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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越剧诞生 115 周年。经过几代

人的共同努力，越剧早已从发端之地浙江、兴

盛之城上海，走向各地乃至海外，成为中国五

大剧种之一。越剧前辈锐意革新的艺术实

践，化为精神薪火，在传承中发展。

正是秉承着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创新

精神和扎根民间、关注民生的大众情怀，不断

学习和吸收各种优秀文化的艺术养分，越剧

才得以超越地域和语言的局限，创造了一个

多世纪的灿烂辉煌。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

新，让越剧迈向更远的未来，是我们这一代越

剧人的课题。

贴近时代，为越剧的艺
术表现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梁山伯与祝英

台》《红楼梦》等越剧电影风靡全国，促进了越

剧的传播普及。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题

材的越剧，以委婉细腻的抒情风格，让更多观

众熟悉并爱上了这门艺术。

但越剧题材如果仅有“儿女情长”，发展

空间会受到很大制约。正如袁雪芬所言：“越

剧要提高大众功能。表现现实题材，不但可

以探索许多艺术上的新课题，还能增强剧种

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为越剧艺术的表现寻找新的增长点，要

在题材的广泛性和人物塑造的深入性方面积

极探索。近年来，各类题材层出不穷，比如绍

兴小百花越剧团推出的《吴王悲歌》《越王勾

践》《劈山救母》等一系列英武小生花旦戏。

创作者也开始借鉴话剧对人物的塑造手法，

表现人物性格、品质等精神层面的主题。在

塑造先进人物、讲述廉政故事的越剧剧目中，

这类创作手法常被运用。浙江越剧团作为男

女合演实验团，创作了一批红色主题剧目，如

《江姐》《刑场上的婚礼》《红色浪漫》。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担任主演和团长期

间，我出演了《陆游与唐婉》《西厢记》等经典

传统剧目，也创作参演了《寒情》《孔乙己》《二

泉映月》《江南好人》《寇流兰与杜丽娘》等“新

越剧”。我们在遵循越剧“写意性不变、女子

主体不变、浙江方言不变”的前提下，试图拓

宽越剧题材。我也曾塑造与传统小生相距甚

远的艺术形象，如《寇流兰与杜丽娘》里的骁

悍雄杰、《江南好人》中的生旦同台，以及从其

他剧种或艺术门类借鉴的表演手段，比如《西

厢记》中有川剧的“踢褶子”、《孔乙己》中有传

统戏曲的“叠披”以及京剧麒派的“磋步”，常

引起越剧戏迷的讨论。

这种探索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因为自

我革新，正是越剧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袁雪

芬当年突破性地将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改

为越剧《祥林嫂》，提升了越剧的艺术品位。

唯有贴近时代、与时俱进，坚守审美风

格，越剧才能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

值，引发当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共鸣。

兼 容 并 蓄 ，重 要 的 是
“化”而不是“学”

与昆曲、京剧等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剧

种相比，年轻的越剧形成过程较为特殊。昆

曲与话剧共同孕育了越剧。越剧在起步阶

段，便擅于从丰富的艺术样态中汲取营养。

如今，越剧的表演美学体系仍有探索空

间。越剧在表演的系统性、规范性方面先天

较弱，表演动作较少，我们应当博采众长，丰

富发展越剧的表演。声腔方面也应如此。比

如尹派艺术创始人、我的老师尹桂芳演越剧

《屈原》时，加入了绍兴大板元素，尹派原有的

婉转韵味、缠绵画意变得铿锵激昂。

越剧的兼容并蓄，重要的是“化”而不是

“学”，关键是化用其他艺术之“形”，塑越剧

艺术的“神”。传承发展，需要戏曲工作者拥

有对传统的鉴赏力和对创新的敏锐度。我

在艺校进修班时，文的，昆曲打底；武的，学

了京剧。文戏开蒙是电影《十五贯》里熊友

兰的扮演者徐冠春老师，他是俞振飞老师的

弟子。徐冠春老师教我手眼身法基本功，汪

世瑜老师教我《拾画叫画》，我还学了《石秀

探庄》《百花赠剑》等片段。我的“毯子功”老

师是盖叫天老师的弟子陈幼亭。这些都为

我的越剧艺术探索奠定了基础。

即使是传统的越剧剧目，也应注入新内

涵、融入新构思。为庆祝越剧百年诞辰，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创排的新版《梁山伯与祝英

台》，便是典型案例。郭小男导演以“尊重经

典 ，但 不 因 循 经 典 ；利 用 现 代 ，但 不 滥 用 现

代”为创作方向，在保留经典唱段之余，又将

其进行年轻化、现代化改编。该剧用了“以

扇喻蝶”的舞台表现形式，人物借助扇子的

动作与调度，表现戏曲意境。作品还将现代

舞蹈语汇融入戏曲程式，既古典又现代，既

传统又时尚。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文艺晚

会 上 ，我 们 在 小 提 琴 协 奏 曲《梁 祝》的 伴 奏

下，表演了剧中“十八相送”的片段，受到观

众好评。

越剧从其他剧种及艺术门类吸收养分之

外 ，近 些 年 也 在“ 反 哺 ”。 越 剧《五 女 拜 寿》

1984 年被拍成电影之后，被移植到豫剧、锡

剧、婺剧、秦腔等剧种，各具特色。上海越剧

院的《红楼梦》《祥林嫂》，被改编成黄梅戏和

其他剧种，影响深远。

越剧需要年轻的观众，
更需要年轻的传承人

如今，借助剧场演出、民间及高校社团排

演、综艺节目、游戏、B 站等形式与平台，越剧

的“圈粉”能力更强。越剧需要年轻的观众，

更需要年轻的传承人。

“产、教、研”的一体化建设，是培养越剧

人才的关键。各院校、院团方法不一，各有所

长。比如，“小百花”结合科班制与学院制，将

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就像当年尹桂芳、尹

小芳两位老师手把手教我一样，我们也在表

演上对学生予以精细指导。

奠定“小百花”根基的越剧《五女拜寿》，

诞生 38 年来，已经演出了千余场，不同代际演

绎了多个版本。每位进入“小百花”的年轻演

员都要从这部剧演起。2016 年，在国家艺术

基金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的支持下，

“小百花”面向全国戏曲院校越剧专业学生以

及越剧专业表演团体，招收优秀青年演员，有

了青春一代的传承。

担任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期间，我格外

注重演员的综合文化基础。2008 年，我们曾与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合作开办“08 小百花班”。

这个班的专业课与文化课修分比例是 5∶5，而

当时一般艺校越剧表演班的比例是 6∶4。专

业与文化并重，是我对新一代“小百花”演员

的要求。我们在团里也会定期举办文化讲座

和读书会活动，组织演员观摩优秀剧目、影视

作品、艺术展览等。

中国戏曲原先没有学校，老戏班只是一

个教授技艺的地方。是新中国让中国戏曲

有了学校，有了正规的教学体系。所以，当

今的戏曲学子，不光要学艺学戏，更要明心

明德；当今的戏曲教师，不光要传艺教戏，更

要想着传道授业。

未 来 ，从 生 源 挑 选 到 学 生 培 养 ，再 到

青 年 人 才 进 入 院 团 后 的 训 练 培 育 ，更 需 要

一 体 化 的 统 筹 建 设 。 我 们 要 让 更 多 孩 子

对 越 剧 艺 术 心 向 往 之 ，也 要 让 这 份 向 往 有

所 安 放 。

如 何 激 活 越 剧 的 艺 术 传 统 ？ 我 认 为 ，

青 年 一 代 应 该 思 考 式 地 继 承 ，要 明 白 戏 曲

中人物的意义，明白为何那么唱，明白怎样

唱能表达人物情感。在充分敬畏传统的基

础上，我们也要注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才 能 将 这 个 剧 种 、这 门 艺 术 更 好 传 承

下 去 。

（作者为越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

会副主席，梅生采访整理）

图片从上至下分别为越剧表演艺术家徐

玉兰、王文娟主演的越剧电影《红楼梦》剧照

（1962 年），浙江省嵊州市“越剧小镇”，茅威涛

（右）主演的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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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杂技文化节目《技

惊四座》频频登上网络热搜

榜，单条短视频播放量常突

破千万。一名观众的留言尤

其令人动容：“从没有哪种艺

术形式像杂技这样，如此直

观地呈现生命的自我突破与

超越。”

从执导木偶文化交流竞

演节目《木偶总动员》，到杂

技文化节目《技惊四座》，让

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华传统艺

术蕴含的筋骨与温度。在群

众精神文化需求日益提升的

当下，这些看似小众的传统

艺术，正凝聚起更多审美共

识与精神力量，产生更深远

的 传 播 影 响 。 这 启 示 创 作

者，用创新表达和诚心制作

赋能杂技艺术、讲好中国故

事，不愁前路无知己。

策划节目《技惊四座》之

初，我们就在思考，如何让杂

技这门古老艺术被现代观众

喜爱，如何提升观众对杂技

艺术的共情度，如何借助电

视 化 手 段 更 好 呈 现“ 技 ”和

“艺”……想清楚这些问题，

才能更好挖掘和表现杂技的

艺术魅力。

代代相传的中国杂技，

从舞蹈、武术、戏曲中吸取了大量养分。但杂技的艺术化

呈现，并非是形式的简单叠加。比如，以敦煌壁画“飞天”

为背景的“吊发”表演《惊鸿》，表演开场，我们将大屏和舞

台 CG（电脑动画制作）相结合，让观众身临其境，映入眼

帘的是若隐若现的壁画“飞天”，音乐将画中的“飞天”唤

醒，翩翩起舞。“吊发”是历史悠久的杂技项目，目前已濒

临失传。“吊发”的表演者在所有演员中年龄最小，18 岁

的她在舞台上坚定地说：“观众可以记不住我，但我希望

他们能记住‘吊发’这项传统技艺。”

这正是我们眼中的杂技之美。它是视觉震撼，更是

心灵触动。精巧、高难、惊险、奇特等是其审美属性，真正

打动人心的，是杂技艺术传递出的“千磨万击还坚劲”的

精神特质。形象之美、动作之美、情感之美、精神之美，要

在电视荧屏美美与共。所以，我们呈现的杂技，要有“中

国形”，更要有“中国心”，要吸引眼球，更要感动心灵。

我至今都难忘中国杂技团《九级浪·杆技》带给我的

感受，记得作品中那一群乐观豁达、勇搏风浪的年轻水

手。这则中国故事，也是世界故事，是人类不向困境低头

的故事。这为我们指明了节目努力的方向，要让杂技成

为传递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载体。

首先，赋予不同杂技品类“角色感”，在场景变换中将

故事娓娓道来，实现从“技”到“剧”的转化。比如，中国杂

技的传统技巧大都从生产生活中演化而来，“顶缸”就是

其中代表。杂技如何贴近生活？我们在顶缸表演《顶级

职员》中，将传统道具“缸”换成现代人熟悉的快递纸箱。

在顶缸技巧的支撑下，讲述了两个怀揣梦想的快递小哥

的日常故事。其中高难度动作“二节抽梁换柱”，两人叠

站肩头，“尖子”（双人技巧中，负责空中技巧的杂技演员）

将纸箱抛向空中随之后空翻，“底座”用后颈接住，在展现

杂技技巧的同时，展现角色间的相互信任。

其 次 ，以 情 感 丰 富“ 观 感 ”，聚 焦 和 表 现 杂 技 中 的

“人”。节目的 30 组选手中，年龄最大的是曾创造吉尼斯

纪录的“百岁姐妹花”徐大梅和徐小梅，她们以“超高龄”

活跃在杂技舞台，献上了一段“椅子顶”表演。在她们身

上，我们懂得了千年杂技正是源于这种一代人“踩着”一

代 人 肩 膀 才 得 以 接 续 传 承 ，看 到 了 何 为“ 择 一 事 终 一

生”。她们对杂技艺术的追求，令人动容。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游刃有余怎么来？从艺 18
年的杂技老师刘修志，曾在重十余公斤、近两米的滚环上

度过 3000 多个小时，换来了对力度、角度的掌控力。挑

战自我的底气是什么？为贴合整体节目的编排风格，双

人蹬伞的表演者做出临时换伞的决定，将已经习惯多年

的道具换掉，表演者苑文祥说：“挑战本身也是一种成功，

经历是最宝贵的。”30 岁的杂技演员还能再出发吗？时

隔 4 年重新走进训练场的绸吊演员支雅南用一段《木兰

归》的表演给出了答案。

杂技源于民间，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之一是“苦”。我

们希望观众看这档节目时，对“苦”有一种更正向的解读：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要干好事业，就要抱着吃苦的决心、

脚踏实地努力的恒心。节目中的杂技表演者们，何尝不

是当今奋斗者的缩影？回头，是用汗水书写的故事；低

头，是步履坚定的征途；抬头，是前行清晰的方向。

（作者为广东卫视《技惊四座》节目监制、总导演，本

报记者王瑨采访整理）

图为节目《技惊四座》中的双人蹬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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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是上海歌舞团创新审美理念的代

表作之一。“朱鹮”这只优雅灵动的鸟儿从孕育

诞生到振翅高飞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当代

舞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精致纤巧、婀娜曼妙的舞蹈，带领观众思

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10 年前，我和主创团

队的舞剧创作，经历了发现美、感知美、创造美

的历程。

美，需要打开心灵的眼睛去探寻，挖掘美

的可塑性、表现方式和价值。2010 年上海世

博会上，朱鹮主题的展览激发了我的灵感。朱

鹮姿态优雅，如诗如画，它们“涉”“栖”“翔”的

动作，宛如曼妙的舞姿。从外表看，朱鹮不似

芭蕾舞塑造的天鹅形象，冷峻神秘，也不似中

国民族民间舞塑造的孔雀形象，活泼烂漫，它

似乎是普通鸟类种群的一员。但从创作者角

度看，朱鹮体现了中国舞蹈的古典美。

舞 剧《朱 鹮》的 主 创 团 队 与 我 的 想 法 不

谋而合。我们需要挖掘朱鹮蕴含的美学思想，

赋予舞剧作品更多的文化价值。

对朱鹮的呈现，需要树立起全新的舞台形

象，挖掘中华美学韵味。创作团队用了近 4 年

时间，数次赶赴陕西洋县、日本佐渡创作采风，

深入了解朱鹮的生活习性，收集影音资料，丰

富创作素材，创作研讨 20 余次，几易构思。朱

鹮曾与人类和睦共处，正如一首诗歌中描述的

情境：“玉山一朱鹭，容与入王畿。欲向天池

饮，还绕上林飞。”朱鹮也曾面临灭绝的风险。

1981 年，人们在中国陕西洋县意外发现 7 只野

生朱鹮，“吉祥之鸟”才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

主创团队被朱鹮种群曲折的生存之路深深打

动，更感慨于人类在拯救朱鹮过程中的携手合

作。用文艺创作传递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

念，成为创作共识。

发现朱鹮之美，感知美在何处，随后进入

到创造美的阶段。主创团队采用中国舞的现

代化表现方式，将朱鹮最具代表性的动作形态

提炼升华成为舞蹈演员的律动美、节奏美、体

态美，将中国舞的特殊韵律、气息灌注进角色，

实现了自然美的艺术创造。

节目《朱鹮》是继去年《晨光曲》（舞剧《永

不消逝的电波》选段）后，上海歌舞团第二次登

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舞台。不仅这两

部，既往的《野斑马》《天边的红云》等“现象级”

作品，都是上海歌舞团艺术家努力创作创新的

成果。以创作锻炼队伍，以作品拓展演出，用

作品、人才和演出共同推动演艺事业蓬勃发

展，上海歌舞团初步建立了自身的美学体系和

艺术风格。

文艺作品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上海“一

团一策”改革方案，既坚持文化导向引领，又遵

循艺术发展规律，优化院团创作和人才培养机

制，为文艺院团的改革发展注入了活力。

今年，舞剧《朱鹮》和《永不消逝的电波》将

分别迎来第三百场演出。继续以扎实的步伐，

创演舞台艺术作品，发现美、感知美、创造美，

让更多振翅的“朱鹮”飞入观众心中，是我们不

变的艺术追求。

（作者为上海歌舞团团长）

“朱鹮”振翅，飞入人心
陈飞华

核心阅读

自我革新，是越剧一脉
相承的精神基因

唯有贴近时代、与时俱
进，坚守审美风格，越剧才能
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
价值，引发当代观众尤其是
年轻观众的共鸣

中国戏曲原先没有学
校，老戏班只是一个教授技
艺的地方。是新中国让中国
戏曲有了学校，有了正规的
教学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