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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灯 初 上 ，福 州 烟 台 山 人 潮 涌

动 。 这 里“ 藏 ”着 一 处 古 色 古 香 的 戏

台 。 每 周 ，婉 转 优 美 的 越 剧 都 会 在 这

里准时唱响。《花中君子·爬堂》《胭脂·
慎思》《包公赔情》等经典唱段余音绕

梁 ，演 出 团 队 正 是 福 建 芳 华 越 剧 院 青

年志愿服务队。

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养老院

……多年来，福建芳华越剧院（原福建

省芳华越剧团）每年平均开展志愿服务

上百场。在一场场志愿服务中，他们将

发源于浙江的越剧带入八闽大地，为戏

迷带来独特的艺术享受。

艺术形式多样化的今天，传统戏曲

如何打开市场？本地剧种已经遍地开

花，外来剧种如何发扬壮大？观众喜欢

“角儿”，年轻演员怎样成长？如何将艺

术送到更多群众的身边？让我们走进

福建芳华越剧院，去找找答案。

60多年间，芳华人的
足迹遍布八闽大地，将越
剧的种子播撒在福建的
山山水水

循着丝竹之声，我走进位于烟台山

的安澜会馆。一眼便看到那雕梁画栋

的古戏台。戏台上，几名越剧演员正甩

着水袖，拿捏唱腔。

小 小 空 间 ，古 韵 与 新 潮 碰 撞 。 台

下，观众或站或坐，围得水泄不通。

这是福建芳华越剧院志愿服务的

一幕。“无论年龄，不论来处，只要你来，

越剧的大门便向你敞开。”参加此次演

出的青年演员对我说。

事实上，对福建芳华越剧院而言，

志愿的火种早已埋下。它的诞生，就源

于一次志愿服务。

1946 年 ，“ 芳 华 越 剧 团 ”在 上 海 成

立 。 创 始 人 尹 桂 芳 是 越 剧 小 生 流 派

——“尹派”创始人。因为在《红楼梦》

《西厢记》《沙漠王子》《盘妻索妻》《屈

原》剧目中塑造了贾宝玉、张生、罗兰、

梁玉书、屈原等角色，尹桂芳红遍了上

海滩。1959 年，为响应号召，尹桂芳毅

然率“芳华”奔赴福建，同行剧团成员连

同家属共计 83 人。芳华越剧团此后改

名为福建省芳华越剧团。

60 多年间，芳华人的足迹遍布八闽

大地，将越剧的种子播撒在福建的山山

水水。如今，年轻的芳华人成为志愿服

务的主力军。

2016 年 3 月，为更好发挥年轻演员

在志愿服务中的作用，福建省芳华越剧

团在原先志愿服务队的基础上，召集全

团 35 周岁以下的人员组成青年志愿服

务队。

现在的志愿服务队有 41 人。“别看

主体成员只有 41 人，编制却很齐全，集

纳演员、乐团成员、舞美等院内所有部

门的青年人才。不仅如此，只要志愿服

务对象有需要，青年志愿服务队就能够

协 调 全 院 人 员 参 与 ，甚 至 是 梅 花 奖 得

主。”“芳华青年文明号”号长张海燕介

绍，“全院 100 多人，实际都是青年志愿

服务队的支撑。”

有了专门的志愿组织，芳华人开始

有计划、更频繁地开展志愿服务。与需

要上百人的大型舞台演出不同，每一次

志愿服务前，青年志愿服务队都会提前

考察场地，按需组成 10—20 人的志愿小

分队，既不耽误日常演出，又能保证服

务效果。

2023 年 9 月 ，福 建 芳 华 越 剧 院 青

年志愿服务队获评一星级全国青年文

明号。

为群众送去喜闻乐
见的表演，青年传承人和
越剧都在成长

闽剧、梨园戏、南音、木偶戏……在

福建，这些地方剧种都有自己的戏迷。

芳华人来到福建之前，这里几乎没有越

剧的土壤。

语 言 不 通 、水 土 不 服 ，人 们 对 越

剧 这 一 外 来 剧 种 并 不 看 好 。 可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芳 华 人 在 福 建 扎 下

了 根 。 多 年 来 不 仅 获 得 各 种 奖 项 ，还

走出了王君安、李敏、陈丽宇、郑全等

一 批 知 名 越 剧 艺 术 家 ，培 养 出 4 位 梅

花奖得主。

“艺术的本质是美，而美是没有边

界的。”这是在芳华人中流传已久的一

句话。把越剧的美传播出去，志愿服务

就成了打开市场的关键一招。从送戏

下乡、送戏进社区、进校园等志愿服务

做起，芳华人逐渐在福建这样一个地方

剧种遍地开花的地方站稳了脚跟。

观众成了戏迷，越剧有了市场，演

员也获得了成长。“谁能想到，戏台上拱

手而立的俊俏小生，竟是一名 00 后姑

娘！”一名福州观众在看完当晚的表演

后，惊讶之情溢于言表。两年前，浙江

姑娘邢碧尔从嵊州越剧艺术学校毕业

后加入芳华。从进团之日起，志愿活动

便成了她的必修课。岁末年关，从厦门

到三明，再回到福州，安澜会馆这一场

已经是她本周的第三场演出。

“年轻演员登台机会少，志愿服务

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锤炼本领，积累

经验。”邢碧尔说，正是在一场场志愿服

务中，年轻演员练就“功夫在身，随时上

场”的本领。

不仅是演员，越剧也在丰富发展。

“志愿活动打破了传统戏剧表演中舞台

的限制，演员得以直接接收观众反馈，

从而改进表演。”青年演员汤婉莹对此

感受深切，“为群众送去喜闻乐见的表

演的同时，我们和越剧都在成长。”

志愿服务的场地在
哪里，哪里就是芳华人的
舞台

地铁站、校园、公园、社区食堂，志

愿 服 务 的 场 地 在 哪 里 ，哪 里 就 是 芳 华

人的舞台。“传统的舞台边界被打破，

表演形式更贴近观众、贴近人民。”汤

婉莹说。

结 合 志 愿 服 务 要 求 ，福 建 芳 华 越

剧院青年志愿服务队还根据公益宣传

教 育 热 点 ，创 新 编 排 出 一 个 个 主 题 小

戏 。 近 年 来 ，随 着 主 题 志 愿 服 务 的 开

展，《万婴之母》《包公泪》《江姐》等一

批 符 合 时 代 主 题 、有 教 育 意 义 的 剧 目

与观众见面了。

更让人惊喜的是，他们还“玩”起了

跨界。一出《红楼梦·读西厢》的经典折

子戏，让闽剧和越剧实现了跨界融合。

舞台上，男小生来自福州闽剧院，女花

旦则来自福建芳华越剧院。台下，不少

观众直呼“大开眼界、大饱眼福”。2024
年元旦，“芳华里”文化集市开业了。观

众看戏前，到集市与演员互动，体验一

把“越剧装”，淘一些戏剧文创产品，让

传统越剧走进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拓 展 主 题 、变 换 形 式 、跨 界 尝 试

……“‘变化’之外，什么是福建芳华越

剧院‘不变’的内核？”我好奇地问。院

长郑全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领我走进一

场演出。这是一场《盘妻索妻》的经典

折子戏。

“娘子……”四周静默。台上，邢碧

尔一声清唱，婉转悠长。台下，观众闭

着眼睛，侧耳细细品咂。起腔结束，掌

声响起。

“就是这个味道！尹派越剧，最独

特的就是起腔。”现场一名老戏迷告诉

我，“深沉婉转，清丽高雅，缠绵柔和，再

多的形容词都不足以概括现场的感受，

尹派越剧艺术，就蕴藏在一句句唱腔与

一个个肢体动作里。”

形式在变，可始终不变的，是尹派

越剧那一种独特的味道。2008 年，“越

剧（尹派）”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扩 展 项 目 名 录 ，2012
年，福建省芳华越剧团被确立为福建尹

派越剧艺术传承保护中心。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

在郑全看来，正是在一次次志愿服务的

积累中，福建芳华越剧院不断壮大，演

员获得成长。尹派越剧的观众越来越

多，迎来了又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

版式设计：赵偲汝

福
建
芳
华
越
剧
院
青
年
志
愿
服
务
队
—
—

贴
近
观
众

传
承
创
新

王
崟
欣

一系列以“何以中国”为主题的

精 品 纪 录 片 的 创 作 和 传 播 ，对 于 坚

定 文 化 自 信 ，以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推 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强烈的现实

意义。

继美食、自然风光等题材纪录片

之后，近年来一大批关于中华文明起

源的纪录片和考古类纪录片相继面

世，系统性、宏观性地探讨中华文明的

传承发展，引人注目。

与此前《探秘三星堆》《良渚》《海

昏侯》等片聚焦某一个特定遗址、考古

学文化不同，这些新作以“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等一系

列考古发现和科学严谨的研究成果为

素材，聚焦“早期中国”，探索“何以中

国”的影像叙事和大众传播。

2023 年国庆假期，大型系列纪录

片《中国》（第三季）开播，以 12 集的篇

幅开启一场气势磅礴的文明溯源之

旅。截至播出结束，该片覆盖观众 1.8
亿人次，全网传播总量超 76 亿次，并

以 17 种语言传播到 195 个国家和地

区。岁末年初，以考古学家为主要创

作团队的 8 集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

接续播出，清晰讲述了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与早期发展的历程，为观众提供

“何以中国”的影像答案。与此同时，

作 为“ 寻 古 中 国 ”系 列 的 5 集 纪 录 片

《寻夏记》开播，以扎实的考古发掘和

研究成果实证夏王朝的存在以及夏文

化的影响力。

为了增强传播效果，有的纪录片

开放二创版权，允许短视频进行二度

创作；有的构建台网传播矩阵，在各平

台 的 站 内 首 页 、纪 录 片 频 道 重 点 推

荐。这几部纪录片都是传播知识、普

及考古的好教材，非常适合在教育体

系推广，让更多人更加直观地认识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以

及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只 有 全 面 深 入 了 解 中 华 文 明 的

历 史 ，才 能 更 有 效 地 推 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创 新 性 发

展。文明起源是人类共同感兴趣的

话 题 ，中 华 文 明 的 独 特 性 更 是 大 家

关注的热点。这些作品用新鲜生动

的 讲 述 诠 释 中 华 文 明 的 突 出 特 性 ，

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放 在 文 明 传

承 、时 代 进 步 和 世 界 发 展 的 大 视 野

中 进 行 观 照 ，满 足 我 国 观 众 特 别 是

年轻观众的浓厚兴趣。

这些纪录片在艺术创作上也各有

亮点。《中国》（第三季）一改此前的实

拍风，通过 CG 特效让近千幅艺术画

作动起来，呈现令人耳目一新的上古

中国。《何以中国》采用情景再现的方

式，将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串

连起来，将观众带回古老中国，讲述从

“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过程，被

称为一部影视化的早期中华文明简

史。《寻夏记》则回溯了 60 年来中国考

古人探寻夏文化的艰难历程，考古性

和学术性很强，并通过数字手段复原

当时的人物、场景和都城。

如果不理解古代中国，就不可能

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

国。这个文明古国强大的韧性与生

命力从何而来？中华文明的基因是

如 何 传 承 的 ，又 是 如 何 兼 容 并 包 的

……无论这几部作品的艺术风格有

何区别，都贯穿着相同的理念，引导

观众从源头读懂中国、从来路看懂今

天，并以严谨的学术论证、真实的考

古发现、鲜活的历史故事回应观众的

疑问。

历史需要严谨和缜密，而文艺创

作又赋予其温情和感动。“何以中国”

是中国考古人孜孜以求的答案，也是

这类题材纪录片传递给观众的信息。

“何以中国”的影像叙事
李宸江 滕 飞

人，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历史的

创造者。近期广受关注的多部考古纪

录片中，不同身份的人们讲述同一个

故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与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究

竟从何而来。

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

中国”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为支撑，由

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

众多考古学家参与、上海广播电视台

打造的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正在热

播。该片通过解析史料，透物见人，追

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持续发展的历

史答案。在《何以中国》第一集中，这

个人是普通士兵，是使臣，是将军，是

啬夫，也是公主，更是无数个历史上未

曾留名的他与她。在随后的几集中，

这个人是贾湖少年，是西坡青年、凌家

滩青年，对应着文明的初期和发展。

通过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的

演绎，一处处遗址、一件件文物描绘出

有温度的历史。

纪录片《寻古中国》也是从“人”

讲起，但不是历史中的人，而是“此时

此刻”的人。在《寻古中国》中，考古

工作者走进我们的视野。他们行走

在荒山野岭，蹲守在探方间，穿梭在

实验室中，站立在博物馆里，“追根溯

源，叩问来处”。

刘军卫导演的《发掘记》是致敬

中 国 考 古 学 诞 生 100 周 年 的 5 集 纪

录片，聚焦一支支考古队，展现了考

古学的田野考古实习、墓葬考古、城

市考古、水下考古等不同方面，遗址

的 时 代 从 新 石 器 时 代 、东 周 、秦 汉 、

辽 金 一 直 到 近 代 ，既 有 连 续 性 的 考

古 发 掘 ，也 有 在 与 盗 墓 贼 展 开 惊 心

动魄斗争中的抢救性清理。纪录片

让 各 个 层 面 的 考 古 工 作 者 走 近 观

众。考古队领队既是基层的知识分

子，又是事无巨细的大管家；考古队

里 有 因 为 考 古 而 成 为 眷 属 的 年 轻

人，还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的一家两代人……考古伉俪李毓芳

和 刘 庆 柱 两 位 先 生 年 近 耄 耋 ，依 然

坚守岗位。李毓芳先生拖着打着钢

钉 的 腿 ，走 在“ 上 工 ”的 路 上 。 这 些

严谨、敬业、可爱的考古工作者和他

们 的 故 事 走 进 大 众 视 野 ，让 公 众 对

考古事业肃然起敬。

从 考 古 现 场 实 录 到 运 用 大 场 景

3D 扫 描 等 新 技 术 ，从 简 单 的 阐 述 史

实 到 以 人 为 本 的 讲 述 方 式 ，时 代 在

发 展 ，技 术 、条 件 在 改 变 ，但 是 探 索

的初心始终未变。考古迎来了最好

的时期，更好、更全面地记录考古过

程 ，更 生 动 、更 真 实 地 描 摹 考 古 人 ，

更准确、更权威地传播考古成果，探

源悠久文明，坚定文化自信，考古纪

录片任重道远。

图①：纪录片《寻古中国·玉石记》

海报。

图②：纪录片《何以中国》海报。

图③：纪 录 片《中 国》（第 三 季）

海 报 。

以上图片均为纪录片片方提供

当考古人成为纪录片主角
王晓琨

核心阅读

艺术形式多样化的
今天，传统戏曲如何打开
市场？本地剧种已经遍
地开花，外来剧种如何发
扬壮大？观众喜欢“角
儿 ”，年 轻 演 员 怎 样 成
长？如何将艺术送到更
多群众的身边？让我们
走进福建芳华越剧院，去
找找答案。

灯光渐暗，帷幕渐启。剧院里，大

气磅礴的《拥军花鼓》奏响，瞬间划破

寂静。

陕西省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的演

员们踩着节奏，扭起了陕北大秧歌。舞

台上，男的头扎羊肚巾，手握花伞；女的

梳着长辫子，手舞双扇。在交响乐的伴

奏下，开场秧歌挥洒奔放、浓情炽烈，即

刻“燃”起全场热情。

“ 演 出 刚 开 始 ，台 下 观 众 便 不 禁

拍 起 手 来 。”33 岁 的 演 员 贺 加 贝 在 台

上看得仔细，“秧歌扭了十几年，观众

如此热情，我还没见过。”

2023 年底，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参

加了“陕北民歌音乐会”全国巡演，40 天

里 ，走 过 了 内 蒙 古 、四 川 、福 建 等 7 省

区。民歌、秧歌、腰鼓、唢呐，等等，这些

陕北本土艺术“邂逅”交响乐，感染了大

江南北的很多观众。

整 场 音 乐 会 最 后 一 个 节 目《永 远

的山丹丹》，嘹亮的唢呐、炽烈的腰鼓、

热情的秧歌齐上阵，观演氛围达到高

潮。在贺加贝的热情邀请下，观众席

上，一名观众跟着扭起来，周围的观众

不禁站起身来，脸上挂着笑意，手掌拍

得通红……

“那一刻，所有人沉浸在欢乐的海

洋。”贺加贝感慨，“我们不再是‘单向

表演’，而是与观众互动、共情、共鸣。”

2023 年，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奔走

在陕北的川梁沟峁间。打花伞、舞彩

扇、跑旱船、骑毛驴……戏台上欢歌笑

语，台下的老乡也报以热烈的掌声。“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文艺表演。”绥德

县文化馆副馆长、文艺下乡演出业务负

责人武文杰介绍，“去年，黄土地艺术团

下基层的演出实现了绥德县所有乡镇

全覆盖。”

不光是圪梁梁、崖畔畔，陕北大秧

歌 还“ 扭 ”上 了 国 际 舞 台 。 2023 年 5

月 ，中 国 — 中 亚 峰 会 在 古 城 西 安 举

行。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热情的腰

鼓 、欢 快 的 秧 歌 舞 起 来 ，欢 迎 来 自 中

亚 五 国 的 贵 宾 。 绥 德 县 黄 土 地 艺 术

团里，15 名演员加入了秧歌表演的行

列 ，武 文 杰 是 其 中 之 一 。 为 了 这 一

刻，队员们排练了两个月。“大伙儿要

以 最 好 的 状 态 迎 接 远 道 而 来 的 客

人。”武文杰说。

腰 鼓 、秧 歌 舞 得 正 酣 ，本 土 艺 术

展 现“ 待 客 之 道 ”，质 朴 又 热 烈 。“ 我

们 会 一 如 既 往 地 努 力 ，让 更 多 人 感

受 到 陕 北 非 遗 文 化 的 独 特 魅 力 。”武

文 杰 说 。

右图为 2023 年 12 月，“陕北民歌音

乐会”全国巡演武汉站演出中，陕西省

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的演员们扭起陕

北秧歌。

陕西省绥德县文化馆供图

陕西省绥德县黄土地艺术团——

彰显非遗文化的魅力
高 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