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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戏曲演出，融合了影视化表达、传统

武侠元素和沉浸式互动体验，将舞台搬进“客

栈”，观众席就是“客栈”用餐区——新国风环

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因新颖的形式、有趣

的内容走红网络，令观众耳目一新。

龙年央视春晚舞台上，新版越剧《梁祝·
草桥结拜》片段受到好评，不同于传统越剧丝

竹配乐，表演选用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耳熟能详的乐曲与家喻户晓的戏曲，碰撞出

新的火花。

传承与创新相结合，这是创建于 1984 年

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始终秉承的理念。多年

来，剧团创作艺术精品，培养优秀演员，不断

为越剧艺术注入活力。

常演常新，一部戏传唱
40年

“不得功名不要紧，夫妻相守度光阴……”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越剧名作《五女拜寿》，今

年再次开启巡演。《五女拜寿》是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的“立团之作”。上世纪 80 年代，浙江

在全省戏曲“小百花”会演中精心挑选 40名越

剧新秀，聘请名师指点后，组成浙江越剧院小

百花越剧团骨干。1983年冬，新编历史剧《五

女拜寿》一经演出便快速走红。自此，青春靓

丽的“小百花”火遍全国，甚至一场演出谢幕

十几次，所到之处盛况空前。

“《五女拜寿》问世至今，已成为越剧的名

作。剧中角色繁多、行当齐全，是非常好的锻

炼青年演员的剧目，有 20 多个剧种‘移植’这

部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副院长、浙江小百

花越剧团团长蔡浙飞说。

《五女拜寿》之所以常演不衰，离不开“传

承”二字。剧中三女儿“杨三春”一角，由国家

二级演员周艳扮演。舞台上，她眼波流转，一

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戏。在侧台，新生代越

剧演员何青青一边默唱，一边跟随周艳动作，

向前辈学习。

开始时，何青青以模仿为主。如某一句

唱词前，周艳表演时会先甩水袖，她就照搬，

未作深究。现在，她会多问“为什么”。为什

么这个字停顿的时间比较久？为什么这里是

先出情绪再唱词？为什么此处调整了站姿？

跟着老师一遍遍打磨角色，每个细微的眼神、

动 作 ，甚 至 背 影 ，都 有 含 义 ，都 不 能 马 虎 处

理。基本功磨熟了，何青青也慢慢走进了角

色的内心世界。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艺术总监茅威涛认

为，越剧作为一门艺术，离不开日复一日反复

打磨基本功。对年轻演员来说，要想艺术生

命长青，关键在于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水平。

“一剧一格”，勇于跳出
舒适圈

在传统戏曲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一直

有“时尚先锋”的气质，“创新”是剧团的标

签。《孔乙己》、《二泉映月》、新版《梁祝》……

每部戏都有独特的创新点。

观众晓风记得，10 多年前，她在上海观

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改编的《赵氏孤儿》，昏

暗的舞台上，只有一束灯光打在正中。主角

的独白唱腔沉痛悲愤，伴奏不采用传统丝竹，

而是有一名乐手在舞台一角击缶。这样的表

演，即使今天看来仍很前卫。

历史剧《苏秦》不仅在编剧上打破单线叙

事结构，将故事讲得曲折生动，舞美也充满诗

情画意，意境悠长，让人眼前一亮。

“剧目创新包括经典剧目的改编和新剧

目的编排。”蔡浙飞介绍，剧团始终紧扣时代

需求，不断拓展表演边界，用更丰富的题材、

更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戏曲之美。

“例如新版《梁祝》中，我们在音乐、灯光、

舞美、道具等方面重新设计制作，让观众在视

觉、听觉上得到双重享受。”蔡浙飞说，像折扇

这样的小道具，也“升级”用途，被赋予多重含

义。在读书场景中，缓缓展开的扇子是书本

的意象化表达；在梁祝化蝶时，缓缓上升的扇

子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身。丰富的细节配

合细腻的表演、婉转的唱腔，让观众更能感受

越剧的魅力。

近年来，在剧目创作上，浙江小百花越剧

团追求“一剧一格”，勇于跳出舒适圈，注重挖

掘本土文化资源，将传统越剧与现代故事相

结合，打造出一批富有地域特色和现代精神

的剧目。

2022 年推出的现代越剧《钱塘里》便是

其中代表。现代着装、口语化对白，无甩水

袖、无小碎步……《钱塘里》的舞台上，演员通

过重塑手眼身法步，为观众奉献一场节奏紧

凑、极具烟火气的现代越剧。

“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剧团的舞台

剧创作都应以观众的文化需求为风向标，契

合人们的审美需求，找准越剧的艺术风格、样

式标识与时代的契合点、与观众的共鸣点，以

此为驱动来创新尝试。”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

长王滨梅说。

双向奔赴，舞台搭到田间
地头

一部戏演出的成功，除了依靠演员之间的

相互配合，还离不开台上与台下的相互成就。

去年底，在杭州剧院演出《陈三两》时，演

员陈丽君突然失声，蔡浙飞配音救场。表演

结束后，蔡浙飞登台解释，当问及是否满意她

的配音时，台下观众异口同声回答：“满意！”

《新龙门客栈》在短视频平台走红的“转圈圈”

片段，则是茅威涛和搭档陈辉玲首创的“谢幕

仪式”。

农村有很多越剧戏迷，虽然浙江杭州蝴

蝶剧场有很好的表演场地，但剧团每年都安

排满满的送戏下乡行程。

打开短视频平台，输入关键词“小百花下

乡演出”，能看到满屏来自观众的自发推荐：

“在江口村演出，戏还没开始，人已经在排队

了”“现场太火爆，大爷大妈把凳找”……观众

自发成为演出推荐官。

简短的感想配上现场视频，一经发出便

频频收获点赞。“走进我的心里，看完可以不

吃饭”“希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一

句句留言，表达着人们对越剧的喜爱。

接下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还有许多计

划。蔡浙飞介绍，新版越剧《大观园》剧本已

创作完成，预计今年下半年公演。另外，剧团

今年要完成 15 个城市的巡演，还要兼顾杭州

蝴蝶剧场的驻场演出。“剧团现有的 30 多名

演 员 经 常 要 两 头 跑 。”蔡 浙 飞 介 绍 ，2019 级

“小百花班”即将结业，未来，剧团的队伍将进

一步壮大，为观众献上更多佳作。

图①：越剧《钱塘里》剧照。

图②：越剧《陆游与唐琬》剧照。

图③：越剧《新龙门客栈》剧照。

图片均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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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唱 40 年 的《五 女 拜
寿》、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龙门
客栈》、视听效果升级的新版
《梁祝》……创建 40 年来，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秉承传承与
创新相结合的理念，创作精品
佳作，培养优秀演员，不断为
越剧艺术注入活力，吸引更多
年轻观众爱上传统戏曲。

“我叫吴枫，今年大二，任何事我都想做

到完美……”近日，云南省第十三届大学生心

理情景剧决赛上，云南大学“云生剧社”表演

的心理短剧《解缚》经过激烈的角逐，获得二

等奖。

云南大学已连续 4 次参加全省大学生心

理情景剧比赛并获奖，2021 年至 2024 年，云

南 大 学 还 承 办 了 两 届 全 省 大 学 生 心 理 剧

大赛。

什么是大学生心理情景剧？云南大学心

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滕燕解释，心理情

景剧是一种以角色扮演和情景模拟为基础的

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不仅可以传递心理健康

知识和理念，启发学生对心理健康的思考，还

有助于情感的释放、压力的缓解，让学生更深

入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解缚》讲述的就是大学生常见的反刍心

理。剧里的主人公吴枫，不断后悔曾经作出

的选择，致使她在面对未来时踌躇不前。“吴

枫的经历和我很像，我总会懊悔自己作出的

选择，经常想如果不这么选，会不会更好，这

其实就是心理学里的反刍思维。”饰演吴枫的

地球科学学院学生杨丹说，剧里引入了平行

时空的设定，呈现吴枫不同选择的人生轨迹，

最后发现，其实她已经是所有时空中最好的

自己。

“一直纠结那个想象中的‘如果’没有意

义，走出反刍，勇敢向前。”剧中的这句台词，

是 杨 丹 最 喜 欢 的 台 词 ，也 让 她 解 开 了 内 心

束缚。

在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心

理剧社团云生剧社吸纳各学院、各年级热爱

表演、创作的同学，以日常生活为蓝本，通过

自编自导自演，把大学生学习生活中常见的

情绪困扰搬上舞台进行演绎，从角色的心灵、

行为中观照自我，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生命科学学院大四学生张原曾担任过云

生剧社的负责人，在他看来，一部好的心理

剧，至少具备普遍性、专业性和积极性三个元

素。“剧本反映的问题一定是大学生普遍存在

的心理困惑，演出融入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和

表演技巧，最终让观众通过剧情演绎照见自

己，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积极效果。”张原说。

按照云南省大学生心理情景剧比赛的要

求，每部心理剧的时长不超过 8 分钟。如何

在有限的时间内演绎一个生动的故事，同时

探索如何解决问题，给云生剧社的师生们带

来了很大挑战。

为了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剧社的同学

们分工明确，编剧、导演、演员、技术人员互相

配合，对剧本、表演细节、舞台道具等反复推

敲、打磨。新闻学院大二学生杜碧涵是《解

缚》的编剧，她告诉记者，该剧本前后经过 7
次修改，历时近半年才定稿完成。

除了精心打磨剧本，心理老师还指导学

生巧妙运用舞台灯光、背景音乐等手段，反

映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波动，增强剧情的代入

感。“《解缚》开场，主人公吴枫对自己产生怀

疑，此时舞台出现蓝色的氛围灯，用来烘托

她内心的迷茫。当结尾吴枫成功解开内心

束缚时，舞台亮起暖色的灯光，代表她的情

绪得到释放。”心理咨询中心指导老师赵玉

洁说。

演绎身边事，治愈更多人。滕燕表示，随

着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高

校开始寻求多样化的方法提升学生的心理健

康水平，心理情景剧以其独特的互动性和体

验性，为学生提供了一种生动、有趣且有效的

心理健康教育方式。

不只云南大学，近年来，云南省各高校陆

续组织开展心理情景剧活动，云南省教育主

管部门也主动“搭台”，云南省委教育工委、云

南省教育厅连续 13 年举办省级大学生心理

情景剧比赛，为全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注入

发展动力，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张钰珏参与采写）

云南连续13年举办大学生心理情景剧比赛

心理情景剧，走心更治愈
本报记者 叶传增

走进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文化馆

内的绥德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

一个个憨态可掬的炕头狮映入眼帘。

“这是陕北传统的‘吉祥物’。”44 岁的

国家级非遗绥德石雕市级代表性传承

人鲍海东热情地介绍。陈列馆里的不

少炕头狮就是他制作的。

国家级非遗 3 项，传承人 5 名；省

级非遗 11 项，传承人 17 名；市级非遗

23 项，传承人 61 名……在绥德县，丰

富的非遗资源得到活化利用，小城充

满文化气息。

民间艺术得到特色展示

面积不大，内容不少。在绥德县

非遗陈列馆，陕北特色民间艺术琳琅

满目。

绥德县非遗陈列馆共两层，一楼

集中展示绥德石雕、绥米唢呐和陕北

秧歌 3 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二楼展示

绥德剪纸、泥塑等 12 个省、市级非遗

项目。

“我们充分利用有限空间，尽可能

多地展示非遗项目，介绍绥德的历史与

文化。”绥德县文化馆副馆长闫慧说。

怀抱三弦、腿绑甩板，在陈列馆二

楼，陕北说书艺人李康嗓音一亮，围拢

的观众看得聚精会神。楼下的四合院

里，锣鼓敲起来，唢呐吹起来，秧歌扭

起来，格外热闹。

绥德县文化馆馆长、绥德县非遗

陈列馆负责人雒胜军介绍，陈列馆结合非遗文化举办特色活

动，在馆内增设传承人展示互动区，展示石雕、泥塑、剪纸、陕

北民歌等非遗项目，打造沉浸式非遗体验中心。

“观众可以与非遗传承人近距离接触，用动静结合的方式

展示非遗是我们的特色。这样能更好共享非遗保护成果，展

现传统文化的魅力。”闫慧说。

为非遗项目建资源档案

作为国家级非遗陕北民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雒胜军自

愿承担起了非遗陈列馆常驻陕北民歌歌手的“重任”。每当有

对陕北民歌感兴趣的观众来参观，雒胜军总会一展歌喉，将黄

土高原的风情传递给来自各地的听众。

“陕北民歌、说书等技艺长期靠老艺人口传心授，传承并

不容易。”雒胜军坦言，如何更好地保护与传承这些技艺，是他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雒胜军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开展黄河流域非遗项

目和资源调查，建立起非遗项目资源档案，用文字、影像等方

式对非遗项目进行数字化保存。

“我们整理了 300 余首老艺人原生态唱法的陕北民歌，并

将编印的书籍、录制的《陕北秧歌》等材料发放到各村。”雒胜

军说，这些材料不仅是对非遗项目的保存，更是年轻传承人的

学习资源。

“我们期待传承人推陈出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从

而带动更多人了解非遗、保护非遗。”雒胜军说，下一步，绥德

县非遗陈列馆将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推出丰富多

彩的非遗主题线路、旅游文创产品。

非遗走入千家万户

随处可见的石雕装饰、嵌入陕北秧歌元素的广场舞、高亢

悠远的陕北民歌……走出陈列馆，徜徉在绥德县的大街小巷，

人们总能与非遗相遇。

夏日傍晚，位于绥德县城东南的“天下名州”石牌楼下逐

渐热闹起来。

嘹亮的唢呐声响起，绥德县非遗秧歌花轿队队员手举花伞，

迈开舞步，引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既是排练也是休闲娱乐，这

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绥德县非遗秧歌花轿队负责人刘强说。

在他身后，伴着欢快的音乐，围观的孩子们扭得有模有样。

“今年 3 月，绥德县非遗陈列馆组建的非遗代表队还到

德国表演，外国观众都竖起大拇指。”雒胜军说。

“天下名州”石牌楼也有故事，在当地人眼中，它集中展示

着绥德的石雕技艺。“建石牌楼时，我们组织了 200 多名石匠，

雕了 1168 块石头，几乎用上了所有的雕刻技法。”鲍海东说。

如今，绥德石雕不仅遍布多地，还销往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美国等国家。全县石雕从业人员 1000 余人，全产业链年

产值 1.5 亿元。

这几年，鲍海东将发展重点放在了设计文创产品上。“我

们制作了一些更小巧、造型更多样的石雕文创产品，年轻人很

喜欢。”鲍海东说。

现在，绥德县还有计划地开展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景

区、进乡村，让非遗走入千家万户。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

究院院长马治国是绥德人，他常带着学生返乡调研。马治国

说：“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家乡人对非遗刻在骨子里的热爱，

更体会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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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9日电 （记者刘阳）中宣部电影局主办的

“电影的夏天”2024 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会 9 日在京举行，一

批新片在发布会上亮相。

2024 暑期档电影片单共分五大主题单元。其中，“中国

精神 光影赓续”单元作品注重赓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

怀，包括《解密》《出发》等影片；“中国故事 光影抒写”单元作

品主要以讲述身边人、身边事的现实题材为主，包括《逆行人

生》《云边有个小卖部》《来福大酒店》等；“中国美学 光影绘

就”单元包括《白蛇：浮生》等影片，弘扬中华美学，展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风采；“中国创新 光影探索”单元展现中国电影

工业化的进步；“中国市场 全球共享”单元则包括多部国际

影片。

中宣部电影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电影人将继续践行

“与观众在一起”的理念，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热情拥抱更多

电影观众。期待各方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延续中国电影市场

红红火火的态势。

2024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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