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 岁冰婆婆一生与粤剧结缘

创办小红豆艺术团 培养德艺双馨粤剧新秀
粤剧是岭南文化的精髓，但在新兴事物的冲击下，粤剧的发扬困难重重。“我们的下一

代还能不能看到粤剧？”这是隐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不仅是损失，更令人痛心。不过

值得庆幸的是，在从化还有一群人，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热情，坚持传播粤剧文化，让其在从

化能生根发芽，发扬光大。

说到从化粤剧圈，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她就是姚冠冰。她是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原小

红豆艺术团）的创始人，她还是“从化好人”“广州好人”“广州市优秀义工”，广东省、广

州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冰姨”“冰婆婆”。她热心公益、用心传

播粤剧文化、细心栽培“小红豆”成长，她在助人的同时还会把新时代文明实践精神传递到

每一个家庭,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帮助，让粤曲这一岭南文化和扶孤助学的爱心传

递下去，让尽孝为善之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精神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

7月 6日清晨 5时 58分，她与世长辞，享年 86岁。冰婆婆一生都与粤剧结缘，为从

化的粤剧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光和热。

◆曙光

创办小红豆艺术团 粤剧文化传播初见成效

20世纪 30年代，粤剧在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地非常流行，当时的旧式戏院，

一周 7天都有不同剧目上演。冰婆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

“我在街坊长辈的熏陶下，从小耳濡目染，对粤剧产生了极大兴趣，常常跟着大人学唱。

7岁时，我已能熟唱不少粤剧经典曲目。到 1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街道开展的宣传活动

上登台表演粤剧节目。再后来，我拜了声腔传人李少芳和粤剧名家练醒民为师，再次深造。”

冰婆婆生前曾说。

但当大家以为冰婆婆从此踏上了演绎粤剧的康庄大道时，现实却并不如人意。由于家人

的反对，冰婆婆与挚爱的粤剧演绎职业擦肩而过，这成为她终生的遗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元素的艺术形式开始涌入广东，一时间，粤剧市场陷入

低迷状态，尽管如此，冰婆婆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粤剧的坚持。

“粤剧是我们岭南独有的珍贵文化，值得好好地传承下去，而粤剧传承，必须从娃娃抓

起。将粤剧文化发扬光大，让粤剧后继有人。”这是冰婆婆创办小红豆艺术团的初衷。

秉持着这样的想法，2005年，冰婆婆创办了小红豆艺术团，成立了“粤韵歌声进校园”

学习班，在街口街中心小学和温泉镇石南小学开设试点班，亲力亲为创作适合孩子们练唱的

曲目，一连数月无间断地进校办班。2006年，她又成立了街口街小红豆校外教育辅导站，

开设《弟子规》、粤剧曲艺、英语口语、舞蹈、击乐等五个班的课程，所授课程均免费对外

开放。在她的努力下，我区越来越多小朋友对粤剧产生了兴趣。

◆坚持

各界人士伸出援手 艺术团度过艰难时期

“我们艺术团是免费的，不收一分一毫。就算日后，我们也不会收费。”万事开头难，

在小红豆艺术团创办之初，没有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情况下，单靠冰婆婆一己之力要把艺术

团办好几乎是不可能的，小红豆艺术团发展到现在，离不开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他们是

小红豆艺术团发展道路的动力源泉。”冰婆婆说。

一个没有活动经费的艺术团是如何存活下来的？之前，冰婆婆每次都是义务、自费开展

粤剧学习班，每当有演出机会时，她必须到处借粤剧服装，到粤剧学习园地申请场地进行训

练。直到当时的从化政协委员、香港热心人士陈彩基慷慨捐资购置了一批乐器和演出服装，



小红豆艺术团才得以顺利发展。

随后，街口街道办事处了解到小红豆艺术团的艰难处境，开始无偿为艺术团提供活动场

地，并为艺术团申请了一笔活动经费，这为艺术团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同时，广州市振

兴粤剧基金会也为小红豆艺术团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不定期派出粤剧专家到小红豆

艺术团进行指导教学。

小红豆艺术团有一大特色：没有员工，只有志愿者。时至今日，所有志愿者导师为艺术

团服务，承担日常的教学工作。每期活动、演出都是靠社会志愿者投入其中，承担各项工作。

小红豆艺术团的成长与成功，离不开这些默默耕耘的志愿者；学员的优异成绩，离不开志愿

者这个强大后盾。“小红豆艺术团的志愿者队伍在不断壮大，这些志愿者大部分都是粤剧爱

好者。一直以来他们都是默默耕耘，我真的很感激他们，他们是小红豆艺术团的强大后盾。

家长、社会的支持，是我创办小红豆艺术团的另一动力。”冰婆婆曾说，刚创办艺术团时，

他们找学员参团几乎要哀求，但现在不一样，很多家长主动把子女送到小红豆艺术团学习。

越来越多 80、90后家长从不认可粤剧到现在认可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每当小红豆

有重大活动时，不少家长自发轮流为小红豆提供后勤支援，家长们信任的目光，坚定了冰婆

婆把小红豆艺术团办好的信念。

而最让冰婆婆感动的是，在小红豆艺术团发展最艰难时，她收到了时任广州市市长黎子

流写的亲笔信。“信上，黎子流市长充分肯定了我为粤剧传承所做的一切，他说，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以此鼓励我继续为粤剧传承奉献自己的力量。”谈起这封亲笔信，当时的冰婆婆

难掩激动的心情。

◆传承

学粤剧先学做人 要求学员德艺双馨

青少年儿童作为文化继承的重要接班人，肩负着传承和弘扬粤剧文化的重任。小红豆艺

术团的学员基本上是二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别看他们年纪小，学起粤剧来，都得心应手，

表演起来，也是有板有眼。

“学粤剧，要先学做人。”这是她对小红豆的要求，她也以身作则。“我们不仅要教学员

学习粤剧，更要教会他们做人。培养德艺双馨的粤剧新秀。”冰婆婆曾斩钉截铁地说。

在冰婆婆的坚持下，小红豆艺术团从创办至今，每周都会给小红豆们上一节 45分钟的

《弟子规》课，学习“礼诚待人”的传统文化，培训班的老师从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教起，让

小红豆们从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友爱他人做起。

“有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位学员，这个学员在离我还有好几米的距离便向我鞠躬问好，

他的爷爷还向我‘抱怨’，孙子对他还没对我那么尊敬呢！他的家人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

以前他基本上不和别人打招呼，现在见到长辈都能鞠躬问好，这就是他的收获，也是我们的

收获。”冰婆婆曾说。

在冰婆婆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小红豆艺术团获得了众多荣誉。2011年，小红豆校外

辅导站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中国保护中心推广基地。2012年，

小红豆校外辅导站被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授予广东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创新范例奖。2016年 6月，西宁小学、河滨小学“粤剧进校园”成绩显著，获颁“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粤剧中国保护中心推广基地”牌匾。2019年，协会开展社

会团体组织定级申报，经专家评审，由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核定，从化区街口街粤剧文化

协会评为广州市“AAA”社会组织。

爱是小红豆艺术团的主旋律。在今年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关键时刻，冰婆婆带领街口街

小红豆艺术团成员李智锋和胡晓文拿起快板，自编自演《防控疫情 从我做起》《戴好口罩防

病毒》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呼吁百姓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打赢防疫阻击战。

“红杏枝头春意闹，出门一定戴口罩，千里莺啼绿映红，口罩正反大不同，坐看牵牛织



女星，口罩上下要分清……”“疫情肆意在扩散，大家一起来防范，为了身体的健康，打响

新型病毒战，防范先从我做起，不用害怕别慌张……”两段快板朗诵节奏明快、朗朗上口，

快板词高度浓缩了疫情防控的知识要点，好记易懂，在增强市民防护意识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疫情防控，医务工作者都冲在了一线，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发挥自己

的优势，以接地气的方式让群众能够了解疫情防控知识。”一直以来，冰婆婆都乐于把向上

向善的正能量传播给每一位市民。

◆公益

坚持扶困助学、义务宣讲 为别人带来正能量

乐于助人像绵绵春雨滋润心田，冰婆婆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文明实践精神。“对有

困难的青少年不但要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予帮助，最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帮助他们，做到帮人

先帮心，要帮到实处，让他们走出贫困阴影，健康快乐地成长。”冰婆婆退休后就加入了从

化关工委“爱心桥”志愿服务队，先后资助了 6户困难家庭，给每个家庭每个月 500元资

助，还经常邀请受资助对象到小红豆辅导站做志愿者，让他们感受粤剧的纯粹魅力、结交朋

友、融入集体生活。多年来，通过她牵线搭桥，共募捐约 250万元扶困助学金，帮助 150

名特困家庭学生完成或继续学业，她也因此被评为“广州好人”。

除此之外，作为区关工委讲师、街口街文明实践宣讲团成员，冰婆婆还把欣赏粤曲和保

健养生结合起来，在街口街东成社区建立了“粤曲赏吧 怡养学园”，固定每月开展 1次活

动，为长者献唱经典粤曲，邀请专家讲授健康养生知识、家庭教育知识、生态文明建设知识

等。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坚持做这些事，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想实现自己的价值，

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能将粤剧发展往前推动一点、能帮助别人，我自己也很快乐。这么多年

来，小红豆艺术团历经了许多艰难和挑战，我都排除万难坚持下来了，还在探索小红豆的发

展中发现了无穷乐趣。我能做到，大家一样能做到，希望我的经历能够激励、帮助大家。”

冰婆婆以前说的话，至今言犹在耳，希望如她所愿，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能继续传承粤剧文

化精髓，把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从化的粤剧之花永盛不衰、越开越盛；也希望冰

婆婆牵挂的困难群众越过越好、走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