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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老苏州城东北角，有座五

亩园。100 多年前，一群 10 岁出头的孩子聚

拢在这座院落，学文习武、练声唱念。中国

昆曲百年接力的大幕就此拉开。

同一片院子，交叠百年时光，曾经的昆

曲传习所旧址，如今建起苏州昆剧院。

今年是苏州昆剧院创排的昆曲青春版

《牡丹亭》搬上舞台 20 周年。5 月起，这部

戏开启巡演，已在 10 多个城市演出。一

场全本达 9 个小时的大戏，20 年间火

遍大江南北，在海内外引起轰动。一

次在国外演出谢幕时，观众起立鼓掌

长达 20 分钟。

新与旧的交织里，一个有 600 多年历

史的剧种，一出有 400 多年历史的剧目，一

段 100 多年的传承心路，一台激发人们热情

的演出，都写进数代人的故事中。

台上是永远的青春，
幕后是一代代“守艺人”

青春版《牡丹亭》的热度一直在持续。

很多当年台下的年轻观众，如今又带着自己

的儿女走进剧场。曾有媒体统计，“这出戏

把戏迷的平均年龄下拉了 30岁”。很多人没

想到，昆曲可以这么火，可以火得这么持久。

台上是永远的青春，幕后是一代代“守

艺人”。

故事要从五亩园讲起。昆曲于元末成

形于苏州昆山，清中后期开始，昆曲班社大

量减少。在发源地苏州，仅剩的全福班也宣

告解散。如何让昆曲的火种留下来？1921
年秋，一群不求回报的创办人发起成立了昆

曲 传 习 所 ，招 收 10 岁 至 15 岁 的 孩 子 学 习

昆曲。

五亩园的 10余间房舍成了学堂，传习所

不仅请来老艺人、武术师傅授课，还开设文学、

音韵等课程，并一度开设数学、外语课。

从开学到出科，传习所洋溢着与旧科班

不同的新气象。经过淘汰，最终出师的学员

以“传”字为辈，几乎把老师辈能演的剧目全

部 学 了 下 来 。 仅 学 员 沈 传 芷 一 人 就 会 演

300 多出戏，令后辈惊叹。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传”字辈演员

在世 25 人。他们带着传艺的使命在全国开

枝 散 叶 ，有 的 当 了 老 师 ，有 的 进 入 各 地 戏

班。而“传”字辈之后的四代演员，则分别以

“继、承、弘、扬”为字，寓意深切。

最传统的剧目，最青春
的演绎

2001 年，像一声惊蛰的春雷，昆曲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很多人因此发问，什

么是昆曲？此时，距离传习所的成立已过去

80 年，昆曲少有人学，队伍面临青黄不接。

演员在台上表演，望向台下，观众一片白发

苍苍。有时辛辛苦苦排一出剧，却根本没有

资金将其搬上舞台。

为了接续昆剧，苏州依托昆曲传习所招

收了一批平均年龄 25 岁、经过 4 年系统学习

训练的青年演员，他们被称作昆剧“小兰花”。

2004 年 ，苏 州 昆 剧 院 与 作 家 白 先 勇

合 作 ，汇 聚 当 时 著 名 的 编 剧 、服 装 、灯

光 、舞 美 人 员 ，创 排 出 昆 曲 青 春 版《牡 丹

亭》。 正 式 演 出 前 ，他 们 将 昆 剧 名 家 汪

世 瑜 、张 继 青 等 请 到 苏 州 ，用 一 年 时 间

口 传 心 授 锻 炼 青 年 演 员 。 当 时 还 是 初 出

茅 庐 的 俞 玖 林 、沈 丰 英 等“ 小 兰 花 ”们 ，

被 集 中 到 一 起 完 成 高 强 度 训 练 ，俞 玖 林

仅 厚 底 靴 就 磨 穿 了 两 双 。

有人质疑，为什么放着成熟的老演员不

用，却要耗时费力集训年轻人？

在《牡丹亭》中，杜丽娘 16 岁，柳梦梅 18
岁。时任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说：“要用

青春的演员演绎一个青春故事，培养一批青

春 观 众 ， 让 古 老 的 昆 曲 艺 术 重 焕 青 春 光

彩”。青年演员与青年观众更能产生共鸣，

昆曲的未来更需要年轻的血液。也正因此，

这出戏被定名为青春版《牡丹亭》。

传统与创新的尺度在哪里？哪些要坚

持，哪些要变革？

当 时 ，创 作 者 们 定 下 一 条 标 准 ：“ 传

统，遵循但不因循；现代，利用却不滥用。”

程式化的表演里藏着高妙，舞台并无实景，

杜丽娘仅用一把扇子便扇“活”了满台的花

花草草。而布景与 服 装 则 大 胆 改 用 淡 雅

写意的色调，在细节上用足了传统苏绣的

工艺。

剧中饰演丫鬟春香的沈国芳曾提出疑

问：“传统戏服里俏丫鬟着红衣，我的服装怎

么设计成淡绿色？”白先勇给她讲解，舞台是

空的，要通过色彩的运用，传递出春天的气

息。理解每深入一层，带来的都是学传统戏

不曾有过的冲击。

那是一场无法预知结果的集训。对最

终能不能登上舞台，演员心里也没底。过去

昆曲没用过那么大的舞台，以至于找不到合

适的地方排练，最后只能借用尚未竣工的会

展工地。冬天，四周裹上塑料布，仍不免透

风。但没有人叫苦，大家都下狠劲扑在现

场，整整一年，仿佛投入了他们毕生积攒的

力气。

年轻人看懂了、看进
去了，也喜欢上了

在互联网正将兴起的年月，排一出“古

董戏”，会有人看吗？全本要演 9 个小时、连

演 3 天的戏，台下观众能坐得住吗？

2004 年 4 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

演便引起轰动。谢幕时，三层剧场观众起立，

掌声不息。此后在香港、苏州、杭州、北京、上

海等地开启巡演，所到之处，引发热烈反响。

创作者们有清晰的共识——让昆曲焕

发生命力，不仅要有好本子、好演员，不仅要

精心排、尽力演，更重要的是用心培育观众，

让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戏院。

湖山石边、牡丹亭畔，垂柳榆钱、雕栏画

卷，水袖轻翻、身段往还，如梦如幻。一场完

美的演出，离不开台上台下的“共振”。年轻

人看懂了、看进去了，也喜欢上了。

那一年，这部戏在海内外 38 所高校演

出 99 场。一时间，昆曲成了校园时尚，往往

戏散了，学生们还围在台前，久不离场。在

北京大学，能容纳 2000 人的剧场演了 4 轮仍

一票难求；四川大学启用了能容纳 7000 人

的体育场，演出才得以完成。

年轻观众的比例，高达七成以上。青

春 版《牡 丹 亭》何 以 吸 引 年 轻 人 ？ 创 作 者

们 觉 得 ，尽 管《牡 丹 亭》原 作 创 作 于 明 代 ，

但它所表达的生命如此鲜活、展现的青春

如 此 美 好 ，能 够 穿 越 时 空 ，打 动 年 轻 人 的

内心。

2006 年，剧组在美国 4 个城市进行了为

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 2008 年，他们以完

全商演的模式，在英国伦敦赛德勒斯威尔斯

剧场演出两轮。 2016 年，为纪念汤显祖和

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他们再赴伦敦，并

走进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际名校。2017
年，他们登上希腊雅典有着 2000 年历史的

阿迪库斯露天剧场，演出前的采访预演在希

腊国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直播。看到中国

极致典雅的艺术在异国舞台上大放光芒，很

多留学生、海外华人边流泪边看演出。

20年的舞台锻打，当年台上的年轻人已

然成长为昆曲界的中坚力量。苏州昆剧院院

长林琳介绍，该剧主演沈丰英、俞玖林获得

中国戏剧梅花奖，沈国芳等人也成为国家一

级演员。随着《玉簪记》《白罗衫》《西厢记》

《义侠记》《长生殿》等一批剧目全新登台，既

传统又现代的“昆曲新美学”日渐清晰。

现在，“小兰花”们不仅是舞台上的顶梁

柱，更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带徒传艺、以

戏带功，紧跟“扬”字辈，一群更年轻的“振”

字辈演员正在登台。

1998 年出生的奚晓天唱闺门旦，已经

是家里第三代昆曲人。5 岁时，她第一次看

青春版《牡丹亭》就十分入迷；9 岁再看，就

认准了这是自己想要从事的工作。

殷立人工武生，20 多岁就在苏州昆剧

院首部大型武戏《林冲》中担纲主角。这是

一出全部交给年轻演员的大戏，自首演以来

便收获众多好评。今年 4月举办的第九届中

国昆剧艺术节上，《林冲》作为开幕大戏演

出，领衔主演的便是殷立人。台上朝气蓬

勃，台下掌声热烈，“风雪山神庙”的视频片

段还在线上吸引了 280 多万人次观看，点

赞量达 12 万。

让优秀青年演职人员在大戏

中担任主演、主奏，举办个人

专 场 ；运 用 微 信 公 众 号、微

信视频号、抖音号等平台，

拍摄制作昆曲小课堂、直

播剧目演出后台探班、分

享 优 秀 青 年 演 员 排 练 日

常 ；每 年 传 承 10 部 折 子

戏、一部传统大戏，新媒体

播 放 量 年 超 过 5000 分 钟

…… 舞 台 ，是 成 长 的 平 台 ，

青年演员们崭露头角，逐渐赢

得更多鲜花与掌声。他们作为昆曲

文化的推广者与传播者，吸引着一批批

同样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走近昆曲，拥抱

这门古老而青春的艺术。

87 岁的白先勇说，表演艺术很能代表

一个民族的心声，意大利有歌剧，德国有古

典音乐，俄罗斯可以拿出芭蕾舞，“昆曲非常

能够代表我们的民族，很欣慰看到她堂堂地

走上了世界舞台。美是世界共通的语言，即

使我老了、力竭了，但相信有更多的后来人、

年轻人加入进来！”

当年的昆曲传习所，如今修复为三重院

落。一座园林，成为实景演出小剧场和昆曲

体验馆。100 多年前，昆曲传习所的创始人

对学童说，“往前走吧，前面有你们的舞台。”

如今，一代代演员接续传承，仿佛遥遥回应

着当年前辈的期盼。古老的昆曲，正绽放出

新的华彩。

图①、图②：青春版《牡丹亭》剧照。

图③：苏州昆曲传习所实景版《游园惊梦》

演出场地。

以上图片均为苏州昆剧院提供

江苏苏州昆剧院赓续传统、培养人才、创排新作

古老的昆曲绽放新的华彩
本报记者 王汉超

昆剧是中国雅文化的
集大成者，将诗、乐、歌、舞、
戏熔于一炉，“无声不歌，无
动不舞”，婉转悠扬，经久传
唱。有这样一部昆曲，20年
来常演常新、好评不断，它
就是青春版《牡丹亭》。从
上世纪 20 年代的昆曲传习
所，到如今在原址建起的苏
州昆剧院，一代代昆曲人薪
火相传，让昆曲这门古老的
艺术在拥抱时代中不断绽放
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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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 6 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

族自治州景洪市曼洪村的多年生稻

试验田里，云南大学农学院博士研

究生李凌宏和团队师生正忙碌着。

穿着雨靴，戴着草帽，十几名师生忙

着给水稻做杂交。

“最近天气很热，温度太高水稻

杂交容易出现假杂种的问题，所以下

田时间要尽早。顺利的话，我们一天

能给上百株水稻做杂交。”李凌宏

说。收集数据、监测水稻秧苗的生长

及营养状况、土壤环境……团队成员

每天要在田里待上七八个小时。

4 年前，云南大学农学院多年

生稻研究团队来到西双版纳景洪、

勐海等地租下试验田，建起科技小

院，定期进行科研实践。为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云南大学积极探

索思政教育和人才培养融合新模

式，将思政教育从学校教室延伸到

田间地头，构建起“大思政”多维育

人体系。越来越多的学生像李凌宏

一样，走出教室，扎根田野。

“建立科技小院，是想让多年生

稻技术快速走进农户、走进乡村，让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更重要的是，

依托科研，培养一批知农爱农的创

新型农业科技人才。”云南大学农学

院院长胡凤益说，“农学试验需要

‘五得’——能在田间地头里干得、能和邻里乡亲说得、能在水田

旱地中走得、能在繁重劳作后吃得、能在茅屋棚户里睡得，这样

才能真正融入这片土地。”

临近中午，一场大雨突如其来。师生回屋吃午餐，香喷喷的

米饭正来自师生们亲手培育的多年生稻。

“雨停了！”饭还没吃完，天空突然放晴，师生赶紧放下碗筷，

匆匆回到田间工作。“有的父本到中午会开花，得抓紧时间抖粉，

顾不上吃饭了。”李凌宏说。

“水稻产量怎么样？”“我们家水稻遭虫了，怎么办？”……试验

过程中时不时有村民前来，咨询科学种植相关知识。

“我们已经成了村里的新村民，和村民既是邻居也是农友。”

李凌宏说，“扎根生产一线，我意识到要学习更多知识，将科研实

践转化为应用经验，服务和帮助乡亲们。”

近年来，云南大学以“只有深刻地理解中国，才能更好地建

设中国”为主题，实施“理解中国育人计划”。“我们在全省建设了

12 个实践教学和国情调研基地，还建成沉浸式教育体验中心，

打造思政融媒体节目‘你好，大学生！’，努力推动思政课讲活道

理、有声有色。”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朱丹说。

“我们将继续推进思政课的内涵建设，分专业完善思政课建

设质量标准，强化育人特色，提高育人能力，引导学生为国读书、

为国成才、为国服务。”云南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王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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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日电 （记者任飞帆）近日，由中国文联、中

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领导小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

的新时代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研讨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行。本

次研讨会以“深入学习贯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探索民间

文艺发展的新思路、新机制、新形式、新举措，推动新时代民间文

艺高质量传承发展”为主题，旨在推动民间文艺在新时代焕发生

机与活力。

与会专家从民间文学、文艺学、美术学、历史学、人类学、民

俗学等视角，结合生动的田野案例、具体的艺术实践，深入探讨

了“民间文艺的时代内涵”“民间文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民间文艺与文旅融合”“民间文学、非遗学学科建设”等相关

议题。

新时代民间文艺传承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文昌 7月 1日电 （记者曹文轩）6 月 30 日，我国首个商

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进行双工位合练。

在当日举行的“致敬七一暨双工位首发动员部署誓师大会”上，

该发射场正式宣布已具备执行发射能力。今年下半年，海南商

业航天发射场将迎来首次火箭发射。

据了解，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2022 年 7 月开工，是我国首个

商业航天发射场。其中，一号发射工位是我国国内新一代中型火

箭长征八号的专用工位；二号发射工位是我国首个液体通用型发

射工位，可满足多家火箭公司的 10余个型号火箭的发射需求。

当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正瞄准首次火箭发射任务进行

全系统合练。30 日，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在海南商

业航天发射场进行双工位首次合练演示。合练演示内容包括二

号发射工位的模拟箭“起竖”演示、一号发射工位的喷水降噪试

验以及测控大楼的口令演练等。

据介绍，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已经完成了设备设施的安装调

试，初步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在二号发射工位进行首次发射任务。

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已具备执行发射能力

本报重庆 7月 1日电 （记者沈靖然）6 月 25 日至 30 日，以

“科影共生·光映未来”为主题的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在重

庆市永川区举办。本届电影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重庆市委宣

传部、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科学技术局、重庆市广播电视局与

永川区委、区政府共同主办。

永川区联合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发布了科技影视数字

技术与服务平台——科技影视数字资产平台。该平台将运用云

计算、计算机视觉、计算机图形学、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电影数字

资产的采集、存储、编辑、分发、交易等进行全流程管理，并利用

数字水印技术、区块链技术实现分布式溯源追踪，为行业提供数

字资产共享和交易服务。本届电影周还举办了影视科创展览、

主题沙龙、全国大学生 48 小时虚拟制作大赛决赛、青年影人扶

持计划、科技电影展映等活动。

首届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举办
夏日的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荔波县，青山如黛，碧水潺潺。来到瑶山古

寨，沿着石板路向前，穿过三道寨门，一座古

朴静谧的村寨映入眼帘。土墙茅草顶的传

统民居别有韵味，身着传统服饰的瑶族妇女

围坐刺绣，不时有三五成群的游客经过，举

起手机定格下美丽风景。

瑶山古寨位于荔波县瑶山瑶族乡。依

托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资源，荔波县成立

了荔波瑶山古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古寨

实施专业化保护开发。设计改造后的瑶山

古寨，既保留了传统风貌，又成为集民俗风

情、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业态于一体的旅

游体验空间，先后被评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和全国首批“非遗旅游景区”。

刚 柔 并 济 的 猴 鼓 舞 、工 艺 独 特 的 粘 膏

染 、趣 味 十 足 的 瑶 族 民 间 陀 螺 竞 技 、就 地

取材的瑶陶制作技艺……行走瑶山古寨，

人 们 总 能 在 不 经 意 间 与 非 遗 相 遇 。 当 地

推 动 文 化 资 源 活 化 利 用 ，将 非 遗 融 入 景

区，建成瑶陶坊、陀螺工坊、竹编坊等一批

体验工坊，推出“研学+非遗文化游”路线，

开 展“ 授 课 +非 遗 体 验 ”活 动 ，让 更 多 人 在

这里认识非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

夜 幕 降 临 ，瑶 山 古 寨 广 场 上 ，实 景 演

出《瑶 山·瑶 人》拉 开 序 幕 。 村 民 化 身 演

员 ，独 具 风 情 的 民 俗 节 目 轮 番 登 场 ，观 众

可以一边品尝特色长桌宴的美食，一边欣

赏表演。

“白天在家带孩子，晚上过来表演，一个

月收入 2000 多元，过日子足够了……”跳着

打小就会的舞蹈，谢罗妹在家门口找到了营

生，再加上丈夫在景区务工的收入，两口子

把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以“村落变景区、

技艺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群众变演员、产品

变商品”为抓手，瑶山古寨按照村企一体化

模式，优先招聘当地群众到景区工作，并推

出民族服饰、竹编工艺品等特色旅游商品，

带动周边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今年“五一”假期，瑶山古寨在景区增

设 9 处旅拍打卡点，增加游玩趣味性，提升

游客体验感。古老与时尚、传统与现代在这

里交织融合，非遗之美让古寨“火”起来。瑶

山古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集散中心经理刘

洋介绍，瑶山古寨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今

年 1月至 5月，瑶山古寨共计接待游客 5.27万

人，同比增长 69％，实现收入 421.8 万元，同

比增长 71％。

夜 色 渐 浓 ，走 出 广 场 ，游 客 们 意 犹 未

尽。在瑶山古寨，非遗与旅游携手同行，大

山深处的文化瑰宝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古

老的村寨，正涌动着蓬勃生机。

贵州省荔波县瑶山古寨挖掘特色资源，促进文旅融合

非遗有活力 古寨有魅力
本报记者 曹雪盟 程 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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