挂勾北海地方，接受市人民政府

领导，属地方文化事业单位。刚与地方政府挂上勾，就受到最严峻考验。五四

年农历八月初三日，我市受十二级以上台风侵袭，把篱笆墙竹瓦面的《海珠戏

院》全刮倒，院方决定不再经营，市文化局向自治区政府申请拨给四亿元(旧币、

相等于现在四万元)，由粤剧团筹建《红星戏院》，晚上在临时建的戏棚(现新华

书店后面——旧桃园)演出，白天参加劳动，挖基础、拉大梁、运沙土、做小工

传青砖、开沙浆等劳动，晚上演出后也去运砖，节约了大量支出，建起 892M2

的戏院，并经营了四年多，后来移交地方政府接收，成为单独经营的文化企业。

剧团登记挂勾北海后，湘文非、谢剑郎、林玉棠、郭从云、小莺仙、倩楚

萍等主要演员通力合作，阵容相对稳定，多次顶住所谓“自由组合”那种时聚

时散的无政府主义的流寇式的合作歪风。非姐肩负重任，自知在剧团是位举足

轻重的人，她铭记党的恩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维护集体利益，外地剧团多

次出高价聘请，都被她婉言谢绝，并表示“哪里都不去，北海是我的第二故乡，

一辈子扎根北海”。剧团同人对非姐这种大公无私精神很钦佩和崇敬。所有台柱

(主要演员)见到非姐意志坚定，大家也表示坚决合作到底。

市委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决定在剧团建立党、团支部。党组织根据湘文非

一贯表现，有一颗为党的文艺事业而奋斗雄心，本人积极申请，广泛征求群众

意见，经上级党委批准，子一九五六年七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

锋队的一员。非姐入党后，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以无产阶级先锋队员标准要求

自己，艺术上精益求精，生活上与同志们同甘共苦。非姐又积极建议把剧团更

名地方化，经支部同意上报市人民政府批准，于一九五七年春节改名为《北海

市粤剧团》。党组织建立，上级又派下支部书记和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

协助搞好经营管理，非姐积极带头改革，把剧团原工分分配制，改为基本工资、

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大大调动剧团演职员积极性，连年超产，人人有奖励，

剧团多积累。随着积累不断扩大，除增添充实生产资料外，对剧团存有个人戏

服实行赎买。其他演员服装均按价值赎买补偿，非姐对她个人的价值一千多元



的戏服表示无偿献给剧团。上级对她这种行动表示赞扬，但不能无代价的接收，

经领导再三讲清道理，她只好草草的折算一下，收回九百多元了事。服装拆价

赎买完成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时，又经北海市

人民政府批准为《地方国营北海市粤剧团》，并赠给一套大幕，冠有《地方国营

北海市粤剧团》。

运用戏曲艺术为人民服务

群力粤剧团于一九五一年建立时，是民主合作的民间专业艺术团体，当时

群众生活还不稳定，剧团演出也不正常，时断时续，大家生活仍很艰苦，但对

社会改革工作还是热情积极协助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是根据中心工作编写

宣传曲上街宣传；二是排练剧目跟随工作队下乡演出，配合宣传提高群众阶级

觉悟，促进中心工作开展。如配合土地改革排演《九件表》、《白毛女》；贯彻《婚

姻法》，排演《小二黑结婚》、《小女婿》，收到好效果。在抗美援朝、清匪反霸、

禁烟禁毒、购买折实公债、三反五反、民主建政、征兵等工作中，编写几十篇

小粤曲进行宣传。下乡演出还与农民“三同”，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参加群众

斗争，在宣传同时接受再教育。他们高度政治热情和艰苦工作作风，受到党政

领导同志的赞扬。

登记挂勾地方后，市政府派下专职文艺干部，帮助搞好组织建设、思想建

设和艺术建设。办起文化补习班，扫除文盲和提高文化水平，51年已扫盲(速成

识字班)。读剧本和排练时，解释剧中人物自传和表演中思想感情，提高对剧本

的理解能力。还逐步整理记录剧本，改变过去定提纲演戏和“爆肚”(无固定曲

本，出台随意唱)现象。市政府还拨给专款，特邀广西京剧团陈甦仁导演来团传

授导演、表演知识，还协助排练《小女婿》、《室莲灯》的“二堂放子”、《红楼

二尤》，参加一九五五年广西第一届戏曲汇演，荣获团体奖、优秀演出奖、音乐

奖、舞美奖；非姐获优秀演员奖。在汇演期间还举办群力粤剧团艰苦创业、勤

俭办团、自力更生等建红星戏院的图片展览和经验介绍，受到广西戏曲界好评。

北海划归广东后，一九五八年以北海外沙《妇女号》渔船为题材编成剧本，



经合浦地区现代剧观摩汇演，被选拔代表合浦地区出席广东省现代剧汇报演出，

荣获剧本奖。广东广播电台还特邀录音全剧向全省广播。《妇女号》一剧，曾特

邀广东粤剧院付院长兼导演林榆来我市执导，因而在表导演都取得较好效果。

一九五六年起，中央提出各地剧团打破固定在一地域演出界限，提倡深入

农村、工矿、部队巡回演出，为工农兵服务。从此北海市粤剧团连续十多年，

足迹走遍广西桂东南各县城乡和广东粤语地区，每年均超过中央要求有一半场

次到基层演出的指令计划。在巡回演出中将多年来排演优秀的保留剧目《室莲

灯》，《秦香莲》、《红楼二尤》、《杨八妹闯关》、《冼太夫人》、《张羽煮海》、《小

女婿》、《百毛女》、《妇女号》等送到广大人民群众中。由于多年来北海市粤剧

团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阵容稳定，又能坚持持上山下乡演出，演好剧目，辅

导业余剧团等取得优异成绩，于一九六○年受到广东省文化局通报、登报表彰

四个优秀剧团之一，发给奖金肆百元。

培养接班人 继承人民戏曲事业

非姐年刚四十(一九五七年)就有卓越远见，提出招收学徒进行培训，这一

倡议得到上级支持，经批准出广告公开招生。以后分几批和个别吸收，采取边

培训边跟班“当兵”做手下，“企两边”实践。舞蹈、唱功、补习文化集体学习；

表演艺术采取师父带徒儿方法。经两年多的基本训练后，根据各人性格特点，

选排适合各人扮相行当的折子戏，由行当演员负责传授技巧，建立师徒关系，

提倡尊师爱徒，师徒融合传艺学艺，以角(行当)带角，分散辅导，统一排练，

并聘请广州著名老师曾浦生教授唱腔，使青少年演员进步很快。为了加强实践，

从一九六○年起组织《北海市粤剧团青少年演出队》，共二十七人，以农村、工

矿为主要演出点。一九六一年问，演出队在合浦白龙乡演出，遇上中国戏剧家

协会田汉主席偕夫人安娥到白龙考察珍珠城，他对这个小演出队伍大加赞扬，

并合影留念。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间，广东省委宣传部付部长杜埃和作协主席周

钢鸣来北海检查工作，看了青少年队演出后，回到广州建议广东省文化局调青

少年队到广州汇报。由市委宣传部付部长孔令淦带队，于一九六三年一月专程



赴广州东华戏院汇报公演，当晚杜埃倍同省委付书记区梦觉(区大姐)等领导同

志观看，演出结束后区付书记、李门(省文化局付局长)、梅重清(剧协广东分会

主席)和粤剧界老前辈红线女、罗品超等到后台会见青少年队全体同志，鼓励大

家再接再厉，提高艺术水平。《羊城晚报》发表评论《二十七名青少年粤剧演出

队》为题，大加赞扬这个精干队伍，能演出长剧《杨八妹闯关》，有些演员先后

饰三个不同角色，真了不起。随后安排几个戏院公演，在广州度过一九六三年

春节。春节期间楚岫云、郎筠玉、小木兰等著名演员到戏院探望青少年队，还

问“在广州过年好玩吗?大家思家吗?”哄起大家快乐情趣。一九六四年钦州地

区将从广东又划归广西前夕，南宁演出公司还邀请去南宁，先后在邕剧院、桂

剧院、人民艺术剧院、人民戏院演出三十多场。《南宁晚报》专题评论《杨八妹

闯关》一剧表演，对饰杨八妹的赛文非(湘文非女儿)表演大加赞扬，文武双全，

男女角都表演得很出色。一九六四年后青少年队与主团合并，部分演员提升主

团演员。培养这个小队伍的湘文非、谢剑郎、王隆新等相继去世，而这批青少

年演员现在均已达四十岁左右了，现由他们组成现北海市粤剧团的台柱。

结束语

一九六六年动乱开始后，剧团处于瘫痪状态，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把

中华民族优秀艺术作为“封资修”来批判，把传统戏曲遗产作为宣扬“帝王将

相、才子佳人”加以全盘否定，这些剦割中华民族历史的“艺盲”自命“好汉”，

把全国戏曲艺术团体统统解散，北海市粤剧团也不例外。一九六九年市粤剧团

的人员，除少数年老体弱者外，分别安排到港务局、航运局、市建司、水运公

社。虽然组织上被瓦解，但他们思想上保持积极性，在各自岗位上参加劳动外，

还继续运用特有艺术专长参加业余演出活动，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方面还起了

一定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正本清源，肃清“左”的影响，在市委、

市人民政府领导关怀下，北海市粤剧团又重新组织恢复起来。以湘文非为首的

老师们辛勤培养下的一代戏曲艺术继承者叶少珍、梁少璐、郑以瑶、周南富、



梁钎廷、马开礼、林东平、覃灼华等，已成为今天北海市粤剧团的台柱。他们

继承和发扬湘文非等老一辈艺术家和北海市粤剧团光荣传统，再接再厉，近年

来在艺术上取得可喜成就。一九八四年十月以自己创作现代剧《潮涨潮落》参

加第一届广西剧展，荣获优秀演出奖等六项奖励。我们相信，北海市粤剧团与

兄弟剧种、兄弟剧团一样，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这朵民族艺术之花，在祖

国大花园里将开得光彩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