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瓯剧《张协状元》登上国家大剧

院的舞台。演出一开场就给观众带来新奇和

惊喜。为营造早期南宋戏班行走江湖的场

景，编导让乐队人员现场升挂台帘幕帐，各行

当角色抬戏箱穿台而过，在一曲吹打乐中唱

出即将敷演之故事。整个演出过程中，演员

全场跳进跳出、插科打诨，完全通过形体技艺

来表现外在场景和角色内在心理。每一场次

的转换连字幕都不用，直接让角色在舞台上

出示给观众。戏中庙判和庙鬼在不同场景三

次“作门”的细节，更彰显了古典戏曲美学虚

实相生、以简驭繁的原则。整出戏明白地告

诉观众：“我是在演戏，你是在看戏。”这是古

典戏曲游戏精神的回归。

在中国戏剧史上，“温州”（古称永嘉）和

“张协状元”是两个重要的关键词。我国的戏

剧，起源于先秦的俳优，但作为唱、做、念、舞

熔于一炉的戏曲艺术，却经历了漫长的孕育

时期，到两宋之交才诞生于东南沿海的浙江

永嘉一带。800 多年前，戏文《张协状元》在温

州九山书会出现，标志着中国最早的成熟戏

曲形态“南戏”诞生。今天，温州戏曲人以当

地独有的剧种瓯剧再次创演《张协状元》，不

仅是向经典致敬，更是传统戏曲艺术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具有价值的探索。

瓯剧《张协状元》编导遵从了史从戏出、

以戏证史的理念，让当代观众得以管窥南戏

的古朴风貌。温州历史上经济发达，这里的

书会才人继承了此前宋杂剧的表演技艺，又

结合当地俚谣俗曲，渐渐将歌舞小戏发展为

“南戏”这一成熟的戏剧样态。作为中国戏曲

的开山之作，《张协状元》存留着早期戏曲诸

多的文本形态和表演样式，呈现出稚拙、古

朴的风貌，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早已被戏曲界

所公认。自 1920 年叶恭绰发现《张协状元》

剧本之后，学术界对中国早期戏曲的研究多

以此为切入点，辑佚校勘、发微掘隐，取得了

丰硕成果。但是不得不承认，早期戏曲的场

上形态究竟如何，我们知之甚少。瓯剧《张

协状元》立足文本，努力对南戏的作场样式

和演出体制进行历史还原，让古老南戏走上

当代舞台。

此 剧 相 对 完 整 地 体 现 了 南 戏 的 角 色 体

制。瓯剧《张协状元》人物全部由生旦净丑

末五个行当敷演。“末”这一行当自古有之，

但在当下戏曲舞台上除少数剧种外已不多

见。此剧以末行扮大婆、强盗等人物，基本

符合此行当在历史上的呈现类型。“丑”行是

九山书会才人所创，其主要功能是与末、净

形成插科打诨、相映成趣的喜剧效果。在这

出戏中，丑扮由两个演员承担，一个演员饰

演小二、王德用、黄门太监和强盗这组人物，

一个演员饰演庙鬼和门官这组人物。丑扮

人物的增多，无疑增加了丑角的戏份，加强

了喜剧张力，这是对南戏喜剧化表演特色的

继承和强化。

对 800 年前的南戏进行完整精准的恢复，

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但是，温州瓯剧团的艺

术家们循着古本字里行间的气息，解读南戏

基因，追溯南戏原貌，这本身就是一个探索和

创新的过程。

除了舞美上的回归质朴至简，瓯剧《张协

状元》的返璞向新，还“新”在以下几点。

一 是 剧 作 上 老 戏 新 编 。《张 协 状 元》原

作 53 出 、5 万 余 言 、近 30 个 人 物 ，改 成 瓯 剧

后共 7 场 12 个人物。主创把场景集中于古

庙、京城街道和状元府第等处，以庙判和庙

鬼 作 为 串 联 人 物 穿 针 引 线 ，紧 扣 张 协 高 中

前后的情感遭际和经历，剧情紧凑单纯，更

适 合 现 代 演 剧 体 制 。 同 时 ，这 出 新 戏 继 承

了 经 典 戏 文《张 协 状 元》谐 谑 风 趣 、谑 不 伤

雅的语言风格。

二是形象上化扁为圆。原剧中的张协嫌

贫爱富、虚伪负心，在性格塑造和戏剧行动上

多有粗疏和矛盾之处，是传统戏曲中典型的

“扁平人物”。瓯剧则立足现代美学观念，对

主人公进行适度人性化处理，在成婚、拒认和

杀庙等场次强化了外部环境压力，为人物行

动寻求动力，努力让人物更加丰富立体。

三是声腔上旧曲新唱。瓯剧《张协状元》

由 6 个演员分饰 12 个人物，其中一个演员所

演角色多达 4 个。不同人物之间的行当跨度

大，会导致彼此之间辨识度不高。为解决这

一难题，编导充分利用瓯剧多声腔的特点，以

“乱弹”为主要声腔，又辅之以徽调、昆腔、高

腔、滩簧和时调等，让同一演员扮演不同人物

时使用不同声腔，甚至同一人物在不同情境

中也是如此，这就发挥了声腔和音乐调性上

的差异，强化了人物情感色彩的丰富性。

瓯剧《张协状元》投入成本较低，但业界

影响却很大。它为古本赋新声，在挖掘经典

的同时，也为经典注入了时代生命力。它的

成功创演再次证明，古典往往意味着现代，传

统常常蕴含着时尚。

（作者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

瓯剧《张协状元》

为古本赋新声
赵建新

阔别 4 年，刮目相看。

2023 年末，再次走进云南省临沧市耿马

傣族佤族自治县县城那个橘黄色的院落，这

支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演出团队已经更名

为“耿马民族歌舞团”。他们进步的路径清

晰可见：2019 年，作品《傣族女创拳》获全国

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综

合类一等奖；2022 年，被表彰为全国基层文

艺院团先进集体，作品《嘎朵》获得云南省群

众文化艺术最高奖“彩云奖”……

人们说，彩云之南飞出了“金孔雀”。

耿马是民族自治县，有 10 个世居民族、

125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片文化沃土一直

滋养着艺术爱好者们。

浸润在乡村，浸润在
文化中

夜凉如水。晚上 7 点半，耿马县耿马镇芒

片村文化广场上热闹了起来，村民从四面八

方汇集于此。从文化活动室搬出来的长条木

凳逐渐坐满了人，另有三三两两村民蹲在一

旁的大青树下。大喇叭里正在播放歌曲《耿

马的路》。穿着迷彩服的小伙子骑着电动车，

给演出现场送来一箱矿泉水……

这 是 耿 马 民 族 歌 舞 团 临 时 安 排 的 一 场

“送文化下乡”演出。上午决定，晚上开锣。

晚上 8 点，演出开始，广场上打闹的孩子们安

静下来。台上精彩不断，台下一排排长凳子

也不住地往前挪，气氛越来越热闹。

进企业、农村、校园、军营、社区、景区、街

区演出，耿马民族歌舞团每年不下 200 场。“这

是一种艺术回流。”耿马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

说：“我们的歌舞来自村村寨寨，也要回到村

寨，让村民检验。对我们来说，下乡演出最不

能对付，那是很高的舞台。”

从 2016 年开始，县政府每年以购买服务

的方式给这支队伍一定金额的财政补助，歌

舞 团 的 任 务 是 开 展 70 场 文 化 下 乡 活 动 ，并

负 责 县 里 春 节 、泼 水 节 、青 苗 节 等 节 庆 晚

会 。 歌 舞 团 每 年 还 需 完 成 5 部 以 上 作 品 的

剧本创作和排演，密切联系指导 5 支以上乡村

文艺演出队伍，争取每 3 年至少获得 1 次省级

以上奖项。

虽然是冬日，草木依旧葱茏，从县城翻山

越岭，路边高高的千果榄仁花果红艳似火，这

是孟定镇允冒村。73 岁的傣拳师布莱尚恩正

在家里打铁，干瘦的他气力过人，一天能打制

一二十把傣刀。他是歌舞团的傣拳师傅之一。

为了创作关于傣拳的舞剧，王峰在孟定

的乡野遍访会打傣拳的师傅。有的师傅要

求拜师，需在山里“闭关”学习 7 天以上。经

过王峰软磨硬泡，30 多名团员终于能够集体

拜师学拳。

许多人觉得傣族艺术“温柔似水”，刚烈

尚武的《勐相耿坎·傣拳师》一亮相，英姿飒

爽，十分吸睛。其实，在翠绿的耿马，还有许

多类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歌舞团在王峰的

带领下“挖就挖到根，干就干到底”。“我们的

传承不是穿几件老式衣服、加入几处元素，而

是让演员学戏、读书，浸润在文化中，揣摩歌

舞中的细节神韵，创作有血有肉的作品。”王

峰说。

下乡演出锻炼了演员们。31 岁的俸进丽

深有体会，“有的偏远山区要走路进去，演完再

走夜路回家，又冷又湿，半夜才能到。但想想山

里人特别是那些老人热切的眼神和热情的挽

留，一切都值了。”俸进丽说话时，眼里闪着光。

尊重生活，创新表达，
引领风尚

在 短 视 频 平 台 ，王 峰 发 布 的“UP 耿 马 ”

有 230 多万浏览量，很多跳舞的短视频播放

量都超过 10 万。

泼水节是妇孺皆知的傣族节日，耿马民

族歌舞团连续推出 4 个《泼水舞曲》短视频，

“载音音”“利叠叠”“UP 耿马”这些片名背后

都是原汁原味的傣族风情。

第一期就火了的“泼水舞曲”，用了一周

时间完成。拍摄地放在孟定的寨子里，场景

道具是现成的，村民就是群众演员。时任耿

马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穆霁妍回忆，当时

只有 5000 元制作经费和一台单反相机，成本

是一压再压。负责拍摄剪辑的耿马县融媒

体中心记者艾青说：“我们的镜头语言可能

不是最 美 ，但 肯 定 是 真 诚 和 真 实 的 。”片 子

里 ，彩 钢 瓦 原 味 呈 现 、拖 拉 机 成 了 道 具 ，质

朴 俏 皮 之 美 洋 溢 其 间 ，开 心 的 场 面 特 别 有

感染力。

视频中有段镜头是在山谷水流中拍的。

那时节，山谷水宛如在冰箱冷冻过，演员们还

是喊着“为了耿马”下水表演。因为只有一台

相机拍摄，为了多角度呈现，同一段舞蹈动作

要演好几遍。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泥古”，对传统文化

的创新表达，需要把握好平衡点。以服装为

例，王峰到博物馆里寻找“琵琶襟”等传统服

饰元素，结合出镜服装的要求重新设计。色

彩更亮丽、更适合现代生活的设计很快在傣

乡火了，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看了视频后都

跟风裁剪，引领了当地泼水节的着装时尚。

放手和信任是最大的支持。民间歌手岩

罕更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当地影响大，他的粉

丝还包了大巴车组团来看演出。县文旅局就

以人才引进的形式，吸收他成为歌舞团的正

式演员。前段时间，县长来团里调研，还协调

资金给岩罕更搭建录音棚。

把歌舞表演当成最快
乐的事，奉献出一个个美
好的故事

2023 年 12 月 27 日晚，歌舞团在县电影院

表演舞台剧《勐相耿坎·傣拳师》。这是他们

结束昆明、红河、普洱等地巡演回到家乡的汇

报演出。对此，王峰很自豪：“2023年云南省文

艺基金赞助的巡演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团，

另一个是杨丽萍老师的团队。”为了在巡演中

精彩亮相，紧张的团员们经常排练到深夜。

歌舞团的前身叫“民族文化工作队”。10
多年前，曾是小学音乐老师的王峰接手这支队

伍时，队里只有 7 个人。如今已是副团长的李

波回忆，10年前，队员的月工资只有千余元，而

当时在餐馆当小工都能赚两三千元；7个人演一

整场节目，中途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

为 了 生 存 ，王 峰 带 大 家 走 上 商 演 的 路

子 ，走 南 闯 北 中 增 长 了 见 识 ，扩 大 了 队 伍 。

大家慢慢意识到：观众爱看的，就是来自边

疆的傣族歌舞文化。他们扎根故土的决心

就此坚定。

歌舞团现有合同制演职人员 35 人，基本

都是从乡村招募的歌舞爱好者。23 岁的引少

来自孟定镇罕宏下寨，入团 8 年。她从小爱跳

舞，7 岁起看碟片自学舞蹈。今年 28 岁的岩

平，读中专时学的食品加工，算是半路入行。

训练很苦，能坚持下来全凭热爱。刚开始排

练，有的演员腿都压不下去，偷偷哭。歌舞团

把练好基本功作为立身之本，劈叉、下腰、空

翻、平转、倒立等动作，演员必须掌握，形体、

表情、姿态训练等也是必修课，严寒酷暑，日

出日落，雷打不动坚持训练。

歌舞团的进步，不仅是从默默无闻到获得

大奖、得到认可，也不仅是演员们的技艺变得

更专业，更重要的还在于对文化的理解。原创

舞台剧《我是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跳傣

族传统舞蹈的老艺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自己

的儿子孙子都不认得了，但是一听到象脚鼓和

铓锣声，就禁不住翩翩起舞，仿佛回到旧日时

光，他最终得到孙子的理解，传统舞蹈也传承

了下去。简洁的舞台语言，鲜明的文化元素，

七八分钟，演尽一生，直抵人心。入团 7 年的

能底在剧中扮演老艺人的孙子，他说：“舞台剧

讲的就是我们的使命。”

这些年轻人，尊重传统、热爱艺术，把歌

舞表演当成最快乐的事，奉献出一个个美好

的故事，描摹着家乡的山魂水韵、世态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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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之南飞出“金孔雀”
徐元锋

由中国文联和四川省

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金熊

猫奖颇有“国际范儿”。面

向 全 球 征 集 、来 自 10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7000 多

部作品，角逐电影、电视、

纪 录 片 、动 画 片 4 个 单 元

的 25 个奖项；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知名人士组成评委

会，超过一半的奖项颁给

国外作品和创作者；300 多

位中外专家学者云集金熊

猫国际文化论坛，为深化

文明互鉴、密切文化交流

献计献策。金熊猫奖不仅

是 一 次 影 视 文 化 交 流 盛

事，也是一场文明交流互

鉴盛会。

注重表现真善美等人

类美好情感，是本届金熊

猫奖获奖作品的共性。

获 奖 的 优 秀 纪 录 片

承载了人们超越自我、共

鸣 共 情 的 现 实 力 量 。 历

时两年，辗转 6 省份，纪录

片《小小少年》记录了 6 个

天 赋 异 禀 孩 子 的 成 长 故

事，该片导演孙超获得最

佳 纪 录 片 导 演 奖 。《小 小

少 年》没 有 解 说 和 旁 白 ，

完 全 靠 故 事 里 人 物 的 行

动 和 语 言 推 动 情 节 发

展 。 热 爱 跳 舞 的 云 南 山

村女孩云儿、痴迷机器人

的 天 才 少 年 、11 岁 的“ 昆

虫 专 家 ”、14 岁 的 摩 托 车

女 车 手 等 ，纪 录 片 中 ，孩

子们在小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热爱的领域，确立了人生目

标，爆发出充沛的能量与创造力。由中、法等国际团队联

合制作的《雪豹的冰封王国》获得最佳纪录片摄影奖。在

海拔 3500 米的三江源地区，摄制团队将野生雪豹罕为人

知的自然状态呈现给观众，4K 超高清呈现让人身临其境，

雪豹与岩羊、牦牛、秃鹫、藏獒等动物的生存状态被赋予

拟人化表达，让人难忘。

获得最佳纪录片奖的中美合拍纪录片《大熊猫 小

奇迹》，以大熊猫“小奇迹”的周岁生日为切入点，讲述 50
多年来中美两国大熊猫研究人员攻克人工饲养大熊猫繁

殖难题，为大熊猫野化放归并成功融入野生种群做出的

不懈努力。

反映平凡真情的影视作品可以抚慰人心。获得最佳

编剧奖的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借助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的视角，通过重复加碎片式感官叙事手法，真实呈现了

迟暮老人被时间带走记忆后的日常，用既温柔又犀利的方

式探讨衰老与遗忘，传递了父女间扎根于亲情的爱。让观

众感触颇深的是，阿尔茨海默病抹去的不仅是记忆，还有

爱与被爱的能力。男主角以丝丝入扣、不着痕迹的演绎，

刻画了一个让人难忘的老人形象。获得最佳影片奖的电

影《乔乔的异想世界》，通过一个 10 岁孩子的视角，传递“爱

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一主旨，整体基调既乐观温和又

理性克制。获得最佳动画形象奖的动画片《姆明山谷》，表

现了人类朴素的真诚与爱。

初出茅庐的刘江江凭借电影《人生大事》获得最佳导

演奖。影片中的不少情节源于刘江江的生活，他以独到的

视角，阐释了平凡日子里浪漫的深情、豁达的生死观以及

向死而生的启示。演员王景春凭借《警察荣誉》派出所所

长王守一的角色，获得电视剧最佳男配角奖。王景春似乎

就是那个干了半辈子的基层民警，即将退休、世事洞明又

自带喜感，力求每个动作、每个笑容里都藏着戏。电视剧

《警察荣誉》中的大部分案件都有真实事件原型，具有现实

主义风格。凭借电视剧《狂飙》广受关注的张颂文，在电影

《不止不休》中饰演风尘仆仆、雷厉风行、坚守新闻理想的

记者，获得最佳电影男配角奖。

获得电视剧最佳编剧奖的《我的天才女友》（第三季），

用有力的笔触探讨友谊这一主题，揭示友谊如何在分割、

打碎又重建中成长为坚韧独特的形态。获得最佳音乐奖

的电视剧《万物生灵》，配乐如田园风光缓缓展开，淳朴的

人间真情，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这些表达都让人动容。

“好作品是一座桥梁，能够连通世界。”正如本届金熊猫

奖评委会主席张艺谋所说，只有蕴含巨大精神力量和崇高价

值追求的作品，才能获得广泛的共鸣与共情。

好
作
品
是
一
座
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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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耿马是民族自治县，有 10 个世居民族、125 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片文化沃土一直滋养着艺术爱好者们。

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耿马民族歌舞团，现有合同制演职人员

35人，基本都是从乡村招募的歌舞爱好者，每年进企业、农村、校

园、军营、社区、景区、街区演出不下 200场。

瓯剧《张协状元》剧照。

浙江省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供图

图为电影《人生大事》剧照。

《人生大事》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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