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中国民间越剧节和全国越剧戏迷大

会都会在越剧发源地——浙江省绍兴市嵊州

市开幕。各地越剧戏迷来到越剧故乡，参观

越剧博物馆，上古戏台唱戏，与名家互动……

与此同时，越剧发源地嵊州市甘霖镇东

王村村委会原主任李秋顺在抖音上开设账号

推广越剧，从嵊州市越剧艺术学校走出去的

年 轻 演 员 郑 蒙 蒙 已 经 成 为 抖 音 上 粉 丝 超 50
万的越剧红人，一个城南小学培养出了 34 朵

“小梅花”……

村委会原主任李秋顺
“触电”才能更好地传承

文化遗产

去年春天，李秋顺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你

好，我是中国好声音导演组，想请你参加我们

的越剧大赛……”

李秋顺以为这是个诈骗电话，未加理睬。

三天后，导演组赶到李秋顺家里，邀请他参赛。

李秋顺好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为什

么一定要邀请我？”

导演组回答：“因为东王村是百年前的越

剧发源地。我们从抖音上看到，你经常在唱越

剧，宣传东王村。”

在东王村，人人都能哼几段越剧。哼了一

辈子越剧的李秋顺，听了导演组的话，竟有点

怯场。别人都是越剧团出来的正规演员，他虽

然 爱 越 剧 、唱 越 剧 ，但 毕 竟 没 有 经 过 正 规 培

训。大家坐下来商量，李秋顺最后决定，带着

100 多年前的越剧老调去参赛。

最早，越剧老调并不叫越剧，叫落地唱书，

经过 100 多年的演变，唱腔有了很大不同。上

了舞台，李秋顺唱了一段最初的越剧老调，“当

初就是边干活、边走路的时候随口唱几句，后

来才慢慢上舞台，从其他剧种汲取营养，演化

成今天的越剧。把越剧老调现代化，让成千上

万的观众来观看我们的表演，感觉非常自豪。”

中国好声音的越剧特别季影响不小，很多

看了节目的游客奔着“越剧发源地”的名头，慕

名来到东王村参观。到了这里，很难不被“人

人爱越剧”的氛围感染：村里的越剧队有空就

排练，小小队伍配齐 5 名伴奏乐师，能排出《孟

丽君》这样需要 20 多人上台演出的大戏。村

里 10 米多高的古戏台，是当年筹集资金重建

的，如今更是地标性建筑。每月 27 日，村里人

都会聚在这里唱戏。

嵊州修复了一批古戏台，还自发形成了 100
多个越剧戏迷角，热爱越剧的游客遍布各地，无

论何时来到这里，总能找到听戏唱戏的地方。

包括越剧在内，中国传统戏剧的传承和传

播都存在年轻化的压力。村越剧团成员，年龄

最大的 59 岁，最年轻的也 40 了。“要不是新媒

体，我哪能被好声音导演组看到？那场演出，

让多少观众知道了东王村！回来后，我上新媒

体更积极了，要传承好越剧文化遗产，必须‘触

电’上网！”李秋顺说自己正在努力适应新媒

体，用更年轻的方式传播越剧。

越剧小生郑蒙蒙
“越剧粉”的忠诚令人感动

在短视频直播间这样的新媒体平台上，越

剧的火热出人意料。

晚上 8 点，记者准时点进郑蒙蒙的直播

间，900 多名粉丝已经“蹲守”在线。直播间画

面 高 清 ，布 置 明 亮 优 雅 。 穿 着 黑 白 洋 装 、妆

容 精 致 的 主 播 ，正 是 越 剧 小 生 郑 蒙 蒙 ，她 毕

业于嵊州市越剧艺术学校，现在是杭州越剧

院的戏曲演员。

嵊州市越剧艺术学校一直努力探索越剧

传承的机制，曾经寻找各大越剧流派嫡传弟

子或传承人“一对一”授课，共同参与嵊州的

越剧人才培养计划。20 年来，学校向近百个

专业文艺团体输送了近千名优秀演员，郑蒙

蒙是其中之一。

她现在拥有 53 万粉丝。粉丝不断提问，

她唱一段，介绍一段，介绍越剧的流派、唱腔、

传 承 ，唱 完 后 ，粉 丝 会 直 接 地 表 达 自 己 的 喜

欢。当晚最高峰，超过 5000 名粉丝同时在线。

直播间跟戏台不同，观众可以随时互动，

这跟传统舞台的表演完全不同。“在直播间，许

多观众直接告诉你唱得好不好。直播间在线

人数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 10 万左右。”郑蒙蒙

说，她所在的剧团人才荟萃，年轻演员难得有

演出机会。“很多像我一样的青年演员，我们心

中有一团火，对越剧满怀热情。新的传播方式

给了传统戏曲不一样的表演机会。”

与 线 下 剧 场 相 比 ，直 播 间 能 汇 集 几 万

人。两者的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线

观看者基本都是年轻人。这些现象，值得关

注。“直播至今，我感觉不是年轻人不喜欢戏

曲，而是他们没有很多机会接触戏曲。他们

在直播间接触越剧后，很多粉丝从线上转到

线下。就有北方的戏迷，开车到嵊州剧场里

看我演出。”郑蒙蒙说，“虽然有时候很累，可

我很喜欢、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希望很多像

我一样的青年越剧演员能和我一起，在线上

聚拢更多年轻人。”有观众，有粉丝，有戏唱，

对郑蒙蒙来说是幸福的事。

“越剧粉”的忠诚令人感动。找准观众，肯

定有未来。

城南小学
土壤肥沃培养出 34 朵

“小梅花”

嵊州市城南小学四年级的梅一可，去年

凭 借 越 剧 选 段《追 鱼·拔 鳞》，荣 获“ 小 梅 花

奖”。近期，梅一可正在排演《穆桂英》。“要

演 穆 桂 英 ，每 天 必 须 练 功 ，先 压 腿 ，然 后 扳

腿 、劈 叉 、踢 腿 ……”除 了 学 习 ，这 是 梅 一 可

的 另 一 面 生 活 。 练 功 、练 唱 并 不 轻 松 ，不 但

费时，更需要毅力坚持。“除了学校，每周六

课外学一次。”但梅一可说，她天生爱舞台。

越 剧 的 种 子 从 小 就 种 下 了 。 梅 一 可 的 外 公

外婆都曾在民营剧团工作，梅一可跟着剧团

长 大 。 等 演 出 完 毕 ，台 上 没 人 了 ，小 小 的 梅

一可会跑上台去模仿演员，站在舞台上的感

觉就这样记住了。全家都支持她学越剧，她

在家里常看越剧著名演员的表演视频。

城 南 小 学 的 越 剧 指 导 老 师 田 慧 芳 说 起

越 剧 特 色 ，非 常 自 豪 ：“ 学 校 至 今 已 获 得 34
个小梅花奖，这在全国也罕见。因为好苗子

多 ，在 学 校 竞 争 就 激 烈 ，同 一 届 往 往 有 八 九

个小朋友要在学校比赛获胜，才能被送出去

参赛。”

这么多苗子，怎么培养出来？为了营造

越 剧 氛 围 ，城 南 小 学 的 课 间 音 乐 是 越 剧 ，体

操也是越剧体操，孩子们每天课间做一遍越

剧 操 。 把 越 剧 中 复 杂 专 业 的 手 眼 身 法 步 编

成舞蹈，让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反复体会越

剧之美。元旦迎新，学生还能自己设计制作

戏服、戏帽、头饰，穿戴起来走秀。学校有越

剧博物馆，陈设了绘画、戏服等，努力营造越

剧氛围。

学校邀请作曲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谢

子 华 ，为 14 首 古 诗 谱 上 越 剧 曲 调 ，取 名“ 越

韵古诗”。城南小学副校长吕洪福介绍，“越

韵古诗”保留了越剧传统的咬字、唱腔，同很

多名家曲调融合在一起。学校又再次拓展，

利用越剧的唱腔吟唱小学课本中的 85 首古

诗 ，让 孩 子 们 在 越 韵 中 积 累 中 华 经 典 诗 词 。

现在，学校构建了“越剧戏曲课程群”，包括

《越歌悠悠》《小学生学越剧》《我爱越剧》《越

韵古诗》等，其中“越韵古诗”系列节目多次

获 得 中 国 少 儿 戏 曲 小 梅 花 荟 萃 最 佳 集 体 节

目奖。

“ 越 剧 的 传 承 ，后 继 有 人 是 关 键 。”田 慧

芳说：“在小学阶段潜移默化，播下一个传统

戏 曲 文 化 的 小 小 种 子 ，今 后 才 能 有 懂 越 剧 、

爱越剧的戏迷。百年越剧才能土壤肥沃，继

续开花。”

左上图为嵊州越剧演员在嵊州市甘霖镇

东王村演出。 陈上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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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一 ”是 孩 子 们

的节日，这一天也是郭

淑珍教授的生日。

2023 年 5 月 31 日，

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为

人 民 而 歌 唱 ”音 乐 会 ，

郭 淑 珍 在 不 同 时 期 培

养 的 学 生 代 表 纷 纷 登

台献唱，向这位 96 岁的

声 乐 教 育 家 献 上 生 日

祝福。

在 声 乐 艺 术 教 育

界 ，一 提 起 郭 淑 珍 ，许

多 人 会 说 ：“ 老 太 太 ，

厉 害 呀 ！”这 话 语 里 有

敬 重 也 暗 含 几 分 敬

畏 。 我 曾 采 访 过 许 多

中 外 音 乐 家 ，对 郭 老

师 的“ 厉 害 ”多 少 有 所

耳 闻 。 2005 年 深 冬 ，

我 第 一 次 走 进 郭 老 师

家 ，“ 别 脱 鞋 ，天 儿 凉 ，

你 穿 上 鞋 套 ！”原 来 传

闻 中“ 厉 害 ”的 郭 老 师

和蔼又慈祥！

郭 淑 珍 是 新 中 国

培 养 的 第 一 代 女 高 音

歌 唱 家 ，她 功 力 深 厚 ，

声 音 洪 亮 、中 气 十 足 。

“我的嗓音像我老娘。”

早 年 间 住 在 天 津 卫 某

大杂院，街坊邻居都爱

说，郭淑珍母亲的嗓子

像铃铛，清脆明亮。

因 偶 然 听 到 老 唱

片里的郎毓秀（摄影家

郎静山之女）演唱电影

插曲《满园春色》《天伦

歌》，郭淑珍在读初三时定下志向：我这辈子就唱歌了！

她凭借一首原调演唱的意大利歌曲《我亲爱的》考上北平

国 立 艺 术 专 科 学 校 。 后 来 ，学 校 并 入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

1950 年 7 月，她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赴云南慰问演

出、采风，下决心学唱了很多秧歌调，《翻身道情》《信天

游》《夫妻识字》《兄妹开荒》……民族、民间的音乐沉淀在

她心里，“生了根，想拔都拔不出来”。

郭 淑 珍 在 中 央 音 乐 学 院 毕 业 后 留 校 任 教 。 1953
年，她被公派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她

的 歌 喉 清 丽 华 美 、音 域 宽 广 ，将 抒 情 女 高 音 的 诗 情 画

意、戏剧女高音的绘声绘色、花腔女高音的玲珑剔透集

于一身。更可贵的是，她对控制声音和处理作品见解

独到，能够深度发掘音乐内涵以准确塑造人物。郭淑

珍在留学期间，因获得世界青年联欢节古典歌曲演唱

比赛金质奖章等荣誉，一跃进入苏联歌剧舞台的明星

阵 容 。 在 莫 斯 科 的 三 大 歌 剧 院 ，她 成 功 主 演《叶 甫 盖

尼·奥涅金》中的塔吉雅娜、《艺术家的生涯》中的绣花

女和《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三大女一号，还被评论家

称赞是“伟大的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笔下最理想的塔

吉雅娜”。

1959 年，郭淑珍学成后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执

教，同时在舞台上十分活跃，曾与多家乐团合作，先后出

版发行多张唱片专辑，多次随国家艺术团出访。60 多年

来她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歌唱家。在国际国内声乐赛场

上，她的学生摘金夺银享有盛誉。郭淑珍总是提醒后辈：

“在舞台表演上，你们需要补的课还很多。想在艺术的感

染力和表现力上突破‘学院派’的局限性，就应该老老实

实向郭兰英等老一辈艺术家、向我们的传统戏曲学习。”

前辈指挥家严良堃数次指挥《黄河大合唱》，他曾多

次提及，“许多优秀女高音都演唱过《黄河怨》，听来听去

还是郭淑珍唱得最好。”1975 年，郭淑珍与乐团合作录制

《黄河大合唱》，排练时，指挥家李德伦说：“你把我唱哭

了！”演出时，听众也被她唱哭了！

郭淑珍以中央音乐学院“终身教授”名誉坚守教学

岗位，她特别反对保守。“保守怎能搞艺术？与时俱进

不是口号，要有行动、要去实践！”她可以容忍学生不开

窍，却无法原谅学习不用功。她的学生们说：“郭老师

火眼金睛，学习动机不纯，坚决不教。她就想为国家培

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为了让更多学生走向舞台，郭淑珍在耄耋之年出任

中央音乐学院歌剧中心艺术总监，亲自策划排演多部中

外经典歌剧。2009 岁末，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亮相

北京天桥剧场，大受好评；翌年初赴莫斯科音乐学院演

出，引起轰动；2011 年 11 月，在第一届中国歌剧节演出又

获成功。郭淑珍和她的学生们一起举办音乐会。93 岁

高龄时，她还频频出现在各地的歌剧演出现场。她说：

“我要去给年轻人鼓劲儿啊！”

郭
淑
珍

—
民
间
音
乐
在
心
里
生
了
根

陈
志
音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歌舞剧院创排的舞剧

《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上演。这部获第十二届

“荷花奖”的舞剧作品，将舞蹈之美与散文之美

相融合，赢得师生的赞誉。

“散点透视”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审美

特色，其特征在于重意不重形。舞剧《朱自清》

通过散点透视，根据人物关系分为五个篇章：

为人师，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为人

杰。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将朱自清的故事展现

在观众面前，让人物形象具有情感厚度和生活

温度，也丰富着作品的视域空间，营造了富有

诗意的艺术世界。

舞剧从朱自清临终前的病榻启幕，开始了

他一生的回溯。伴随着《我的南方》《荷塘月

色》《春》等经典作品，其在清华园教书时的师

生情、与父亲及妻儿间的亲情、与闻一多先生

的挚友情以及拒领美国面粉的爱国情等重要

的生命瞬间，被一一呈现出来。每个篇章都独

立存在，篇章间的故事情节、时空线索又相互

连接，有着整体的谋划与考虑。

朱自清的散文风格平实质朴，自如灵动。

舞剧《朱自清》的创作者意在诠释朱自清的散

文风格，努力实现舞蹈本体与散文文本相统一

的美学特质。

舞剧中的三个情境令人印象深刻。首先

是对散文《背影》的转化。舞剧的第二篇章“为

人子”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在

这幕父子双人舞中，没有传统双人舞的托举等

动作，表演者只是用自身充满张力的肢体语言

诠释父子深情。舞台背景投屏上出现父亲牵

着幼子的手缓慢行走的画面，渐渐地，儿子不

断长高，直至父亲佝偻着后背，由身旁的儿子

搀扶……那一刻，带给观众的是一种情感力

量。再就是散文《匆匆》的演绎。这篇散文被

改编成同名歌曲，并作为背景音乐呈现在剧

中。一首《匆匆》，两段情境，第一次出现在第

三篇章“为人夫、为人父”中与妻子儿女即将分

别之际，第二次是在第五篇章“为人杰”中与妻

子的告别时段。“你呀，聪明的，请告诉我，我们

的日子去哪了？”散文的温度，伴着音乐和舞蹈

延展开来。在呈现一个充满散文风貌的美学

世界的同时，也呈现了具有现代品格与精神的

世界。

家国情怀构成了舞剧的内在线索、深层逻

辑以及精神品格，并通过诸多细节生动呈现出

来。在第五篇章“为人杰”中，病榻上的朱自清

奄奄一息，但他宁愿饿死也不食嗟来之食，在

妻子的陪伴下，他用颤抖的手凛然地在《抗议

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伴着《匆匆》的歌声，剧中朱

自清与妻子翩翩起舞。那是一个与妻子做不

舍告别的普通人，更是一个向往光明的人、一

个“大写的人”。它让舞剧不仅有了情感的温

度，更有了精神的筋骨。

舞蹈之美与散文之美相融合
董 丽

核心阅读

嵊州修复了一批古戏台，
还自发形成了 100 多个越剧
戏迷角，热爱越剧的游客遍
布各地，无论何时来到这里，
总能找到听戏唱戏的地方。

新的传播方式给了传统
戏曲不一样的表演机会。与
线下剧场相比，直播间能汇
集几万人。两者的影响力不
可同日而语，而且在线观看
者基本都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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