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秋傍晚，浙江温州乐清市柳市镇中心的

大舞台，被台下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

都在静待开场。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

尘，只有香如故……”扮相俊美的陆游与唐琬缓

缓登场，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演员们，通过

经典之作《陆游与唐琬》，将陆游坎坷的仕途经

历和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舞台下，已经

看过这台戏许多遍的戏迷沉浸其中，许久之后

才直呼过瘾，掌声不断。

作为浙江的一张文化“金名片”，越剧声腔

清悠婉丽，表演真切动人，具有江南灵秀之气。

越剧之美，既是扮相、身段之优美，也是唱腔、唱

词之柔美。让更多人感受到越剧的美，是浙江

小百花越剧院不懈努力的方向。

“我们村给 60岁以上的老
人每人每场发一张戏票”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下辖两个演出实体——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和浙江越剧团，像这样的艺

术下乡，平均每年有 200 多场。

蔡浙飞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副院长、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团长，也是这次演出中陆游的扮

演者。面对台下的热情观众，蔡浙飞说：“戏曲

源自基层，自然也要回归基层。作为文艺工作

者，我们有责任让大众享受到更丰富、更高质量

的精神文化生活。”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陆游与唐琬》《红丝

错》《五女拜寿》《胭脂》《梁山伯与祝英台》《何文

秀》、浙江越剧团的《碧玉簪》《天之骄女》《花中

君子》《双轿接亲》等诸多越剧经典剧目，在浙江

临海、龙港、磐安、平阳等地陆续上演，几乎场场

座无虚席，甚至还有观众用手机给没抢到票的

亲友“现场直播”。

“我们村给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场发一

张戏票。”今年 70 多岁的朱大伯说。即便如此，

为了有个好位置，大伙儿还是不约而同地赶了

早，“就差带着家里的被褥来占座了”。

朱大伯说，他平时也常看戏，大都是村里的

小剧团演出，有机会看到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

戏，还是忍不住激动起来，“回去能和票友们好

好‘耍’上一段”。

根往下扎，花向上开，对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而言，为基层群众送去高质量演出一直是最重

要的工作。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滨梅介

绍，他们一方面与政府部门合作，以“送戏下乡”

形式举办公益演出；一方面通过政府部门购买

“文化产品”的形式，进行惠民演出；此外，还有

商业包场演出。“今年，光温州我们就去过 3 次

了。”王滨梅说，“根据不同的地域和受众，我们

会为当地百姓‘量身定制’剧目，《游子吟》《张玉

娘》《钱塘里》等题材接地气、地域色彩浓厚的新

创作品很受欢迎。”

讲述生活里的故事，表现
故事中的生活

“诗情画意江南岸，泽被子孙是青山。但有

如此绿水青山，何愁不是金山银山……”今年 4
月，一出反映浙西南生态蝶变的越剧《绿水青

山》在国家话剧院上演，从一个家庭的命运切

入，以小见大、观照现实，主人公肖美云由一名

普通销售员成长为乡亲们的致富带头人，故事

清晰动人。

《绿水青山》成功的背后，是浙江小百花越

剧院在越剧创作方面的有益探索。据浙江小百

花越剧院副院长、浙江越剧团团长钱可介绍，剧

院与省内县（市、区）的创作演出合作模式，实现

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标。院

团通过合作解决了创作成本问题，也有更多机

会挖掘大家喜闻乐见的新剧目，借助多样化宣

传方式，实现跨界传播。多方合作和剧目产出

也给更多年轻演员带来了机会。地方上则能借

助院团高水准的艺术创作实力，挖掘地域文化

品牌，提升基层院团的专业能力。

“每次跟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合作，都是一次

交流学习。通过‘带、帮、教’，我们在潜移默化

中提升了业务水平。”绍兴市上虞区公共文化服

务中心主任罗小利认为，这种合作方式不仅让

地方百姓看到更多优质的越剧剧目，也能把地

方的文化特色带到更高更大的平台。

正 是 这 样 的 共 同 奔 赴 ，孕 育 出《绿 水 青

山》《祝家庄里的年轻人》等新颖又接地气的

越剧新剧目。《我的娘姨我的娘》将台州玉环

偏 僻 海 岛 上 女 医 生 的 故 事 带 到 观 众 面 前 。

《张玉娘》融入丽水松阳的地域风貌，营造出

典 雅 清 丽 的 舞 台 意 境 。 根 据 中 共 隐 蔽 战 线

上 的 无 名 英 雄 朱 枫 的 事 迹 创 作 而 成 的 越 剧

《枫 叶 如 花》，在 舞 台 上 运 用 蒙 太 奇 手 法 ，诠

释 了 血 色 浪 漫 情 怀 ，2022 年 获 得 第 十 七 届

“文华大奖”。

融进时代审美并不意味
着丢弃“老底子”

“越剧发展到现在，创新的基因贯穿始

终。守正创新与戏曲中的移步换形，一脉

相承。”浙江戏剧家协会顾问、浙江舞台美

术学会副会长蓝玲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退

休人员，他数十年从事戏曲服饰造型工作，

见证了越剧的不断发展。“如今，浙江小百花

越剧院的剧目可以称为‘诗画越剧’，服装和舞

美设计都融进了新的美学思想。”

比如，设计《天之骄女》中高阳公主的服装

时，运用许多现代工艺和剪裁手法，色彩、图案、

纹样的选用都以表现高阳公主骄横跋扈的性格

特点为目的；在《西厢记》中，舞台布景采用流

动、潇洒、飘逸的转台，张生的服饰一改传统戏

曲的白色水袖，角色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用什

么颜色的水袖……越剧舞美、服饰、妆容设计都

越来越符合时代审美趣味。

越剧的现代转型，并不意味着丢弃“老底

子”，这些传承百年的精髓为今天的创新打下坚

实基础。

“守正方能创新。”王滨梅说，老一辈留下来

的方法沿用至今，青年演员从入行开始，一般都

要苦练 10 年，才能在舞台上有个“样子”。形体

训练中的站法、手法、腿功、腰功，以及后面的台

步、毯子功、把子功、水袖功、扇子功、髯口功

……基本功训练没有捷径可走。

为了让青年演员有更多“实战”经验，浙江

小百花越剧院打造一系列以 90 后、00 后为班底

的“青春版”越剧剧目，包含穿越、谍战等新题

材，虽然没有老一辈艺术家那般收放自如，却彰

显了一份青春活力。

越剧艺术如何能薪火相传？最近 10 余年，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在青年人才培养模式上持续

探索，一改原先的“戏班子搭台”，发展为“院校

合作”模式。“我们和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有着长

期合作，政府主管部门也给予戏曲班学生有力

保障，学费全免，等学生们毕业进团时，我们再

严格考核，择优录用。”王滨梅说，通过“院校合

作”模式，院团人才储备已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

本世纪初的“面临断层”，到如今拥有令人羡慕

的“殷实家底”。

去年 11 月底，浙江小百花越剧院还推出了

“戏曲雅韵校园传承计划”，组织了全院 50 余位

越剧演员走进杭州中小学，开展了一场独特的

戏曲文化普及活动。现场 50 位越剧演员以“一

生一旦”两两组合方式，手把手教小朋友理解越

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出岫

……”学校操场上，来自 40 个班级的 1500 余个

孩子，戴上水袖云肩，同唱经典越剧《红楼梦》的

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校园里刮起了一阵

“越剧风”。

把越剧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未来就

可能多一些戏迷，甚至多一些越剧传承者。越

剧的未来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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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和旅游部联合

摄制的电视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二季），以具

有温度的叙述方式，让我们在绿水青山中找到

“山水间的家”。

这幅和美乡村新画卷是怎样的？

如同“花果同枝”画卷，橙树上每多一个嫁

接 的“ 树 结 ”，就 意 味 着 村 民 的 日 子 更 上 一 层

楼。在湖北万古寺村花果飘香的庭院里，“采

‘橘’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了现实的写照，这

种转变不仅是经济上的腾飞，更是心灵深处的

蓬勃。

从景的角度讲，是美丽的、生态的。群山

环绕四川石椅村，山峦起伏，云雾缭绕，发生在

这里的灾后重建故事传达出人们坚韧的品格

和团结的精神。重庆放牛村依托自然资源和

便捷的交通优势，逐步形成花卉苗木观光、特

色民宿旅游两大主导产业，让村民真正实现致

富增收。这种发展模式，彰显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可贵含义，也在不断诠释背后

的努力和付出中，将新时代的生态理念融入乡

村振兴的方方面面。

从文化角度讲，是创新的、融合的。节目以

鲜活视角捕捉乡村的生机，将文化与艺术融为

一体。游船穿越垛田的景致中，主持人恰到好

处地引用刘禹锡的诗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

净尽菜花开”。湖北万古寺村的橘园中，孩童们

背 诵 屈 原《九 章·橘 颂》中“ 后 皇 嘉 树 ，橘 徕 服

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节目将沉浸体验与

传统诗意结合起来，自然风物仿佛穿越了历史

的时空，历史文化得以在现实中延续。

从精神角度讲，是积极的、奋进的。我作为

嘉宾参与了《山水间的家》（第二季）的录制，感

触最多的是村民们始终保持着对幸福生活的不

懈追求。无论海上养殖的艰辛，还是搬家上岸、

重新创业的过程，都刻画出新时代奋斗者的形

象。他们身上具有“水滴石穿”的精神，在困境

中求变，态度积极，为乡村振兴和建设美丽中国

注入了希望和活力。

《山水间的家》（第二季）通过“主题式的大

事件”内容设计，深入挖掘每个村庄的特点，从

进村到体验的每个环节都努力编织成一个富

有层次感的故事，让人沉浸其中，感受村庄的

独特韵味。当我们融入山水间，和美乡村新画

卷就在我们身边，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去感受、

去创造。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用鲜活视角捕捉乡村生机
郦 波

参 与 新 编 现 代 京 剧

《石评梅》的创作，对郭伟

的艺术成长很重要。

《石评梅》既是一部红

色题材的现代戏，也是一

部新创的程派戏。这部戏

的程派唱腔独出心裁、别

具一格。剧中设计了大段

“程腔”，从诉情、别情、殇

情到寄情、悲情、缄情，处

处“以情行腔”，极具情感

张力。在唱腔上，郭伟本

着守正创新的宗旨，一方

面严格遵循“程腔”的艺术

规律，另一方面紧密贴合

人物气质，既有对老腔的

变化翻新，也有蕴含新律

的新腔新调。她将程派表

演标志之一的水袖功法自

然地化用于长巾的动作设

计之中，拨、挑、扬、抖，随

情而动，并将圆场、翻身、

卧鱼等戏曲技巧巧妙运用

其 中 。 2023 年 5 月 ，郭 伟

凭借《石评梅》获得中国戏

剧梅花奖。

对于郭伟，传承京剧

是 浸 润 在 骨 髓 中 的 天 然

使命。

11 岁时，郭伟考入北

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跟

从李文敏学习程派，转益

多 师 ，还 跟 从 李 金 鸿 、佟

熙英学习刀马旦，同时积

极学习昆曲。以“程派教

学”著称的李文敏在为学

生开蒙时，要求学生必须

学好练好基本功，要重规

范 ，把 握 好 演 唱 的 规 矩 。

郭 伟 在 这 样 的 严 格 教 育

下迅速成长。

学习期间，郭伟曾在

老吉祥戏院第一次实习公

演整本《锁麟囊》。当晚，李文敏特别邀请程派表演

艺术家赵荣琛观看。赵先生对郭伟的表演给予热情

肯定，那一幕，令郭伟至今难忘。

1997 年，郭伟进入北京京剧院青年团。这里成

为她的第二个家。团里对青年演员一直委以重任，

在这样的环境里，郭伟迅速成长。她在《铸剑情仇

录》中扮演娇娇公主，演出 60 场。在新编历史剧《驿

亭谣》中，她塑造了无邪少女贾天香，集花旦、青衣于

一身，广受好评。她在《宰相刘罗锅》中扮演赛貂蝉，

该剧入选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在

小剧场京剧《乌龙院》中扮演阎惜娇，她打破流派与

行当界限，塑造了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女性形象，

该剧在第八届中国戏剧节“都宝杯”小剧场演出季评

奖中获优秀剧目奖。2007 年，北京京剧院为她量身

打造了由王新纪编剧、徐春兰导演、朱绍玉作曲的新

编历史剧《孔雀东南飞》。

她与国家京剧院表演艺术家耿其昌合作新编剧

目《瘦马御史》，创排首演的“莲心”一角给观众留下

深刻印象。2011 年，她与叶派小生名家李宏图合作

了新编历史剧《蝶海情》。“老艺术家在艺术方面的精

益求精、炉火纯青，可以在舞台上带动我、激发我，让

我在人物塑造和表演上受益匪浅。”郭伟说。

学无止境，艺无止境。郭伟并没有陶醉在观众

的掌声中，而是意识到提高文化理论修养的重要

性。“一个人 10 岁、20 岁、30 岁，每个年龄段对同一出

戏的理解会不一样，每个阶段都要去学习。每次学

习之后，你都会发现自己的理解不同了，表现出来的

人物内涵也不一样了。”2010 年，郭伟参加首届中国

京剧流派班，集中学习程派艺术。在获得中央电视

台第七届全国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后，2014
年，她又进入第六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

班学习。

2021 年，在老师李文敏、鼓师王硕的指导下，郭

伟挖掘复排了程派经典传统剧目全本《春闺梦》《硃

痕记》。两部剧目的挖掘复排都对原作进行了适当

删减，使得整出戏叙事更为紧凑，同时在唱腔、表演

上本着自然、好听、好看的原则，尽量原汁原味呈现

程腔程韵，把“守正创新”落在了实处。

随着年龄增长，郭伟深入研究程派艺术的愿望

愈发强烈，她希望规范、科学地把程派艺术传承下

去。“这是我最大的责任。我可能无法做到比前辈

们 更 好 ，但 我 希 望 不 走 样 地 把 程 派 艺 术 传 承 下

去。”郭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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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这样绽放

核心阅读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越
剧创作模式，实现了“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目
标。这种合作方式不仅让地
方百姓看到更多优质的越剧
剧目，也能把地方的文化特色
带到更高更大的平台。

越剧发展到现在，创新的
基因贯穿始终。越剧的现代
转型，并不意味着丢弃“老底
子”，这些传承百年的精髓为
今天的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最近 10余年，浙江小百花
越剧院在青年人才培养模式
上持续探索，一改原先的“戏
班子搭台”，发展为“院校合
作”模式，打造一系列以 90后、
00 后为班底的“青春版”越剧
剧目。

图①：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图②：越剧《钱塘里》剧照。

图①、图②均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提供

图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在温州市苍南县演

出，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

邓祎嫣摄

版式设计：赵偲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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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电视节目《山水间的家》（第二季）

剧照。

节目组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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