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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底，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

开启试运营。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的前身是

始建于 1926 年的大华电影院，有着近百年悠久

历史，是许多北京人心中的文化地标。如今，改

建后的“大华”不再是单一的文化场馆，而是一

座拥有歌剧厅、戏剧场、环形剧场、实验剧场、天

空剧场、音乐厅 6 个演出空间和 10 余个排练厅、

一家咖啡厅、一家戏剧酒吧及若干文创空间、多

个公共艺术空间的新型综合艺术机构。

如何让艺术与一座城市以及市民深度连

接？北京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大华城市表

演艺术中心位于北京的市中心，这里也是众多

剧院和剧场的所在地，艺术氛围格外浓厚。将

大华命名为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就是想要建设

一座符合城市气质的艺术场所，为观众提供更

多选择，给城市注入新的艺术活力。

城市剧院的特点之一就是便于观众亲近。

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没有很长的前厅通道，

开门即是繁华的街道。临街的剧院可以让观众

与戏剧的距离更亲近，走在街上的人，跨一步就

能走进戏剧营造的空间，而演出结束后，人们又

能一步踏出如梦如幻的戏剧，回到平凡忙碌的

日常。对创作者和观众而言，这都是一种奇妙

的体验。除了演出空间，剧场还有咖啡厅、酒廊

和餐厅，观众在看演出前可以悠闲地喝一杯咖

啡、吃一餐饭，当听到第一遍铃声响起时，再不

慌不忙地走进剧场。

不仅如此，与大华合作的签约演员都要遵

守一条独特的规定，每晚演出结束后要留下来

与观众聊一聊，听听反馈、聊聊感受。剧院没有

固定的关门时间，送走最后一名观众才熄灯。

我们不希望观众买了一张票看完戏就走了，而

是可以继续谈论、思考。这样，艺术才能真正融

入 大 众 的 生 活 ，戏 剧 才 能 更 好 地 与 观 众 产 生

连接。

戏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以方寸之地展现世

界。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里的每一个演出空

间都不大，我们希望身处其中的人能够感到艺

术并不遥远，让艺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大剧院和小剧场，就像一条街

上既有能宴请宾朋的满汉全席，也有日常满足味蕾的小餐馆，各有各的

意义和需求。小剧场的演出，视角更多对准个体，讲好每一个个体的故

事，也是讲好人民的故事。

“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世界经典中国表达”，这是大华城市表演艺术

中心的艺术理念。未来，元杂剧、汤显祖的《牡丹亭》、莎士比亚戏剧全

集等作品都将在这里上演，用艺术带给观众精神的丰盈。作为一座以

“城市”命名的剧院，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希望用真正的艺术作品跟

市民沟通、和市场交流、与这座可爱的城市对话，做符合时代审美、符合

百姓需求的作品，讲述城市的动人故事。

（作者为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院长，本报记者曹雪盟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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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腔优美、造型悦目的越剧是全国第

二大剧种，曾经火遍大江南北。然而，近年

来，越剧也面临着市场萎缩、后继乏人等

问题。

在越剧发源地浙江省嵊州市，依托嵊

州市越剧博物馆建设的中国越剧戏迷网从

2016 年起，在全国各地建起“爱越小站”，

聚拢越剧戏迷，传播越剧艺术。6 年来，从

社区到大学，“爱越小站”已达 180 余个，每

个小站多则上百人、少则几十人，既有老票

友，也有新观众。

组织专业培训，业余
演员也能上台

走 进 嵊 州 越 剧 艺 术 学 校 的 9 号 排 练

室，10 多名学员正在排练《西厢记》。国家

一级演员王桂萍一边做示范，一边纠正学

员动作：“肩要放松，不能僵硬，端起来就没

了美感。”“舞台就这么大，脚下要有数，不

能一口气走到前台。”大家学得有板有眼。

嵊州市越剧博物馆副馆长郑孝斌说，

这些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的“爱越小站”，每

天 6 小时课程，学习任务并不轻松，可下课

以后，学员们仍常常围着老师问个没完。

“来这里学习，我盼了几个月。”来自辽

宁大连的姑娘康乐喜不自禁。这期学员来

自辽宁、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越剧唱腔

悠扬，姿态优雅，还能增强古典文化涵养，

我越学越喜欢。”康乐说。

大连“爱越小站”的站长礼响也是这期

学员。当天气温很高，礼响汗水涔涔，但话

语间透着兴奋，“我们来学习，就想排更多

好戏，回去吸引更多观众。”

这些业余爱好者，真能上台演出？

“可别小看他们，越剧的特点就是易上

手，易模仿。”郑孝斌说，一些对自己要求高

的戏迷，不满足于自己学习，想方设法请教

专业老师。所以，每年到嵊州艺校培训的

机会特别热门，需要“抢票”。

“我们还不定期派老师去各地培训，教唱

腔念白。怎么用胸腹呼吸、如何发出纯正的

字音……这些只有面对面才能教会。”郑孝

斌说，越剧唱词通俗、委婉动听，动作直观又

充满美感，经过培训，学员都有明显提高。

活动丰富多彩，聚拢
各地戏迷

“夕 阳 西 下 晚 霞 红 ，骊 歌 声 声 催 归

鸿……”台上，《柳毅传书》正在上演，不时

引来台下阵阵掌声。这是重庆沙坪坝区第

四十六期“群星越剧秀”的现场，演员都是

重庆“爱越小站”的成员。

不仅是重庆，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浙

江瑞安“爱越小站”的成员登上温州的古戏

台，连演两场；广东深圳的“爱越小站”在

“深圳市文化馆”云上直播号、抖音号直播

新排大戏《追鱼》。除了演出，声乐唱腔提

升课、名家表演艺术讲解等活动也在各地

举办……“各地‘爱越小站’全年的活跃度

都很高！”郑孝斌说。

重庆“爱越小站”依托沙坪坝区文化馆

群星越剧团成立，成员们请来专业老师授

课，排了近 10 部大戏，连续 4 年登上重庆科

教频道中老年春节联欢晚会。“每演大戏，

100 多人的小剧场都满满当当，演出中没

人离场。”小站骨干何德凤很自豪。

“‘爱越小站’像磁铁，聚拢各地的越剧

迷，不断扩大影响，让更多人接触越剧、认

可越剧。这些仅靠专业剧团很难做到。”嵊

州市文广旅游局副局长李炀说。

去年，嵊州新排了一出越剧现代戏《核

桃树之恋》。全国巡回演出时，各地的“爱越

小站”成员画海报、做推广，成为得力帮手。

今年 5 月 27 日，《核桃树之恋》巡演到

贵州遵义。一大早，贵州贵阳“爱越小站”

的成员们就登车出发。“我们提前十来天就

准备上了！”站长李珊很激动。剧团全国巡

演，一路上都受到热情接待。“他们是越剧

戏迷，也是越剧生长的土壤。他们对越剧

的热爱和深情，经常让我特别感动。”嵊州

市越剧团演员部部长陈亚军说。

更多年轻人加入“爱越小站”，对越剧

的未来很重要。郑孝斌说，目前在国内各

大高校里已经建立了 92 个“爱越小站”，成

为传播越剧艺术的生力军。

李晓燕是浙江工业大学“爱越小站”负

责人。“我们的‘爱越小站’不光吸纳新生，

还有一些早已毕业的师兄师姐，有活动时

就会积极赶回学校帮忙。”李晓燕说。

分享艺术乐趣，当好
戏迷“娘家人”

“有这么坚定的戏迷，真幸福。”王桂萍

十分欣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他们能

够静心学一门缓慢、古老的艺术，很难得。

没有观众，越剧就没了基础。”

“成为戏迷的‘娘家’”是嵊州叫响的口

号。52 岁的陈琴是江西上饶人，2017 年跟

着票友到嵊州参加戏迷会，被大家的热情

感染。“参加戏迷会，让我有种归属感，非常

温暖人心。”回去后，她在上饶成立了“爱越

小站”，加入越剧戏迷大家庭。

除了每年暑假“抢名额”参加专业培

训 ，嵊 州 还 不 断 推 出 多 种 活 动 与 戏 迷 互

动。2020 年夏天，嵊州组织“爱越小站”各

地大学站的 105 名成员登上舞台，与嵊州

市越剧团演员一起演出，并在越剧艺术学

校参加表演、唱腔、化装、导赏等越剧体验

课。天津大学“爱越小站”的成员李彦反串

了《碧玉簪》主角李秀英，惊艳全场。“戏迷

的快乐，外人很难体会。这是一种精神寄

托和享受。”郑孝斌说。

有了小站，天南地北的戏迷就有了精

神家园。今年 5 月 18 日，中国越剧戏迷网

推出“越剧的力量”活动，各地“爱越小站”

上传视频，剪辑后形成一段两个多小时的

视频。有戏迷给公众号留言：“心情烦闷时

听一段越剧，忧闷就随之而去。”

“在中国的戏剧百花园中，越剧不是雍

容华贵的牡丹，更像是一朵绚烂夺目的小

花，生命力顽强，很容易扎根，能够长成一

片。”嵊州市越剧艺校副校长夏言说。

在戏迷眼中，越剧就是他们共同的“蜜

友”，学习、分享越剧，让大家收获了甜蜜的

幸福感。虽然只是业余爱好者，也似小蜜

蜂一般为越剧传播贡献着点滴力量。

绚 烂 的 小 花 连 成 花 海 ，蜜 蜂 盘 旋 留

连。这样的越剧，怎么会变老？

上图为大学生（右）与嵊州市越剧团青

年演员共同演出。 王 蓓摄

汇聚戏迷、传播越剧，浙江嵊州在全国建立180余个“爱越小站”——

小站大舞台 聚拢爱戏人
本报记者 顾 春

作为全国第二大剧种，
一直以来，越剧都有不少戏
迷。在越剧的发源地浙江嵊
州，依托嵊州市越剧博物馆
建设的中国越剧戏迷网，自
2016 年起在全国各地建起
180 余个“爱越小站”，聚拢
越剧戏迷，传播越剧艺术，吸
引更多人爱上越剧。

核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