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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俞南道（笔名南山），男，浙江岱山人，1945 年 10 月出生。大专学历，

具有群众文化专业馆员、国家三级编剧、政工师和注册物业管理师等专

业职称。于 1964 年 3 月应征入伍。历任岱山县文化馆馆长、县文教局文

化股长、县委宣传部宣传干事、县文艺创作室主任、舟山市越剧团书记兼

团长、宁波市北仑区房地产管理处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宁波市北仑区

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等职。系舟山市文联委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和音

乐家协会会员，1986 年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曾任宁波市北仑区戏剧曲

艺家协会副主席和理事等职。

作者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组织工作起，先后创作

《海螺长鸣》《终身大事》《孟得才中头奖》《豆腐郎》《归雁曲》《乐昌公主》

《荷花塘》等大戏剧本 10 余个。

其中，八场古装越剧《归雁曲》，获舟山市优秀剧目奖；八场古装越

剧《豆腐郎》，获浙江省优秀剧目奖；代表作 —— 七场现代越剧《终身大

事》，1981 年获浙江省现代戏调演剧本一等奖，次年获全国优秀剧目奖，

并受浙江省文化厅专文通报嘉奖，后入辑《中国越剧大全》。以上三个大

型剧目先后被舟山电视台、上海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摄制成舞台电视片

播出。

此外，先后创作发表小戏、小品、曲艺作品 30 余个；诗歌、歌词 30 余

首；散文、杂文 20 余篇。其中话剧小品《干杯在子夜》，获宁波市戏剧小

品调演一等奖；话剧小品《进山》，获浙江省小品征文一等奖；翁州走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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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上任》，获浙江省优秀曲艺作品奖。

另发表社科类论文 10 余篇，其中《论小区管理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

历史地位》一文，入编《中华管理要论选集》，并列入中国社科院“全国软

科学成果应用转化”项目。

此外，曾担任《岱山县志》的文化编、社会风俗编主笔和《岱山县文化

志》主笔。

作者代表作品和生平事迹，先后入编“浙江省戏剧创作成果展”、《中

国越剧大全》《中国文艺家传集》（卷二）和《当代中国人才库》（卷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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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鄙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从事舞台艺术作品创作，至今

已四十余年，先后创作了大戏剧本十余个，小戏、小品和曲艺

作品三十余个。这些作品大多在参加地、市和省文艺会演中

获奖，并在各级各类文艺刊物上发表。

其中有三个大戏，分别由舟山电视台、浙江电视台和上

海电视台摄制成舞台戏曲片播出。代表作 —— 七场现代越

剧《终身大事》，于 1981 年获浙江省现代戏调演剧本一等奖，

又于 1982 年获全国优秀剧目奖，并入辑《中国越剧大全》。

2009 年，北仑区文联为庆祝和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

集本区九名主要作家历年创作作品之精华，出版了《北仑作

家文丛》（第一辑）九本，鄙人的戏剧作品选集《柳荫婆娑》一

书列入其内。该书出版时，因当时篇幅有限，加上为花色搭

配之需，只选入了三个大戏和五个小品。

这次，又蒙北仑区文联厚爱，再次为本人出版《春柳依

依》一书，本书汇集了三个大戏、四个小戏、四个小品和三个

曲艺作品。

《柳荫婆娑》和《春柳依依》这两本书，共选辑了二十二个

作品，其中大戏六个、小戏四个、小品九个和曲艺作品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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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还有几个较为成熟的作品，因昔日发表的出处难以找到

而未能入辑，但这两本书的集辑出版，已对本人历年来的创

作成果作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汇总和肯定。

请允许我打个比方，这犹如吾生有一大群儿女，却又长

期星散于天南海北而不得会面，今日突然集聚一堂，岂不也

有些“合家团圆”的欣慰之乐耳！

为此，谨向北仑区文联及有关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值得一释的是，两本小书均以“柳树”喻名，其中是略有

寓意的。

回顾年轻之时，我只对器乐演奏略有所长，对于艺术创

作，实属一窍不通。然则在阴差阳错之中，在我 27 岁那年，

组织上任命我为岱山县文化馆馆长，出于为应对各级会演找

米下锅之迫切，被迫涉足舞台艺术作品创作。在“写剧本，混

饭吃”的无意之中，渐悟作剧之道，偶有成功之作。这不正应

了一句业内的行话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

荫”了吗？此为其一。

其二，鄙人深知所有作品，皆如岸边杨柳，虽然也有根能

护堤，枝可点景之奉献，但终究成不了参天大树，只为一方环

境增添些许绿色，仅此而言。故两书均借一个“柳”字而名之，

聊以自知耳！

最后，请允许我以一首旧日的诗作 ——《夜作感怀》作

结。其云：

更深夜静月西沉，笔奔素笺久未停。

茶换多汁又冰凉，烟烫指头方知尽。

一幕构思费数更，二辞推敲唯求准。

独笑出声人若痴，滴泪缄言剧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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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无师半自通，弄潮赶海倍需勤。

拾得彩贝案头满，穷雕细琢似有神。

艺海跋涉平生趣，叠叠废稿步步程。

待得观众啼笑日，酬侬白银饰双鬓。

作　者　　　

2013 年 10 月于北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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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场现代越剧    

荷花塘

人　物 :（人物年龄以该人物首次出场为准）

阿　德 —— 男，38 岁；

荷　花 —— 女，10 来岁；

荷花娘 —— 女，50 多岁；

周小龙 —— 男，22 岁；

周　母 —— 女，周小龙之母，50 来岁；

秀　兰 —— 女，17 岁；

石　祥 —— 男，18 岁；

秃顶二叔 —— 男，50 多岁；

快嘴二婶 —— 女，45 岁；

店家及男女群众若干。

序　幕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隆冬。

【某乡村荷花塘边，阿德家门口。

【音乐声中幕启。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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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伴唱声起：

　　　　　　银花万簇舞苍暝，

　　　　　　散落荷塘无处寻，

　　　　　　无处寻，有寻处，

　　　　　　洁雪化水添塘深。

　　　　　　水护莲根渡三九，

　　　　　　枝壮叶茂有来春。

　　　　　　待得六月三伏过，

　　　　　　艳花出水香袭人。

【以下画面均在伴唱声中进行 —— 阿德肩背柴禾顶风冒雪

上。推门进屋。

　　　　　　风助雪，雪伴风，

　　　　　　风歌雪舞迎归人。

　　　　　　三分薄板难御寒，

　　　　　　光棍家中分外冷。

【小荷花肩挎讨饭破袋，手扶重病母亲，步履艰难地上。

　　　　　　乱世国难民尤难，

　　　　　　随风飘来行乞人。

　　　　　　异乡客地病难支，（老母倒地）

　　　　　　残体倾倒雪盖身。

　　　　　　少幼无力声声泣，

　　　　　　惊动了荷花塘边的热心人。

【阿德闻声出门，扶母女二人进屋。为病母灌茶。

　　　　　　淡茶三口暖心扉，

　　　　　　残烛回光重复明。

　　　　　　举目凝望细细看，

　　　　　　景疏人生情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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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颤舌难吐感恩话，

　　　　　　无言却比有言甚，

　　　　　　长跪三揖托孤女 ……

【荷花娘突然咽气死去。小荷花扑身大哭。阿德惊呆。

　　　　　　辞未尽意目已瞑。

【灯暗。幕落。

第一场

【八年之后，中夏。

【城郊半路亭前，亭内兼设小店。

【幕启。阿德随带一枝荷花，挑一担番薯上，圆场。

阿　德　（唱）扁担悠悠脚生风，

　　　　　　挑担番薯进县城，

　　　　　　卖得钞票送学校，

　　　　　　探望荷花读书人。（放担）

　　　　　　昨夜晚，好梦一段耐人忆，

　　　　　　小荷花，大学毕业归家门，

　　　　　　进屋先行见面礼，

　　　　　　声声感谢我大恩人。（憨笑，从箩筐内拿出一枝含苞待放的莲花）

　　　　　　想荷花，访荷花，

　　　　　　带一枝莲花送亲人。

　　　　　　花发清香陶人醉，

　　　　　　人比花好更可亲。

　　　　　　想那日，雪地收留孤苦女，

　　　　　　光阴如箭八年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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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道，拔来的毛毛粘不牢，

　　　　　　她却似，池塘的莲藕深扎根。

　　　　　　近年来，乡邻串门多戏语，

　　　　　　皆劝我，顺手牵羊与她结红绳。

　　　　　　莫不是，落叶甘蔗甜在根？

　　　　　　倒叫我，半装正经半动心。

　　　　她已经十八岁了，快了，快了。（傻笑）

【阿德坐于一旁石凳，烟瘾顿发，掏出烟盒，烟尽。他抬头看  

见亭内小店，忙掏衣袋凑钱。起身喊店家。

　　　　 喂！买一包香烟。

【店家内应出。阿德付钱买烟。忽见旁边摆着只大香泡，若

有所思。

阿　德　香泡？！（随手拿起）对不起，换这个。（还烟）

【店家进内。

阿　德　（闻香泡）唔，真香。

【阿德发现地上烟蒂，欲拾又止，警窥四周，然后迅速地拾起

烟蒂，复坐于石凳。复窥四周后，急忙点燃烟蒂大口猛抽，烟

尽烫手，急忙丢掉。然后，挑起担子，自觉可笑地下。

【周小龙、石祥、秀兰三人，帮荷花挑着铺盖、拎着行李，送荷

花从舞台反侧齐上。圆场。

　　   　（幕后伴唱）路迢迢，风轻轻，

　　　　　　　　　荷花辍学离校门。

　　　　　　　　　同窗送行惜别离，

　　　　　　　　　半路亭前话知心。

荷　花　唷，半路亭到了，大家歇会儿吧。

众　合　好，歇会儿。（众人放下行李，坐于亭内）

秀　兰　荷花，你的成绩这么好，不考高中，实在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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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祥　回去跟阿德叔商量商量，他会同意的。

周小龙　石祥，不考高中是荷花自己的主意，她有她的难处啊。

荷　花　同学们！

　　　　（唱）校园生活九长载，

　　　　　　同窗友情尤可恋。

　　　　　　我也想，与众共作同林鸟，

　　　　　　翱翔蓝天任腾翻。

　　　　　　只因为，为人须知三分理，

　　　　　　该自知时应自断。

　　　　　　八年来，我深受叔叔父母爱，

　　　　　　害得他，节衣缩食添艰难。

　　　　　　三年来，进城读书花费大，

　　　　　　更叫他，酒不沾唇烟常断。

　　　　　　我梦中常浮旧日景，

　　　　　　胸内未忘酬恩愿。

　　　　　　常言道，滴恩当以涌泉报，

　　　　　　今日我，停学务农带笑还。

周小龙　（唱）带笑还呀，笑难堪，

　　　　　　你这是，胸抑百感强装欢。

秀　兰　（唱）强装欢呀，实难欢，

　　　　　　只可惜，青梅竹马从此断。

周小龙　（唱）离别赠本小字典，（赠送字典）

　　　　　　但望你，自学勤奋志莫短。

荷　花　（唱）接字典，手颤颤，

　　　　　　荷花我，深领学友情万般。

　　　　　　还手回赠笔一支，（赠笔于周小龙）

　　　　　　愿你们，百尺竿头共登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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