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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7日晚，昆山当代昆剧院剧场内，坐

满了翘首以盼的观众。伴随着演出钟鸣，大幕拉开，

场灯熄灭，由昆山民间职业剧团——千韵锡剧团创作

排练的大型锡剧《春月》隆重上演。台下有一名观

众，略显紧张，他紧握着双拳，盯着台上每一处细

节，生怕出现一丁点儿闪失。他就是宏鑫建设集团董

事长、昆山千韵锡剧团的创始人顾小锦。直到演出圆

满结束，他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

戏曲文化  融入了企业的灵魂和血脉  

说起顾小锦，熟悉的人都会给他贴上两个标签：

一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由他一手创建的宏鑫建设集

团如今已是横跨市政、交通、房产、金融、酒店、旅

游、文化等多领域的跨国公司；二是锡剧界的头号戏

迷，他不仅自己爱听戏，还经常邀请锡剧名家来昆山

演出，请老百姓免费看戏。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企业

家的闲时爱好，其实不然。用顾小锦自己的话来说，

戏曲文化早已融入了企业的灵魂和血脉，对企业的发

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被誉为“太湖一枝梅”的锡剧，是江苏的主要地

方剧种之一，曾是华东三大剧种之一，迄今已有两百

多年的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锡剧遍及江浙沪皖

三省一市30多个县市地区，有40多个锡剧团，从业人

员4000多人，可谓风光无限。1967年，革命样板戏开

始在全国推行，其中《沙家浜》所讲述的故事，就发

生在苏南地区阳澄湖畔。

在顾小锦儿时的记忆中，漫步在苏南的大街小

巷，随时随地都能听到《沙家浜》的旋律，而且剧种

丰富多彩，有京剧、锡剧、沪剧，等等。顾小锦是听

着《沙家浜》的故事，看着《沙家浜》的戏长大的。

红色文化基因通过戏曲的传输，早已深深地融入他的

血液之中。

1974年冬，19岁的农村青年顾小锦应征入伍，

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军营，开始了他向往的军旅生活。

顾小锦服役的，不仅是大名鼎鼎的英雄王杰部队，更

是闻名遐迩的一支机械化雄师劲旅。他的专业是坦克

修理，这个看似腼腆文静的小伙子学技术认真，干工

作扎实，一有任务抢着上，果敢勇猛，连师首长都对

他刮目相看，印象极深。有一次，当地的老兵带他去

看豫剧《朝阳沟》，顾小锦被深深感动，在心里暗暗

发誓：一定百折不挠，为人民服务！正是在这种精

神的指引下，顾小锦于1977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然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面对部队的精简整

编，顾小锦还是无奈地退伍返乡，融入了社会的洪

流。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昆

山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更是以惊人的速度，置身在

时代的浩瀚激流中。江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顾小锦率领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强悍队

伍，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然而创业艰辛，总是会碰

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弯弯河水流远方，多少漩涡多

少浪。坎坷人生漫长路，几经风雨几经霜。”这是沪

剧《璇子》的主题歌，也是顾小锦最爱的一段唱词。

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反复地听这一段，仿佛

从戏曲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率领企业克服重重困

难，到达胜利的彼岸。

戏曲不仅是顾小锦个人的助推剂，也是他管理企

业、衡量人品的重要工具。如今，走在宏鑫建设集团

总部的院子里，总是能听到悠扬的戏曲声。真正领悟

的人都能明白，这是企业无形的瑰宝，是值得一辈子

感悟的真谛。

文化惠民  掀起昆山看戏唱戏的热潮  

锡剧，发源于苏南地区，在昆山有着深厚的群众

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新颖多元的各种文化娱

乐方式，纷纷进入大众生活，锡剧等传统戏曲开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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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低谷。昆山历史上也有锡剧团，20世纪80年代因为

经济原因，没有钱养活剧团，所以就逐步撤销了。然

而，对于喜爱锡剧的戏迷而言，心中的锡剧梦并没有

随之远去。相反，一听到那婉转优美的曲调，便勾起

了心中的回忆，顾小锦就是其中一人。

随着时代的发展，昆山已连续十几年位于全国百

强县市之首、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市之首。经

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随之而来的是老百姓对精神生

活的迫切需求。顾小锦说：“昆山有那么多爱听锡剧

的戏迷，我有能力的话，总归要传播传统文化，把这

些锡剧名家请到昆山来演出，让大家一起享受。”

在他的规划部署下，宏鑫建设集团高度重视企业

文化建设，先后建成乒乓球馆、宏鑫剧院、书画苑、

戏曲馆、千韵书苑、千韵剧场等多个文体场馆。这些

文体场馆的建设都按照高标准、严要求进行。部分场

馆的硬件设施、服务水平已达到国家级标准。其中，

拥有436个固定座位的宏鑫剧院于2014年竣工使用，

成为“昆山市戏剧曲艺家协会活动基地”，经常举办

各式各样的戏曲活动。

从此以后，这里就成了锡剧界各大院团经常演出

的地点之一。顾小锦把江苏省演艺集团锡剧团、无锡

市锡剧院、常州市锡剧院、武进锡剧团、江阴锡剧团

等知名剧团，以及锡剧名家周东亮、小王彬彬、倪同

芳等，请到昆山演出，免费邀请广大戏迷看戏。2016

年开始送戏下乡，在千灯、石浦、淀山湖、锦溪等剧

院巡回演出，场场爆满。

说到能看戏的宏鑫剧院，昆山戏迷可谓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每当宏鑫剧院有演出时，观众都能

把公交车挤爆。剧场内的走道之间都要摆满了圆凳

加座，原本只有436个固定座位的剧场，愣是扩充到

七八百个座位，仍有大批观众站着观看。不少老人在

子女的陪伴下，拄着拐棍来看戏。顾小锦只得紧急成

立安全工作小组，从消防、医疗、卫生等多方面，保

障观众的安全。

与此同时，顾小锦还支持昆山市文联、昆山市

戏剧曲艺家协会成功举办了两届昆山市戏曲票友大奖

赛，充分挖掘昆山地方上优秀的戏曲人才，给予众多

戏曲票友难得的展示机会，掀起了昆山学唱锡剧的热

潮。这一切，都是顾小锦为了实现他更大的梦想做的

铺垫。

成立剧团  创排属于昆山自己的大戏  

邀请外地剧团来昆山演出锡剧，固然可以让戏迷

得到享受，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要想让锡剧在昆山重

现昔日的繁荣景象，昆山就必须得有自己的锡剧团，

得创排属于昆山自己的大戏。这就是顾小锦心中一直

以来的梦想。

2016年底，在地方政府的倡导下，顾小锦组建

成立了昆山千韵锡剧团，剧团位于昆山市千灯镇。他

为剧团定下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助推地方戏曲发

展”的办团宗旨。

剧团成立了，下一步就是创排大戏。剧本是一

剧之本，然而真正好的剧本最是难得，既要能弘扬中

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是老百姓喜

闻乐见的，传播正能量的。顾小锦多次邀请专家针对

剧本开展讨论，先后尝试了几个剧本都未能成功。机

缘巧合之下，发现了《春月》这样一个弘扬孝道、歌

颂母爱的剧本，于是一锤定音，开始了紧张的创作排

练。

通过两届昆山市戏曲票友大奖赛的举办，顾小锦

对昆山地区戏曲人才的情况已经熟知。他邀请专业导

演，在全昆山范围内，根据《春月》戏里的角色，通

过两轮严格的考核，选拔出最合适的演员。千韵锡剧

团，将昆山地区唱锡剧唱得最好的人才悉数揽入。正

是这么一群爱好锡剧的人，在顾小锦的整合下，组建

了昆山顶级的锡剧团队，为排练《春月》尽心尽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封闭式排练，大型锡剧《春月》

终于在昆山当代昆剧院剧场首演。顾小锦说：“首演

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业余的，要搞这样

一部正规的大戏，总是担心能不能给观众带来一个满

意的结果。”事实证明，顾小锦的担心是多余的。演

出过程中，观众几度落泪，叫好声、掌声不断。观众

表示，这部戏是民营剧团专业化打造的作品，质量水

平非常高，对昆山本土演员的提升，以及对昆山整个

戏曲事业的发展都是一个推动。

《春月》在昆山当代昆剧院剧场成功首演后，紧

接着在昆山全市有关区镇进行了巡演，受到各地观众

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社会反响较好！看到观众如

此喜爱，顾小锦终于放心了。

然而，顾小锦的逐梦之旅并未结束。如今，他

对锡剧的热爱，已经从“小我”变成“大我”。他要

求千韵锡剧团积极创作排练更多锡剧精品，把最好的

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观众。他期望能创作出像《珍珠

塔》那样长盛不衰的经典剧目，也期望能将锡剧带出

国门，推向世界！顾小锦表示，只要他的身体条件允

许，就一定会坚持弘扬锡剧，坚持到人生的最后一

刻！我们也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坚持心中

所愿，梦想之花终将绚丽绽放！

( 作者单位 昆山千韵锡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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