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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原药业

III丰原药业
丰原集团以卓越的品质追求多元化发展，以“关爱人类健

康”为宗旨进军医药产业，形成药品研发、生产制造和市场营
销三位一体的现代医药运营模式，并控股安徽医药行业首家上

市公司一一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丰原药业产业拥有五家药厂、两个医药研发机构、一个零

售连锁公司和两个药品经营公司，产品覆盖注射剂、粉针、胶
囊、颗粒剂、片剂、散剂、滴眼液、贴片等八大剂型，包括塑
瓶和：tI三PVC软袋输液系列产品，共上百个品种。其中阿拉瑞林、
来比林、乳增宁胶囊等均为国内独家生产，并拥有多个国家级
新品种和多项国家专利。近年来，先后有各大剂型近27条生产

线通过了GMP认证。
丰原药业凭借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完善的营销网络和专业

化的销售队伍，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办事处，逐

步形成了辐射全国的、多层面、立体化、集约化的医药营销格
局。

丰原医药零售连锁事业迅速成长，成为丰原药业产业的又
一⋯一支链。丰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借助集团的雄厚实力和自身

的超常规发展，实现现代化连锁经营，以“优质、优价、诚实、
守信”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和青睐，成为安徽省首批规模化、标
准化经营的“跨地域药品零售连锁经营企业’’，并在安徽省内
首家顺利通过G S P认证。

丰原药业秉承“创造健康世界”的理念，不断加大新药开

发力度，加强与专业医药科研机构的合作。丰原医药科技发展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先后完成了西尼地平、扎来普隆、萘哌地
尔等多个国家级新药的研制工作，现正在研制的各类新药多达
二十多个，并已成功开发出各种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四十多个。

“繁衍绿色生命，关爱人类健康”是丰原集团的发展宗旨，
也是丰原药业气势恢弘的梦想。年轻、活跃、充满激情的丰原
药业正以不断创新的精神，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创新力，在

。缀 不久的将来，必将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中国医药产业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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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建制沿革 l

第一章 建制沿革

第一节筹建概况

一、历史背景

自清乾隆以后，起源于湖北的黄梅采茶调流入毗邻的安徽省安庆地

区，在不断吸收安庆地方的山歌小调以及古老剧种的音乐声腔后，经长期

的融合演化而成为具有安庆地方色彩的黄梅调。黄梅调长期流传于农村，

由业余演唱进而产生半职业班社，直至一九二六年才有职业班社初次试图

进入安庆市城区。安庆市是安庆地区的文化中心，人才荟萃，黄梅调班社

进入市区后艺术水平有了提高，建国前后安庆市的黄梅戏艺术实践对剧种

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自一九五O年起安庆市的黄梅戏艺人先后排演了《仇

深似海》、《小二黑结婚》、《小女婿》、《江汉渔歌》等剧，这些有严肃主题、

固定台词的剧目在艺人眼前展现了崭新的艺术世界。而一九五二年安徽省

暑期艺人训练班的开办，更提高了艺人的“改人、改戏、改制”自觉性，

使因长期被处于受歧视的社会地位的艺人重新认识剧种和个人的价值。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应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邀请，安庆市的民众

黄梅戏剧团与胜利黄梅戏剧团联合组成的黄梅戏演出队到上海市进行公

演，他们所演出的传统戏《路遇》、《兰桥会》、《打猪草》、《补背褡》和现

代戏《柳树井》、《新事新办》，充分展现了黄梅戏所具有的浓郁的生活气息，

乡土风韵，活泼清新而又质朴本色的风格，优美动听通俗易懂的声腔，赢

得了一般观众和戏剧专家的共同赞誉，其影响迅速由安庆地区扩展至全省，

并初步走向华东各地，愈来愈多的观众产生欣赏黄梅戏的炽烈愿望，于是

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便应运而生。

二、筹 建一、艿手冀壬

一九五二年底，中共安徽省委决定在省会合肥市建立由省文化局直接

领导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并指示在中央文化部核准之前定为地方国营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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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省文化局下属事业单位。

一九五三年一月廿四日，省文化局艺术科科长余耘率一个筹建小组赴

安庆选拔人员，组员有郑立松、万先康、方绍墀等三人，在一个月时间里，

先后到安庆市及安庆地区的桐城、怀宁、潜山、望江、宿松、太湖、枞阳，

池州地区的贵池、铜陵、青阳、东流、至德等县，在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

中选拔人员，拟定了预选名单。安庆市及各县领导及剧团负责人均以剧种

的共同利益为重，无私地输送人才，在他们的热情支持下，各县入选人员

于春节后顺利到达安庆市集中，借住于安庆市文化馆内。晚上观摩安庆市

剧团的演出，白天对来自各县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的青年实行分组学戏准

备考核。与此同时省文工团拟调来本团的演职员在团长闵人率领下由合肥

到达安庆会师，前后经一个月左右的学习排练之后并作数次汇报，确定了

最后入选人员，连同安庆市调入本团的演职员于四月初抵达合肥，借住于

省话剧团宿舍内，实行编组复排。于四月三十日在合肥市实验剧场(今四

牌楼市百货大楼对面，原安徽省庐剧团所在地)向省委、省政府领导人作

首次汇报演出，演出剧目为《打猪草》(江明安、檀允武)、《戏牡丹》(张

贵麟、许自友、查道骧)、《游春》(丁俊美、张萍、胡遐龄)、《春香闹学》

(严风英、熊少云)、《兰桥会》(熊少云、马元玲)。

三、边筹建，边演出

在一九五三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个月筹建过程中，剧团没有固定住

所，演职员先后借住于安庆市文化馆、省话剧团宿舍、合肥卫生学校教室、

安庆市东市区文化站等处，而在外地演出时则住宿于演出地之剧场后台，

过的都是流动生活，但是基本功训练及排练新剧目和演出均未停顿过。五

月至十二月的八个月内共排练了大戏《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及《打

猪草》、《夫妻观灯》、《路遇》、《葛蔗》、《拾棉花》、《打桑》、《游春》、《送

香茶》、《送绫罗》、《春香闹学》、《兰桥会》、《柳树井》、《放风筝》等十三

出小戏(折子戏)。先后在合肥市、佛子岭水库工地、蚌埠市、南京市、安

庆市、宿县地区、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演出累计

达208场，平均每月演出26场。演职员在艰苦条件下，在加强艺术实践中

实现思想和业务水平的提高。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剧团始迁入合肥市南油坊

巷(今桐城路)原皖北文艺干校校舍内作为团址，此时的五十六名演职员

方才有了定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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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元月，中央文化部批准我团为国营体制，省文化局召开大

会纪念并摄影留念，从此宣告筹建阶段之结束。

第二节组织与制度

一、行政组织

建团之初，行政组织沿用文工团队体制，列省文化局下属事业单位编

制。由团长、副团长和秘书组成团部作为领导组织。团部下设演员队、乐

队和舞台技术组，演员队再分男演员组和女演员组。行政人员在秘书领导

下进行工作不另设组。六十年代初将编剧、导演、作曲及美术创作人员合

并编为创作组(后改称艺术室)。小组是政治学习、日常生活和基本功训练

的基础组织。团部通过不定期召开队组长联席会研究问题、听取意见和安

排具体工作任务，至于全团的阶段性工作一般均召开全团大会布置。团长、

副团长、秘书均系省文化局任命，队组长则由团部指派。

随着演职员工人数逐年增加，行政事务分工愈来愈细，行政机构因之

增多，人员增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改团为院之后，下属演出单位仍称

团，团下属组织与前同。院属行政组织则有较大扩充(先后设有行政办

公室、人事科、财务科、老干部科、保卫科、业务办公室、演出科、艺术

档案室、创作研究室、黄梅戏艺术中心等科室。院长由省文化厅任命、副

院长由院长遴选报省文化厅任命。团长、副团长及正、副科长主任由院长

任命报省文化厅备案。

二、艺术委员会

r建团初期设立的艺术委员会是团部领导下的艺术研究咨询组织，由分

管业务之副团长主持，其成员由团部选聘，多为各艺术部门业务修养较高

的人员(主要演员、导演、编剧、作曲、舞美设计及若干老艺人等)，故在

实际工作中能发挥各类艺术人员协作创造的积极性，起着一定的指导决策

作用。艺委会不设专职人员，艺委委员的组织生活仍属原队组。会议内容

略为：1、推荐并研究拟排练之剧目；2、对新排练剧目的艺术质量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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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提出修改加工之意见(多在彩排之后进行)；3、研讨其它有关剧团艺

术建设(如基本功训练、观摩、辅导等)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艺术委员会完全停止活动，1978年始恢复工作，

1981年撤销艺术委员会组织，由团部根据不同要求召集有关人员参加的专

题会议代替之。

三、基本功训练制度

基本功训练采行京Nt)ll练方式，教员也来自京剧。多年来基本功训练

时间屡有变动，项目内容也有所增删，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基本功训

练均能做到无论排练和演出任务多重也坚持不辍，特别是建团初期，由于

老艺人也缺乏基本功，新演员则初入门，对于基本功学习的积极性都很高，

通过不定期考核评比，学习成绩有明显进步，从而有助于剧目排练的顺利

进行。

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新调入的演员多为艺术学校黄梅戏专业毕

业生，均受过三至五年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本院基本上没有排练过武打戏，

而文戏中也很少有应用难度较大的程式动作的情况，他们因而拥有应对一

般新戏排练所需之形体动作技能，主观上满足于既有基础。

四、排练制度

排练实行排练中之导演负责制。团部决定拟排练之剧目后，指定导演

并向其提出起迄时间及质量等之要求，由导演制定总体设计，领导剧组各

部门开展工作。彩排结束后导演在艺术委员会听取意见，制定加工及上演

计划。

黄梅戏之传统表演本无程式之严格限制，表演方式较活泼自然，远非

固定约束。老艺人常有模拟生活，向生活学习的习惯，因此他们对来自话

剧的导演为所排剧目主题的阐述，对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剧本结构、节

奏、高潮等方面进行分析均乐于接受。另方面来自文工团队的新演员更有

此等经历，所以在实行导演负责制的过程中极少发生矛盾抵制。相反，当

某--+戏因人力不足而未指派导演时，演员往往认为团部对该剧不重视。

长期实践的结果逐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即本团无论是大戏或小戏，

传统剧或移植剧；新改编创作或稍加整理的剧目，都经过导演之总体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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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一创作思想之艺术创作。专职导演不足时必须指定有经验的演员兼

任。此制度五十年来始终执行未中断。

团部对于新剧目排练时间之长短不作统一的规定，而是根据不同剧目

不同条件作出不同要求，大体上大戏一般在一个月左右。但是也曾有为迎

接某一节日、某一会议、某次会演而缩短时间抢排的情况发生。最为突出

的便是在“大跃进"年代出现的快速排练，大型移植剧目《北地王》只用

了四天时间排练便公开演出，以致演员记不得台词只得由他人在幕后提词，

提几句唱几句，没听清就胡编唱词或干脆整段不唱。《北地王》和这个阶段

的其他几个戏如《三里湾》、《袁天成革命》都是以牺牲艺术质量为代价的

“大跃进"产物。

五、演出制度

实行演出中之舞台监督负责制。

舞台监督负责演出活动中演员、乐队、舞台技术等部门之间的协调统

一，掌握演出纪律和秩序；负责逐场填写演出日志，对演出之剧目名称、

日期、时间、地点、担任主要角色之演员、观众对象及人数、演出性质、

演出事故等项作出详细记录交院(团)部审理存档。

外出巡回演出阶段，装台拆台频繁，团部要求演员和乐队参加协助装

台劳动，这样做的结果既促进了互相之间的团结，又增强了演员和演奏员

对综合艺术各部门功能的认识。

建团之初确定不对外公演未经整理改编排练的传统剧目之原则。这一

原则数十年来基本得到遵守，唯一的例外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

十九日，在合肥市江淮大戏院曾“翻演传统”，演出过十出未经整理的传统

大戏，精华与糟粕共存，而糟粕的展现曾受到观众的批评。

六、生活制度

建团初期，为适应基本功训练任务重时间长的需要，便于排练和演出

活动的安排，也从当时演职员多为未婚青年，食宿均以集体进行为主等情

况出发，曾将一日三餐安排在上午十时、下午四时、晚九时(或十时)。上

午十时以前为基本功训练时间，下午四时以前为排练时间，下午五时以后

为演出时间或排练时间。此项制度实施了两年，至一九五五年夏季开展“肃

反运动"后废除，自此改为与行政机关相同的作息制度。



6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团)史志

剧团外出巡回演出期间，自带炊事员开办食堂，演职员自带被褥和洗

漱等日用品，住宿于剧场后台或宿舍，由于生活集体化，既有利于工作，

节约开支，又能让演职员工的生活作风得到锻炼。近十几年由演出单位提

供食宿条件而停止执行。

七、管理制度

从建团初N-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相继制定的管理制度，其特征大体

相同，由院(团)部颁布，各部门执行，对违纪者以批评教育为主，组织

处分为辅。九十年代，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管理则由过去的“一院一制”

改为“一院两制"，即是院部对岗位人员和非岗位人员区分政策，分块管理，

其中，对演出团实行宏观管理。

对演出团的宏观管理，旨在扩大其自主权，使其在管理上得以不断地

加大力度，由以经济奖惩与表扬批评相结合为特征的模式逐步发展以合同

与违约金相结合为特征的模式。后来，随着岗位竞争日趋激烈，违约金的

作用已不太明显，便取消了。仅以一份合同，即将演职人员的行为纳入在

艺术生产和演出的轨道。

在改革大潮中涌现的小梅花剧团，则以其成立的宗旨“促进人事制度

改革"为出发点，实行的则是合同与末尾淘汰相结合为特征的管理模式。

合同除应聘人签字外，必须具有法定监护人的签字，经公证机关公证生效。

这样的管理制度使应聘人有着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们在危机中竞争，在

竞争中成才。

第三节演出实体之变迁

五十年来经历过分队(团)与合团的多次反复，因主客观原因之不同

而有体制形式之差别。

一、不稳定的I临时性分队

为适应阶段性工作的需要而分队，此种分队在建团之初便已实行，如

1953年下半年分为两个队，一个队赴朝鲜国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另一个

队赴安庆市后转赴宿县慰问归国志愿军。1954年在上述两队的基础上分队

慰问人民解放军。其他如历次赴工矿、部队、农村之演出复如此。此类分

_=训硐Ⅷ●玛，誓q确j■弼溜闩q煳澎飘|●—_{；潮|d翻潮；溺蒯习翻翱翊■溷疆润州；

}

g



第一章建制沿革 7

队的特点是产生于客观需求，由外部因素所促成，一般时间均不长，组成

人员时有变化，领队人员均系临时指定，特定任务完成后分队形式即行结
．．．-

柬。

二、相对稳定的阶段性分队(团)

随着我团的社会影响之逐步扩大，省内外各地观众观赏我团演出的要．

求日益增多，另方面观众都希望主要演员场场登台表演，因而即使主要演

员疲劳也不能不演，因此令青年演员的排练与演出机会受到限制，挫伤了

他们艺术进取的积极性。组织形式与业务发展的矛盾开始呈现并日趋尖锐，

于是便产生了时间上少则三个月、多则超过半年的相对稳定的阶段性分队。

此类分队(团)领队人员与艺术骨干力量也相对稳定，一般采取主要演员

联合领衔的办法，其他人员则可以临时调剂，如1956年、1957年、1958

年多次分为两个团分赴各地演出便是。由于时间稍长，除能增多青年演员

的艺术实践外，还常能新排一些大小剧目，形成相对独立的固定剧目。

三、大分散性的分队

为适应“四清”运动政治宣传之需要，1965年初采行“乌兰牧骑"模

式，将全团分为三个分队，每个队二十至三十人，深入农村演出，以黄梅

戏为主，兼演歌舞表演唱，还举办图片展览等，此项活动进行了一年多，

至“文化大革命"终止。

艰苦奋斗、一专多能是这个阶段分队形式的特点。继承战争时期文工

团队的优良传统，每人一条扁担既挑个人生活用具，也挑公用演出用品，

奔驰于深山僻壤，演出在土台荒坡，睡草铺吃粗粮，生活在群众当中，懂

得体恤民情。严凤英曾几次买绒毯救助贫困老妪。一年多时间内每人挑担

步行二千里。从有利于队伍之革命化，演职员政治素质之培养来看，这种

形式自具有积极意义，且收得一定成效。

四、正式分团 ．

经过几年的实验，确定正式分团。1961年下半年，全团正式分为两个

演出实体，分别称为一团和二团。在组织上，两个团分别成立艺术委员会，

固定领导人员；在业务上，分别制定排练和演出计划；在经济上，实行独

立核算；在物资上，服装、电器、化妆、道具等分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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