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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梨园戏的一名导演，

我的母亲曾静萍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梨园戏代

表性传承人。我是在梨园戏

里“泡”大的。

很长一段时间，梨园戏

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我

跟它认识，但不来电。 2014
年 ，大 学 毕 业 的 第 三 年 ，我

去法国旅行，正好福建省梨

园 戏 实 验 剧 团 到 欧 洲 巡

演 。 在 法 国 巴 黎 的 一 家 剧

场，开场前，看着黑压压、静

悄悄的台下，我们心里直打

鼓：“怎么这么安静，是不是

没有观众啊？”

就 在 这 样 的 鸦 雀 无 声

中，《董生与李氏》演完了全

剧。等演员们出来谢幕，全

场 顷 刻 间 爆 发 出 热 烈 的 掌

声 。 返 场 后 ，掌 声 又 起 ，再

返 场 ！ 当 全 场 灯 光 亮 起 的

那 一 刻 ，我 终 于 看 清 楚 了 ，

台 下 竟 然 整 齐 坐 着 几 百 名

法国小学生。

我跑到观众席，意外发

现时任法国驻华参赞正坐在

入场口。原来，他迟到了，又

怕影响观众，就搬了把椅子

坐在门旁，一边听戏，一边连

连鼓掌。那一刻，我心头一

热。我问自己，这么好的梨

园戏就在我身边，我为什么

不做点什么？做决定是一瞬

间的事。我跟经纪人说：“我

不做影视剧演员了，我要回

家，去做梨园戏。”

2014 年，我从北京回到

泉州，再次“泡”进梨园戏的

世界。

2018 年 7 月 ，我 们 带 着

小梨园戏流派传统剧目《吕

蒙正·过桥入窑》走进上海第

三届“表演艺术新天地”艺术

节 。 这 个 主 办 方 挑 选 的 地

点，我们一到就爱上了。新

天地，有着百年历史的艺术

街区，经过改造后焕发新生，

彰 显 出 新 旧 碰 撞 的 独 特 魅

力。这不也正是我们对梨园

戏的期待吗？

在 3 天的演出里，我们换了 3 种演法。第一场是原汁原

味的传统版；第二场演员不带妆表演，观众有任何疑问都可

以打断，演员会对观众解释，表演再继续；第三场，我们撤掉

所有座位，将戏的内容与表演现场的小桥、流水、亭台、楼

阁、阶梯等元素相结合，乐队停在门口，演员走戏，观众就跟

着演员一起走。

梨园戏火了。在那一方小小的天地，传统戏院勾栏的大

门敞开，门外是人山人海的步行街，门内是 800 多年的梨园

戏。互动的观众、排起的小长龙，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中山

路、西街、五店市传统文化街区……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

梨园戏的舞台中心。演到哪里，梨园戏都能收获一批戏迷。

沉浸式演出之外，我们还尝试了与综艺、流行音乐的跨

界。2019 年，我成立了一支唱队，唱队成员有梨园戏传承

人和泉州本土流行音乐制作人。琵琶、洞箫与吉他，会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带着唱队，我们来到泉州著名景点清源山

老君岩。在现场，唱队成员有的身着梨园行头，有的日常着

装；有传统乐器，也有西洋乐器；有梨园唱腔，还有流行音乐

……随着演出的推进，观众越聚越多，不少观众还不自觉跟

着戏中情节哼唱起来，沉醉其中。

“ 梨 园 戏 变 得 不 一 样 了 ！”“ 传 统 戏 还 可 以 这 样 时

尚。”……新鲜的表演形式让观众忍不住感叹。演出尾声，

我们以闽南语歌曲结束，还引发了全场大合唱。

同样的沉浸式演出，还被运用在《陈三五娘》这出戏

中。《大闷》是其中最经典的一折。这场旦角独角戏典雅优

美，包含了梨园戏独有的十八步科母及音乐，对演员的功夫

很是挑剔。

为了让《大闷》不“闷”，我们做了两个版本的创新。第

一个版本，引入平行时空的概念。以《大闷》为代表，我们通

过一折折经典的折子戏，概括整个故事情节。在折子戏中

间，通过肢体表演，以默剧的形式，穿插演绎梨园戏年轻传

承人的生活点滴、台前幕后的故事。在一个舞台上，观众不

仅可以看到《大闷》的表演，还可以看到《陈三五娘》中每一

个折子戏的经典片段，同时又有传承人故事的展示。一个

画面中，有三个不同层次的故事在发展。第二个版本，舞台

上，演员与人工智能角色并立，同时表演。最终谁会消失？

又是谁留下？我们希望把思考留给观众。演出结束后，我

看到社交平台上 20 多篇“小作文”，都在激烈地讨论戏曲表

演能否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们期待的效果达到了。

一台梨园戏，唱了 800 多年。其穿越时空的生命力，就

是因为不忘本，也不吃老本。

在《陈三五娘》中，我们所有创新，都是基于对古本的高

度还原。《大闷》中的独角戏在舞台上完整呈现，没有做任何

删减。而每一次的创新，每一个现代元素的加入，都是对原

有故事情感的延续。返本开新，返本是前提，对传统的尊

重，是我们每一次创新遵循的原则。

由于这些创新与坚守，近年来，梨园戏的观众面也在不

断拓宽。每周末的泉州，我们的传统戏如期而至。我们惊

讶地发现，看传统戏的观众越来越年轻，创新形式的表演也

吸引了很多梨园戏的老戏迷。

戏曲的发展不是单打独斗，需要大家抱团一起往前

冲。不久前，第二届海丝泉州戏剧周落幕，16 个剧种汇聚

一堂，轮番上演、精彩纷呈。鼓声一起，生旦净末丑轮番登

场，便是一出精彩绝伦的文化大戏！

（本报记者王崟欣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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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孤舟》近期引发热议，曲折的情节

和人物关系、对复杂人性的多面塑造，让这

部剧收获了不少赞誉。而剧中处处可见的

苏州符号，也让观众更加热爱祖国的山山水

水、一草一木，珍惜和平年代平常岁月中的

饮食人生。

主人公顾易中是建筑师，剧中对于以木

渎古镇严家花园和虹饮山房为代表的苏州

园林建筑的呈现精准到位，苏州评弹等文化

元素也令人陶醉。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苏州的美食文化。《孤舟》在第一集中就提到

了 鳝 糊 面 。 鳝 鱼 划 去 鳝 丝 后 ，鳝 骨 还 能 利

用，可令高汤变清。清淡而鲜美，正是苏州

美食的核心。吃苏州面还必须要配姜丝，地

道的姜丝切得像头发丝一样细，装在精致小

碟中，一眼就能看出来刀工怎么样。许多时

候，姜丝切得是否地道也是一个标志，可以

以此大致判断出这家面馆的品质。第五集

提到了枫镇大面。枫镇就是枫桥，那首唐诗

《枫桥夜泊》家喻户晓。枫镇大面的汤里有

醪糟，这是特点。大肉则是任何一家苏州面

馆都有的苏州焖肉，焖肉无疑是苏州面的第

一 浇 头 ，绝 对 的 头 牌 。 肥 瘦 相 间 的 五 花 硬

肋 ，加 盐 和 上 等 花 雕 酒 以 及 秘 不 外 传 的 香

料，文火焖煮多个小时，形不走样，是真正的

入口即化。其实苏州的好面远不止枫镇大

面，还有很多老字号和后起之秀。苏州面的

特 点 就 是 汤 好 ，要 用 很 多 种 食 材 长 时 间 熬

制，既有鸡肉猪骨鱼虾，还有火腿，其中最大

的奥秘就是要放黄鳝骨头。黄鳝骨头能让

浑浊的浓汤变得清澈。

剧中怡园救人行动失败后，顾易中被关

起来，一个食篮被拎到他面前，竟然从里边

端出一盘松鼠鳜鱼。如果说苏州的名菜非

要排出个第一的话，非此菜莫属。以前苏州

人请客，这是一道必点菜。剧中说到了“太

湖三白”，那就是白鱼、白虾和银鱼。银鱼通

常用来炒蛋，白虾一般就是白灼，加少许盐

和 白 酒 ，出 锅 后 捞 去 葱 姜 ，看 上 去 清 清 爽

爽。白虾是季节性的，晒成虾干是极其鲜美

的餐前小食、下酒凉菜。白鱼通常清蒸，在

上屉之前可能会提前几个小时擦薄盐，再用

石头压住，使肉紧实。

苏州多弄堂，剧中有一条弄堂，在古城区

相王弄边上，大大小小的玉雕作坊塞满了整

个巷子。明清以降苏州便是玉石雕刻的一方

重镇，重中之重就在南石皮弄。大石头巷在

乐桥附近，我曾经在那个地方租房居住，住的

小楼，也跟《孤舟》里那些房子一个风格。

《孤 舟》的 编 导 确 实 下 了 很 大 功 夫 ，对

很多标志性的苏州符号都有研究。比如熟

菜名店陆稿荐，百年糖果店采芝斋，还有稻

香 村 ，那 都 是 苏 州 市 井 文 化 的 精 彩 亮 点 。

剧 中“ 采 芝 轩 茶 楼 ”，应 是 脱 胎 于 采 芝 斋 。

采芝斋是观前街上一家有名的百年老字号

糖 果 店 ，一 代 代 苏 州 人 、上 海 人 ，逢 年 过 节

都 要 去 采 芝 斋 购 买 糖 果 零 食 。 糖 豆 板 、松

子软糖、敲扁橄榄、奶油话梅、奶油西瓜子、

虾 子 鲞 鱼 、卤 汁 豆 腐 干 、玫 瑰 酥 糖 等 ，林 林

总 总 ，不 一 而 足 。 采 芝 斋 楼 上 确 实 是 有 一

个茶楼的，外地朋友来苏州，我经常会带他

们去那喝茶，喝的是地道的碧螺春，一旁有

评 弹 演 员 为 大 家 演 唱 ，所 唱 的 也 都 是 一 些

比较著名的曲目，《杜十娘》《宫怨》《宝玉夜

探》等。《孤舟》剧中海沫姑娘唱的老俞调，

还 有 时 不 时 出 现 的 背 景 音 乐 ，对 评 弹 并 不

陌生的人应是耳熟能详。

从《孤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影视剧

对剧情发生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衣食住

行进行细致展现，一方面赋予人物与事件真

实的活动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对地域优秀传

统文化的弘扬，丰富了剧目内涵。

电视剧《孤舟》里的苏州文化元素
荆 歌

图为苏州观前街“美食大观园”。

冷 文摄（人民视觉）

翻开某时尚杂志 2024 新年月历，赫然映

入眼帘的是湖北武汉楚剧院“当红小生”、中

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余维刚的帅气身影。他身

着白色蟒袍，身量挺拔、眼神犀利，长袖一甩，

威严又不失灵动，这是楚剧经典名作《绣鞋

案》中主角左维明的扮相。只靠一个身法，几

处眼神，余维刚就将主人公睿智、公正的精神

气质表露无遗。相关的唱段视频，让余维刚

和楚剧得到了一次“破圈”传播。不少老戏迷

惊讶地说：“楚剧还能这么‘潮’？真想不到。”

楚剧是湖北富有本土特色的民间戏曲剧

种 ，取 材 广 泛 ，通 俗 易 懂 ，生 活 气 息 十 分 浓

厚。近年来，楚剧在传承与创新上屡创佳绩，

武汉楚剧院涌现出多位获中国艺术节文华表

演奖、中国戏剧梅花奖的领军人才，《养命的

儿子》《三月茶香》《万里茶道》《向警予》《杨乃

武》等多部剧目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等国家级奖项。

今年“五一”期间，武汉楚剧院全新创排

的沉浸式小剧场楚剧《又从西厢过》在大型商

场连演 10 场，场场爆满。不少从未看过楚剧

的年轻人，在售票厅前排起了长队。“现在，中

国青年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掀起‘国潮’热，

我们楚剧也要主动拥抱‘国潮’。”武汉楚剧院

党委书记、董事长韩笑说。

新创戏剧精神内核紧
跟时代

武汉因长江而兴，近代以来曾是中国重

要的港口城市和商贸中心，素有“货到汉口

活”的美誉。从一开始就汲取百家之长的楚

剧，最擅长的就是紧跟时代讲述武汉发生的

故事。

武汉楚剧院 2006 年创排的《三月茶香》，

以上世纪 20 年代的汉正街为背景，通过一对

恋人从鄂西茶乡来汉口茶庄寻梦的人生故

事 ，彰 显 在“ 义 ”“ 利 ”冲 突 面 前 真 善 美 的 可

贵。这部剧，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有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剧情曲折、唱腔优美、表演精

湛，2007 年荣获第八届中国艺术节第十二届

文华奖剧目奖。

2013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同年 9
月，中、蒙、俄三国倡议将“万里茶道”共同申

报世界遗产。武汉楚剧院组建了“全明星”阵

容的创作班底，精心打磨推出新剧《万里茶

道》。该剧以行走于商道上的汉口商人为原

型，讲述清朝年间大汉口茶叶商号“大河兴”

的女东家玲珑挺身而出，不畏艰险，行走万里

茶道，和掌柜叶天韬因茶结缘、因茶生情的故

事。该剧音乐创作在保留楚剧韵味的基础

上，运用歌剧和音乐剧的形式排演，让楚剧更

加“时尚”，贴近当代审美。宏大的背景与精

湛的表演相结合，《万里茶道》一经推出便获

得好评。

《万里茶道》一炮而红。一部好剧，让楚

剧一次次走出湖北，走向全国，在更大范围内

获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今年 8、9 月，武汉楚剧院又紧锣密鼓地投

入《汉口茶港》的创排，这是“茶文化三部曲”

的收官之作。对此，韩笑充满期待，“背景设

定在上个世纪，但精神内核却紧跟时代，这是

楚剧吸引年轻人的原因。”

新老传承成就不竭的
生命力

“《三月茶香》里，我还是小伙计，《万里茶

道》里，我就成了男主角，《汉口茶港》里我还

是主角，不过我们 00 后的青年演员也都要登

台表演了。”提起楚剧院的传承，余维刚信心

满满。

余维刚 13 岁学艺，他不仅工小生，也工老

生，能唱文戏，也擅长武戏，是楚剧院难得的

文武全才。武汉楚剧院一开始就让他跟着国

家一级演员、楚剧领军人物、文华奖和梅花奖

获得者夏青玲搭戏。在《断桥》里，他们是白

素贞和许仙，在楚剧经典《狱卒平冤》里，他们

是靳氏与吴明，在《万里茶道》里，他们是玲珑

与叶天韬……就这样，以戏为“实战”教材，手

把手传帮带，余维刚迅速成长，年仅 33 岁就荣

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当届最年轻的梅花

奖得主。

2022 年，武汉楚剧院推出新编楚剧《杨乃

武》，该剧以“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为基

础，结合观众的审美和余维刚擅长武戏的特

点又做了不少创新。在余维刚饰演的杨乃武

受刑时，通过棍子上的后空翻、串趴虎、入背

卧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表现人物受刑时的挣

扎与悲愤，情绪层层递进，让表演更有视觉冲

击力。该剧在第十届武汉“戏码头”中华戏曲

艺术节闭幕式首演后，在全国各大戏曲节中

频频亮相，连演 20 余场，不论是否熟悉楚剧，

观众只要进了场，无不叫好。

“古老楚剧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对年轻

人才的培养。”韩笑说。武汉楚剧院每 10 年一

轮，招收一批“新苗”作为后备人才培养，剧院

制定了艺术人才发展规划，并通过名家工作

室、百戏工程项目、武汉市青年艺术人才培养

计划、走出去、请进来等多种方式推动人才队

伍建设。楚剧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为青年人才

传授技艺，同时推荐青年艺术人才参加国家、

省、市各类研修班学习，不断提升艺术修养、

能力水平。

目前武汉楚剧院已是“四代同堂”。2023
年该院又与武汉市艺术学校以及黄陂、蔡甸、

新洲楚剧团共同开办了 2023 级楚剧中专班，

新招收了 53 名学生，基本形成领军人才、拔尖

人才、骨干人才和基础人才“四位一体”的塔

式人才队伍结构。新老传承、代代不息，成就

了楚剧的不竭生命力。

传播方式既新潮又有“戏”

“相公，推慢一点！居家度日要用心，要

学豆粒任磨平。你两耳不闻灶台事，哪知烟

火皆苦辛。”“崔莺莺”嗔怪道。“哎哟！这磨盘

好重，我搬不动啊！这位兄台，可否帮小生抬

一抬？”磨盘倒后，“张生”弯腰试了试，左抬、

右抬，磨盘就是纹丝不动。谁也没想到，“张

生”竟直接从舞台走到观众中间，找起了帮

手。一片笑声中，被选中的观众兴奋地走上

台，将磨盘抬起。

《又从西厢过》主要角色只有张生、崔莺

莺、孙飞虎三人，由楚剧院 90 后、00 后青年演

员担纲，讲述郎才女貌、爱情坚贞的张生和崔

莺莺历经磨难成婚后所面临的家务琐事。将

“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偶像拉入日常生活，

故事立刻变得有趣又接地气，其中折射出的

婚恋观也契合了当代年轻人的所思所想。

从一开始的跨界表演到沉浸式小剧场，

武汉楚剧院的每一次尝试，都引起不小的轰

动。楚剧表演的创新传播方式也越来越多

元。从在电视节目中与流行歌手合唱到为

“手游”演唱主题曲，从拍摄时尚杂志到录制

网络宣传片……这一切都使得楚剧越“潮”

越有“戏”。

2024 年 6 月 8 日 、6 月 15 日 ，“ 戏 苑 夏 之

曲”青春专场——武汉市青年艺术人才培养

成果展示活动，分别为武汉楚剧院青年演员

陈晓檬、邓雅倩举行了专场演出。在《小宴》

《宝莲灯·华岳庙》《访友》三出经典折子戏中，

青年演员陈晓檬运用各不相同的眼神、身段、

唱腔，演绎了三个特色鲜明的人物，吕布的雄

姿英发，刘彦昌的庄重端正，梁山伯的潇洒儒

雅被他刻画得惟妙惟肖，展现了“雉尾生”“官

生”“巾生”这三个小生行当的独特魅力。

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越来越

“潮”的楚剧，将迎来欣欣向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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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剧楚剧，，越越““潮潮””越越有有““戏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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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楚剧院每 10 年一
轮，招收一批“新苗”作为后
备人才培养。目前武汉楚剧
院已是“四代同堂”，新老传
承、代代不息，成就了楚剧的
不竭生命力。

从一开始的跨界表演到
沉浸式小剧场，武汉楚剧院
的每一次尝试，都引起不小
的轰动。楚剧表演的创新传
播方式也越来越多元。

核心阅读

2017 年，余维刚赴国外参加文化交流演出活动，演出《秦琼观阵》后与小观众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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