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剧传爱心 “红豆”发新枝
——记姚冠冰生平感人事迹

时间虽已过去了半个月，但当提起姚冠冰时，姚冠冰身边的人还是忍不住动容落泪！姚

冠冰是从化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荣誉会长、小红豆艺术团创始人，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冰

姨”“冰婆婆”。“粤剧”和“关心下一代”，这几个字与冰婆婆一生息息相关。1992 年退休

后，冰婆婆加入从化关工委讲师团，加入关工委“爱心桥”志愿者服务队，尽心尽力为青少

年成长排忧解难；从小与粤剧结缘的她还积极倡导粤剧文化传承与青少年教育相结合，全力

推动“粤剧进校园”，2005 年创建的小红豆校外辅导站和小红豆艺术团，成为传承岭南优秀

文化的基地。

冰婆婆一生都在用粤剧传递爱心！遗憾的是，7 月 6 日清晨 5 时 58 分，她与世长辞，

享年 86 岁。冰婆婆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高风亮节、优良品德、奋斗精神依然影响着她

身边的每一个人。

情起 孩童时期与粤剧结缘

冰婆婆祖籍东莞上洞村，出生于广州。孩童时期，冰婆婆便喜欢粤剧，7 岁已能熟唱粤

剧曲目，师从“星腔传人”李少芳和粤剧名家练醒民。15 岁时参加街道社区、学校的文艺

宣传，登台演出粤剧节目。

1955 年，冰婆婆得知韶关粤剧团在从化驻扎演出，有粤剧同好邀请她前往观看。于是

那一年的暑期，冰婆婆北上从化，在山清水秀的荔枝之乡温泉寻找到她的真爱，不久便喜结

良缘。就这样，冰婆婆就落户并工作在从化，在人杰地灵的从化生活了 65 年。

“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知道妈妈真的很热爱粤剧，当她空闲下来的时候，家里必定会

响起粤剧的声音。”冰婆婆的儿子区伟江回忆道。因为对粤剧的钟爱，1998 年，从声粤剧二

团成立，作为团组织者之一的冰婆婆一直尽心尽力为这个团的发展在奔波着。冰婆婆认为唱

粤曲不应局限于自娱自乐，还应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粤剧粤曲表彰好人好事，宣

传感染和教育下一代。她的想法得到了团友的支持。于是，他们根据形势的要求和青少年的

思想特点，创作了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节目，这些节目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和市民观看，使他

们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

在剧团里，每周有三个晚上都需要排练节目，每晚冰婆婆都会早早到场排练节目。排练

结束，她总是收拾东西打理场地，最后才离场。此外，她还亲力亲为组织开展向社会筹措资

金，做好团员的思想工作，抓好演出的组织协调等。2005 年春节，冰婆婆因为工作太累而

病倒了，但她无怨无悔。她说：“虽然做这些工作是义务的，但通过文艺演出能启迪青少年，

把欢乐带给群众，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表演粤剧的梦虽然圆了，冰婆婆没有就此满足。当大多数剧团成员沉浸在艺术的自我陶

醉时，冰婆婆已经进行酝酿粤剧工作的新构想了，她把培养新人的视线瞄准了年轻—代。“孩

子们喜欢听和唱流行歌曲，这是因为孩子们听得多，了解得多。孩子们不喜欢粤曲，是因为

他们连了解粤曲的机会都没有，对粤曲误解了。”冰婆婆说，粤曲要增加新鲜的血液，首先

要让人多听，多了解。于是，她把目标锁定在培养粤剧小观众上。

开拓 致力将粤剧带进校园

要培养粤剧小观众，入口在哪里？“学校。”冰婆婆语气坚定地说。为了粤剧文化更好

地传承发展，争取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粤剧工作的支持，冰婆婆多次敲开别人家的门，其中，

有广州市、从化区重要领导办公室的门，有教育、文化部门领导办公室的门，也有普通市民

的门……

2005 年，冰婆婆带着尝试的心情，走进原灌村镇石南小学校园，敲开了校长办公室的



门，向校长提出开办粤曲课的设想。通过努力争取，该校同意在校内开设粤曲第二课堂，让

她尝试为小学生教唱粤曲。冰婆婆在教学上倾注大量心血，创作并教唱了许多适合孩子们练

唱并且唱起来朗朗上口的曲子。首次的尝试取得了成功，通过五个多月的教学，冰婆婆所教

的 25 个孩子们全部学会了粤曲《孝亲在心底种》和粤语快板《八荣八耻时刻记心上》等。

在那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活动中，新颖独到的节目上演受到师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小

朋友们也欢欣鼓舞，从此，他们对粤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首战告捷坚定了冰婆婆将粤曲带进校园的决心。2006 年，她敲开街口街中心小学校长

办公室的门，她的粤剧进校园计划得到学校领导及音乐老师的大力支持，该校开设了粤曲第

二课堂。在街口街中心小学取得成功后，冰婆婆又敲开了原灌村镇灌村小学校长室的门，为

该校学生带去了高雅的粤曲艺术欣赏课程。当年的“六一”儿童节，在灌村小学的儿童节目

单里，就多了一份压轴节目——粤曲演唱。

同在那一年，从化选派冰婆婆的“小红豆”成员到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参加少儿粤剧粤曲

大赛，4 名平均年龄只有 10 岁的小学生，竟然从大赛中捧回了几个大奖。随后，这几个小

女孩又以粤剧盛装的形式在从化各大型活动场所演出，并在电视屏幕亮相，一时间“小红豆”

声名鹊起。而这样欢盛的场景让人们发现，原来在不少人眼中单调乏味的传统粤剧，还有如

此吸引群众的魅力。特别是孩子们以红豆新苗醒目亮相，华丽的粤剧戏服、精致的角色化妆、

童声唱腔的天籁之音，让人们欣赏到岭南瑰宝粤剧文化的艺术光彩。

“粤曲要走大众化的通路，大家必须同心合力开展粤剧进校园，要编出一套系统的教案，

让粤曲走得更远。要是群众中大部分人都喜欢哼上一两段（曲子），那粤曲的普及化就有希

望了。”在冰婆婆看来，传承粤剧就应该“从娃娃抓起”，可这一条路走得实在很困难。当初

在石南小学首设试点，定下了每逢星期二上课的时间。这期间，不管刮风下雨，冰婆婆只身

一人，背上行囊，自己掏钱坐公交车从城区到 8 公里外的石南小学义务教唱；有时则和志愿

者简敏玲两人一起去，一连几个月不间断。那时，家人也劝她退休就在家好好休息算了， 不

要这么辛苦。但正是因为对粤剧艺术的热爱，她从没放弃过。当看到孩子们欢欣、投入的学

艺热情，学生们掌握了基本的粤曲技能，逐渐对粤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冰婆婆倍感欣慰，

干劲十足。

用心 全心全意让“南国红豆”飘香

时间来到 2005 年，秉承关心下一代与粤剧文化传承相结合的宗旨，冰婆婆身为关工委

讲师团讲师，牵头成立小红豆校外辅导站，成立小红豆艺术团，2014 年成立街口街粤剧文

化协会。粤剧，被周恩来总理誉为“南国红豆”，冰婆婆以“小红豆”命名粤剧团体，寄托

了她希望粤剧艺术在从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梦想。

在小红豆艺术团创立初期，艺术团运作步履维艰。在经费方面，除了每年政府资助的

5000 元，活动经费不足部分得靠自筹，而团队人员更是明显老年化，缺乏新鲜血液。不管

是经费还是团队人员都让冰婆婆有捉襟见肘的窘迫感。尽管前路困难重重，冰婆婆与她的小

红豆艺术团仍坚守阵地，默默传承着这个优秀的文化艺术。后来，冰婆婆争取到香港爱心人

士陈彩基先生的慷慨解囊，为小红豆艺术团购置了一批新乐器和服装，让艺术团顺利起步。

陈彩基还邀请冰婆婆到其公司做会计顾问，每月还给她 600 元的交通补贴，这 600 元也被冰

婆婆投到艺术团的经费里。

努力终被肯定。2015 年，由著名粤剧编导陈少梅为从化小红豆艺术团量身定做的粤剧

《我是一颗小红豆》参加“凤凰之声”广东省少儿才艺大赛，节目先后获得从化赛区决赛金

奖、广州赛区决赛金奖、“凤凰之声”广东省总决赛金奖。

2017 年 1 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党旗下的盛世中国——2017 我爱祖国青少年文艺展

演”，《我是一颗小红豆》再获殊荣，获得曲艺组金奖，为广东争光，为从化争光。回顾赴京

演出过程，冰婆婆说：“真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呀！”当接到要到北京参演的消息后，小红



豆艺术团苦于缺乏经费曾一度犹豫，但是为了不让小朋友失去这宝贵的机会，冰婆婆与家长

们共召开六次会议，“小红豆”的很多家长纷纷支持鼓励冰婆婆，愿意亲自陪着孩子赴京比

赛，保证孩子的安全。冰婆婆与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会长邝玉莲两人共垫支 5 万多元，就这

样百折不饶克服重重困难之后，“小红豆”们在冰婆婆的带领下赴京参赛了。冰婆婆说：“当

看着孩子们舞台上笑意盈盈，看着他们精彩的表演、娴熟的技巧、稳定的节奏，听着他们那

回旋在金色大厅内欢快的粤剧歌声时，我真的很感动，感到我们终于不负重托，展现出我们

‘小红豆’的风采。我为我的孩子们骄傲，为我们的粤剧骄傲，为我们中华文化骄傲！”

可在这喜悦的背后，很多人都不知道，冰婆婆是做完眼睛白内障切除术才一个月，顾不

上伤口还完全没有恢复，83 岁高龄的她毅然带队乘飞机赴京。当飞抵北京机场下飞机时，

一位小朋友悄悄走近冰婆婆问候说：“冰婆婆，您的眼睛还好吗？”当发现冰婆婆没戴帽子

时，一位家长取下儿子头上的棉帽，戴到冰婆婆的头上……此次行程虽然辛苦，却因为这一

句温暖的话语、一个暖心的举动，让冰婆婆感动不已！

育人 传艺要以育德为先

传艺要以育德为先，这是冰婆婆由始至终坚持的原则。“我们不仅要教粤剧，更要教会

他们做人；不仅要向他们灌输关爱理念，还要他们学会关爱他人。”冰婆婆既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学员们每次排练前，都要学习国学《弟子规》课程，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熏陶。

黄捷芬曾是冰婆婆教导下的“小红豆”，现在她是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的指导老师。“冰

婆婆真的影响了我很多，甚至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黄捷芬说。2008 年初，黄捷芬开始接

触粤剧，由此开启了她与冰婆婆的缘分。后来她被选送到广东粤剧学校，就读期间经常在节

假日回来当义工，指导小红豆艺术团的师弟师妹。让黄捷芬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上课前，

冰婆婆都会让他们学习《弟子规》，而每次她都会认真听讲。“学艺先学做人，冰婆婆一直教

导我们要学会尊师敬老，学会感恩。”一直以来，黄捷芬牢记“人品才是最重要”的教诲，

这也成为她在工作中的前进动力。受冰婆婆的影响，毕业后她毅然放弃到佛山粤剧团的机会，

回到从化，回到冰婆婆身边，担任小红豆艺术团的艺术指导，为“小红豆”的发展壮大倾注

心力。

有着同样心思的，还有“小红豆”邝心怡。“学艺先学会做人，这句话已经深深印入了

我的脑海里，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邝心怡是小红豆艺术团第四期学员，后来入读广东粤

剧学校。2018 年毕业后，她自愿回到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担任粤剧指导老师。回想起与

冰婆婆相处的点点滴滴，邝心怡还是忍不住落泪。“冰婆婆就相当于我的奶奶一样，她真的

教会了我们很多。”邝心怡说。

冰婆婆以她的言行改变了很多人，很多来这里学习的孩子都慢慢地改变了身上的陋习。

协会里有一位小廖同学，她之前是担任主角的，后来她因家里有事缺了好几节课，为了不耽

误演出排期，老师就换了另外一个同学当主角。小廖回来后，发现自己主角的位置换给了别

人，心里很恼怒，竟然对同学恶言相对，态度极为恶劣。冰婆婆与邝玉莲及时发现问题，苦

口婆心地跟小廖谈心，通过《弟子规》的教导，小廖最终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她很有感触

地哭了，还主动走去跟那位同学道歉，她俩后来还成了好朋友！

对单亲家庭或困难家庭的小学员，冰婆婆更加关爱，倾注心血。小张的家庭很特殊，爷

爷再婚，父亲也再婚，小张的祖母与小张的后妈闹矛盾，经常冷言冷语对骂掐架，久而久之

小张产生心理压迫症和恐惧症。有一次在唱腔录音的时候，小张哭着对冰婆婆倾诉心事。冰

婆婆对小张进行耐心开导，并单独为他指导曲艺训练。随后，冰婆婆与邝玉莲多次找到小张

的家人，多方面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家庭和睦。在粤剧协会大家庭温暖氛围的熏陶

下，小张很快就走出心理困境，脸上展露出越来越多笑容，学习和练艺积极性得到很大提升，

其声线美、悟性高的文武生潜质得以激发，成为小红豆艺术团的骨干。



正是冰婆婆他们给予了孩子们“润物细无声”般的关爱，粤剧文化协会才培育出一批批

优秀的粤剧传承者，才得以扎根于从化，并迎着朝阳雨露茁壮成长。十多年来，小红豆艺术

团共培养 800 多位学员，输送了 15 位学员到广东粤剧学校深造，为粤剧事业培养了大量的

优秀接班人。

关爱 为有困难孩子搭桥铺路

除了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义务教授粤剧、教会学员做人外，冰婆婆还用实际行动去关爱下

一代，她担任关工委“爱心桥”工作队副队长，积极开展扶困助学活动。退休后的她，经常

拿出自己的退休金去帮助困难家庭，很多孩子因为她的帮助才能完成学业，并继续深造。但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的，她不顾自己年老，不顾自己颤抖的双手和双腿，到处奔走，牵线

搭桥寻求帮助困难家庭，解决他们的小孩学费等问题。

冰婆婆有个小本子，本子上记满需要救助的学生名字、住址以及他们的困难事因，同时

也记满那些扶贫爱心人士的名单。“对有困难的青少年不但要在经济上给予帮助，最重要的

是在思想上帮助他们，做到帮人先帮心，让他们走出贫困阴影，健康快乐地成长。”冰婆婆

说。

小红豆艺术团学员小彬，由于早年父母双亡，小彬的生活学习都面临困境。冰婆婆想方

设法为小彬解困助学，当她发现这孩子喜欢唱歌，她不辞劳苦四处奔走，推荐他到广东粤剧

学校学习，并为其申请助学基金，每年减免学杂费 6000 多元。从化中学有一位高中生叫小

吴，十几年来，她一直与残疾并患有尿毒症的父亲相依为命，贫穷的家境让小吴感到很自卑，

很少与人交往。为了帮助小吴，冰婆婆不但发动社会爱心人士为其筹集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用，

还带领一群“小红豆”学员探望她的父亲。这让小吴心存感激的同时，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现在，小吴已考上大学，她不再自我封闭，变成了一个快乐的女生。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冰婆婆时刻把青少年的困难记在心上，急他们之所急，帮他们之

所需。有人问冰婆婆，都年过古稀了，还这么奔波干什么？冰婆婆说：“我不为名，也不为

利，能帮助别人是一件好事、乐事，于人有益，于己也有益。”在冰婆婆看来，关心下一代

工作是义不容辞的，“我觉得社会充满正能量，有很多热心人士和我一起努力，他们当中有

的是工薪一族，也有的是退休干部、职工，都是用并不丰厚的工资或退休金来助学。像老干

部李伯伯，他从 2012 年至今资助大学生徐同学，并支持徐同学读完大学为止；中山市的潘

先生夫妇，每月资助 3 名贫困生共 1500 元，这种好人好事真是数不胜数啊！”

多年来，冰婆婆与爱心人士牵线搭桥，共募捐约 266 万元扶困助学金，帮助从化地区贫

困孩子 515 人次，扶助多名残疾人家庭、特困家庭的子女继续学业，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

泛认同和称赞，她本人先后被评上“从化好人”“广州好人”“广州市优秀义工”。

发展 粤剧艺术在从化发扬光大

2014 年，在冰婆婆和邝玉莲努力下，在小红豆辅导站、小红豆艺术团基础上成立街口

街粤剧文化协会。街口街为协会无条件提供场地和经费支持，协会培训基地硬件设施日臻完

善，用作开办校外粤剧培训班，兼顾排练、演练、会议、讲座等多种功能。其中，街口街还

在东成社区、育宁社区、街口街文化站每月开办粤剧学堂。

2019 年，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被评为广州市“AAA”社会组织， 协会充分发挥自

有优势，全力配合我区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粤剧形式宣传从化的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在

广州振兴粤剧基金会、广州粤剧院支持下，协会 2017 年创编的《高歌颂西塘》在广州西塘

稻草节成功上演。2019 年协会以新剧《美丽的艾米稻香小镇》向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献礼。

冰婆婆在几个新剧排演中全程跟进，走访粤剧文化研究院、粤剧基金会、广州粤剧院等单位，

参加广州编导剧本座谈会、研讨会、审定会、排演工作会等，为推动新剧演出作出不懈努力。

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还积极参加我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冰婆婆是街口街新时代文

明实践宣讲团成员、粤剧文化志愿服务队队长。作为粤剧粤曲资深爱好者，她结合粤剧曲艺



进社区进校园，以其亲身经历和体会，讲述学习粤剧粤曲对强身健体也大有裨益。

2020 年抗击疫情期间，冰婆婆带领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积极参与全民战“疫”，协会志

愿者、老师和小红豆艺术团成员们响应号召，居家防疫。在 2 月上旬，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和街口街道办事处指导下，协会配合区融媒体中心摄制防疫视频节目，会长邝玉莲立即

部署相关工作，冰婆婆把防疫节目表演作为重要任务去完成，她发挥带头作用参与粤语快板

演出录制。

在冰婆婆临终前的几天，她心里牵挂的还是街口街粤剧文化协会的事情和协会困难成员

的生活。现在，冰婆婆虽然离开我们，但她的崇高精神依然激励着大家。协会会长邝玉莲说，

在协会接下来的工作中，他们会继承冰婆婆的遗志，继续发展壮大粤剧文化协会，继续用心

教导学员们弘扬正能量，做好人做好事，让粤剧文化继续在从化发扬光大；做好关心下一代

的各项工作，让每一位孩子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她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粤剧这个大

家庭当中，在从化这块热土上，一起为粤剧粤曲的传播摇旗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