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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昆曲被誉为“百戏之祖”。从“一出

戏救活一个剧种”到 2001 年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

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从佳作迭出、新

人辈出到观众群体年轻化，昆曲的

发展生态焕然一新。

我 从 12 岁 开 始 学 习 昆 曲 ，从

事昆曲艺术 40 多年，不断探索、求

解与实践。我一直认为，昆曲的继

承与发扬既要是“考古队”，也要是

“ 探 险 队 ”。 也 就 是 说 ，坚 守 传 统

时，需要与古人对话，向过去行礼

取经；面对未来时，要能承载当代

人的思维、情感、理念和精神，去探

索属于当代的舞台表达。它们看

似背道而驰，实则殊途同归，合力

让昆曲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作为昆曲人，最首要的使命就

是保护和传承。以江苏省演艺集团

昆剧院为例，剧院要求一级演员一

年举办两个专场，青年演员一年一

个专场，“逼”着演员们去学戏、攒

戏、捏戏、创排。目前已经举办超过

200 场个人专场，能演的传统剧目

100 多出，每年挖掘整理传承剧目

大约 20 出，既实现了经典折子戏的

活态传承，又使演员掌握细致程式

技法，脚下有根，站稳舞台。在此基

础上，我们以经典文学名著为基础

新编了一批传统戏，如《世说新语》

系列和《1699·桃花扇》《南柯梦》《浮

生六记》《蝴蝶梦》等，打造了“一戏

两看《桃花扇》”“春风上巳天”等传

统剧目演出品牌。新编《世说新语》

系列已经积累了 12 出折子戏，传承

了艺术之美，也培养出了新一代年

轻观众。

最近我带着徒弟演绎了创意武

戏《叱咤星河》。这个作品通过戏曲

的唱、念、做、打，赋予文物动态生命

力，讲述师徒相承、艺术相传的故

事，构建了一个跨越时空的“三星堆

奇妙夜”，既体现了戏曲“手眼身法

步”的技法传授，也传递了“谨守传

统、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以先锋

姿态进一步探索了戏曲的可能性。

我们要创新，但不能失去昆曲的本

质，创造必须是致敬经典，要带领当

代的人去回望经典、传承经典。这

才能实现“考古队”和“探险队”的不

谋而合。

艺 术 家 肩 负 着 记 录 时 代 的 责

任。作为当代昆曲人，现实题材的

戏剧创作不仅要表现新时代的价

值观，也要表现新时代的审美观；

创作者既要完成自身艺术观念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要对

现实题材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艺

术形式进行再创作。以“昆剧现代

戏 三 部 曲 ”——《梅 兰 芳·当 年 梅

郎》《眷江城》《瞿秋白》为例，它们

从不同程度上探索了昆曲现代戏

创作的基本方向。《梅兰芳·当年梅

郎》作为江苏唯一作品同时入选文

化和旅游部“2020 年度全国舞台艺

术重点创作剧目”、“2020 年度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

扶持剧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

重点扶持作品等，被专家称赞为当

代昆剧现代戏的重大收获。《眷江

城》遵循昆曲本体的审美意识，通

过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舞台呈现，

再次坚定了“昆剧完全可以演现代

戏”的认知，是近 30 年来中国昆曲

艺术舞台上展现的第一部现实主

义题材原创剧目。昆剧《瞿秋白》

是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戏剧类优秀作品，专家评价，这

是一部“昆剧现代戏的高峰之作”，

主 演 施 夏 明 也 凭 借 该 剧 摘 得“ 梅

花奖”。

昆 曲 不 仅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宝 贵

财富，更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

近些年，我带着中国昆曲一次次走

上世界舞台。2016 年，我和英国艺

术家共同创作上演了汤显祖和莎

士比亚的“汤莎会”。中国昆曲演

员和英国莎剧演员以中英双语联

袂出演中英版《邯郸梦》，这在昆曲

和 莎 剧 历 史 上 都 是 第 一 次 。 2023
年，“文明遇·鉴”中国昆曲江苏周

在法国巴黎举办，我率领经典剧目

南昆版《牡丹亭》演员连演两天，剧

场座无虚席。这是国内省级剧院

首次到国外举办昆曲专题节会活

动，对探索中国演艺“出海”模式、

创新艺术表现形式、聚焦年轻群体

传播形式等是一次积极尝试。这

些也都让我体会到了人类情感与

命运的共通。借助精湛的艺术载

体，古今可以对话，中外可以共情。

2003 年开始，我一直在做新概念昆

曲实验剧的探索，被称作“先锋昆

曲”，比如实验剧《夜奔》《浮士德》

等 等 ，这 些 作 品 先 后 走 上 国 际 舞

台，大获好评。我深感，艺术无国

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被世

界“看见”，以艺术为载体讲好中国

故事，传递中国理念，展示中国形

象，是促进世界相知、民心相通最

好的方式之一。

昆曲，自 600 年历史深处而来，

站在当下，我们不仅要虔诚地对着

遗产“照着讲”，还要有勇气面对未

来“接着讲”，让昆曲在全人类优秀

文 化 的 语 境 中 绵 绵 流 传 、生 生

不息。

（作者为江苏省戏剧家协会主

席、一级演员）  

昆曲：从传统中来  向前沿处行
柯   军

闹市中，春意浓。云步轻移，水袖微拂，陈英

开口，脆生生的一句戏腔，俏丽出场。台下戏迷大

多年过七旬，和着曲调，轻打节拍。

10 年前，3 个女人凑钱，在四川成都搭起了个

民间戏班，藏于市井之间。这个坐落在成华区猛

追湾街附近一座商场地下一层的“三花”川剧团，

几乎全年无休。“我们每天下午 2 点开唱，老戏迷们

有的上午就来了，排队占座，想离舞台近点。”“三

花”川剧团创始人之一的“三花”陈英说。

自小学习川剧，三姐妹的艺龄均超过了 40 年。

2015 年，怀揣热爱，她们决定组建一支民间川剧

团。这一演就是 10 年。从老戏迷的追随，到年轻

人的涌入，如今，这个票价只需三四十块的“三花”

川剧团历经风雨，迎来百花满园。

下午 1 点的后台，戏服堆满，灯光昏暗。镜子

里，描眉、画眼、点腮，“三花”川剧团的演员们忙着

妆造，手上不闲。“下午的戏，你扮演的是个狐仙，

台词可得记熟咯！”“大花”王小娟边贴鬓角，边给

一旁的同伴交代。

一出大幕戏，时长 2 个小时，化妆间隙，16 个

演 员 就 把 各 自 的 台 词 顺 了 一 遍 。“ 天 天 演 ，有 经

验，我们都是上着妆，顺带就练了。”在这个平均

年龄 55 岁的川剧团里，31 岁的尹霜是最年轻的演

员 ，而 他 的 上 妆 油 彩 藏 在 了 文 具 盒 中 ，“ 经 费 有

限，能省一点是一点。大伙都是多面手，身兼数

职不说，生旦净末丑几乎人人都能演。”

每天下午 2 点到 4 点，剧团都会表演传统川

剧，多为《白蛇传》等经典剧目。有一回，演出前下

大雨，王小娟寻思，肯定没有观众会来。让她意想

不到的是，到剧场后定睛一看，好几个观众已经到

了，衣服、鞋袜全打湿了，“那一瞬间，我们就下定

决心，不管有多少观众，只要有人来，就必须演。”

四川人爱看戏，锣鼓一响，脚板就痒。95 岁的

钟有才是“三花”川剧团的戏迷。每天中午吃过饭

后，钟爷爷就从家往川剧团赶，一个多小时的车

程，还得转一趟公交，但他乐此不疲，打小就喜欢

川剧的他，离不开“三花”川剧团。

从盛夏到隆冬，台上是一群年过半百的演员，

几乎全年无休地演戏。从古稀到耄耋，台下是一

群年过七旬的观众，风雨无阻地看戏。一杯茶、一

场戏，老戏迷们每天下午 2 点以后的时间都属于这

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在这方小戏台上，被演绎

得有情有味。“三花”川剧团搬了好几回家，老戏迷

们仍在追随，不离不弃。“我们也关心他们，好似亲

人。之前的剧场有个长梯，老人上下楼不方便，下

雨天我们就上前搀扶。现在好了，这儿有电梯。”

陈英笑着说，若是有谁没来，她还会打电话问候。

入夜，华灯初上，剧团舞台焕然一新。变脸、

吐火、皮影滚灯，电子音乐背景声中，剧团成员轮

番上阵，演绎了一出 70 分钟的川剧综艺秀。更有

观赏性的川剧表演，吸引年轻人走进剧场。

综艺秀的策划者之一——陈英的女儿叶景，也

是个年轻人。“川剧要想焕发活力，还得贴合年轻人

的喜好。我就想着开发一些新节目，同时，在网络

上进行售票。”叶景说，2023 年，剧团新增了针对年

轻人的演出，仅 3 个月，“三花”川剧团通过网络平台

就卖出 2.5万张票，几乎是过去两年多的总和。

有女生拜王小娟为师，每周坐高铁从重庆赶

来，在剧场学习一个小时川剧后，再赶回学校上

课。有学生热爱川剧，特意前来体验戏服妆造，在

网络平台发布后，火爆出圈，给川剧团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新思路。有小戏迷散场后走进化妆间，与

演员零距离接触，感受他们的幕后生活。“只要有

人对这个行当感兴趣，我们就愿意演、乐意教，让

这项非遗更好传承下去。”

“三花”川剧团，好戏在后头！

“三花”川剧团，好戏在后头
游   仪

3 月 9 日，纪录片《中国绣娘》的最后一帧

画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频道的荧屏上

缓缓定格。我和万千观众一样，沉浸在这场

跨 越 经 纬 的 非 遗 文 化 震 撼 之 中 ，久 久 难 以

平静。

3 年的心血倾注，化作了这 5 集锦绣长

卷。《中国绣娘》以绣针为笔、丝线为墨，在荧

屏上徐徐展开一幅流动的东方文

明长卷。超微距镜头下，丝线分

叉的 0.01 毫米竟能呈现水墨皴染

的层次；延时摄影记录的不仅是

绣品绽放的过程，更是时光在绷

架上的婉转流动。更富开创性的

是 AI 修复技术的运用——当残

破 的 清 代 绣 片 在 算 法 中 重 焕 光

彩，数字孪生技术不仅复原纹样，

更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

8K 画 质 放 大 的 是 工 艺 细 节 ，4K
航拍延展的是文化地理，AI 动画

拓展的则是审美趣味。

我们的拍摄足迹，踏过 13 个

省市的地理坐标，镜头细细描摹

过绣娘指尖的茧与光，仰阿莎湖

里摇曳的银针、玉龙雪山脚下跳

跃的彩线、蜀地竹影间游走的丝

线，此刻都幻化成荧屏上熠熠生

辉的星河。我们看到中国非遗文

化于烟火人间传承的鲜活模样，

捋出一条从扶贫攻坚迈向文化振

兴的时代脉络。在拍摄过程中，

当镜头聚焦在绣娘们泛白的头发

和稳稳穿针的双手时，当我们了

解到山村里的绣娘如果每年能有

3 万块钱的收入就能挺起胸膛过

有尊严的生活时，这部片子早已超越非遗传

承的范畴。那 3 万块钱收入的背后，是母亲们

用纤细的双手撑起家庭的坚强脊梁，是儿女

们升学的通知书，是一个个家庭点燃希望的

欢声笑语。

湘西十八洞村老支书石顺莲在《中国绣

娘》播映座谈会上的讲述，让我感触颇深。她

的第一心愿，就是让姐妹们在家门口就能赚

钱，实现自我发展，把苗绣工艺传承下去，一

代接一代，让苗绣产业越做越大、越来越强，

带领大家走上致富路。如今，村里已经有了

五大产业，苗绣便是其中之一。十八洞村绣

娘的月收入在 1700 至 2000 元，她们既能照顾

家庭，又能实现经济独立。村里还建起了“花

园党校”，通过微党课分享苗绣创业故事。从

一开始无人支持，到后来与高校、企业达成合

作，这一路走来，石顺莲带领着妇女们克服重

重困难，“一针一线绣出幸福路”，这个历程不

仅凝聚了十八洞村 40 多年来翻天

覆地的变迁，更是精准扶贫伟大实

践的生动缩影。当“花开十八洞”的

湛蓝色刺绣饰品在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锦绣中国》展厅被大众钟爱

并争相购买时，它就成了非遗文化

传承的见证者，它见证着传统文化

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在传承中创

新 ，在 创 新 中 绽 放 出 更 加 绚 烂 的

光彩。

刺绣是时间的艺术。在观众的

留言里，一位年轻朋友的话最让我

动容：“终于明白母亲总是加班绣花

到深夜的执念，那不是在消耗生命，

是在编织尊严。”这恰恰是我们藏在

每一帧画面里的初心：当传统手艺

从单纯“讨生活”升华成“过生活”，

当千万绣娘用针尖挑起的，不只是

家庭的经济重担，更是五千多年文

明基因在当下的生动表达——这何

尝不是整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坚

守文化根脉的精神印记？

《中 国 绣 娘》的 播 出 档 期 时 值

“三八”国际妇女节，我们将这部片

子献给所有将青春绣进悠悠岁月的

匠人，献给那些在田间与绣架间书

写不凡命运的坚韧女性。屏幕内

外，无数人与我们一同完成了这场意义非凡

的文化接力：老绣娘布满皱纹的眼角闪烁着

光 芒 ，年 轻 观 众 开 始 四 处 搜 索“ 刺 绣 体 验

课”。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一位在家门口绣花

的广西大山里老阿妈说过的那句话：“好绣品

自己会说话。” 而我们，作为纪录片的创作

者，不过是将这份跨越时空的“刺绣语言”，翻

译给了全世界，让更多的人看到刺绣背后的

文化力量，看到绣娘们的坚韧与担当，看到传

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无限可能。

（作者为纪录片《中国绣娘》制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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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3 月 15 日晚，我坐在北京

音乐厅，聆听中央民族乐团出品的系

列合唱音乐会《跟着民歌去旅行》。乐

团首次为地区定制的板块“汉中篇”

中，多首取材自汉中地区民歌的合唱

作品接受观众的检验。

热闹的场景将我带回 2024 年的

汉中。秋日的一个上午，我隔着人群，

踮着脚，听完了一场非遗民歌演唱，那

是靳佩兴老师的《太阳出来一把火》和

《九连环号子》。“唱得太好了！”与观众

一起赞叹的同时，我又陷入迷茫：当这

部 作 品 以“ 合 唱 +乐 队 ”的 形 式 呈 现

时，如何才能让听众为之惊艳和赞叹？

2023 年，音乐会连名字都没确定。

我作为音乐总监，只是闷在团里，拼命

想如何用精致的写法和技巧装点脍炙

人口的旋律，用“国家队”的艺术功底提

升作品的“艺术境界”。没日没夜地奋

笔疾书，却没静下心来想想，今天的观

众需要听什么样的民歌。这种心态下

的编创，在乐团内部试演中没能得到满意的反馈。所幸，时任

团长赵聪没有放弃我：“写不下去别强求，放轻松，多出去走走

看看，说不定就有想法了，就当跟着民歌去旅行了呗！”

随后的半年，乐团的创作小组蹭着团里乐队下乡演出

的行程，趁着各个传统节日的契机，顺着中央对地方帮扶的

项目，踩着国内时事热点的脚步去了好多地方。我们在贵

州毕节听人打歌，在陕南镇巴参观革命老区纪念馆，在云南

白族聚居区听人讲故事，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草原发呆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总是会寻找当地最有口碑的民歌

手或传承人，听他们唱老乡们最爱听的民歌，并一次次发出

“这咱可来不了”的赞叹……

直到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一次采风。我去路边买

瓶水的工夫，听到一个刚刚与我们一同听完演唱的陌生小

哥，哼起了同一首调调。从内行角度看，他哼的并不准确，节

奏与音高都不在准头上，甚至改了风格，词也都加入了“二

创”。但不知怎的，可好听了！我厚着脸皮求他多唱了一遍，

顺着他的思路，写出了《跟着民歌去旅行》系列音乐会的作品

《黑土欢歌》。自此，我好像真的在跟着民歌去旅行的路上，

找到了创作方向：忠实记录当时的感受，而不是一味计较作

品的还原与技巧。

还是 2024 年秋天的汉中，演出散场的人群里，一个小

男孩用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节奏，把靳佩兴刚刚演唱的两

首民歌重新哼了哼。随着这份律动，我把《太阳出来一把

火》和《九连环号子》按照自己的记忆重新组合、哼唱并记

录，命名为《秦巴号子》。这首新鲜出炉的作品，刚刚在我的

面前，由台上与台下一同完成。

这也许就是民歌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外在的精致，而

在于口耳的传唱，不需要一板一眼的复刻，而是“哼”出自己

喜欢的“二创”。抓耳的旋律，从生活中听到、哼唱、演化而

来。我们的使命就是将这一过程加速延续下去，让观众用听

到的调子哼出自己的歌。在“汉中篇”，我们尝试让原生态的

演绎与新创作的表达同时绽放在观众面前，把“原唱与二创”

平行地搬到舞台上。

我们时常感叹，“跟着民歌去旅行”真是一个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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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许多春天的歌曲，最让我记忆深刻

的 当 数 1987 年 央 视 春 晚 由 胡 晓 晴 演 唱 的

《春天的钟》。

虽然那年春晚有费翔的歌横空出世，但

最契合春晚主题的还是《春天的钟》：“朋友

朋友，让我们静静地等，还有还有 5 分钟，未

来希望和光明，就要敲响春天的钟。”歌词平

实简洁，旋律悠扬动听。在我曾经年轻的岁

月，有《春天的钟》敲击心灵，在清脆悠扬、浑

厚绵远的钟声里辞旧迎新，心中感到明媚而

温暖。

春天的钟是令人期待的，每年除夕夜，

人们守岁就是为了迎接春天的钟声，当远处

的鞭炮声伴随着清脆的零点钟声传来，谁的

心中不积聚新的希望和力量？谁的思绪不

放飞新的憧憬和梦想？

后来得知，歌词由知名剧作家苏叔阳所

作，充满真情和哲思；谱曲的是知名作曲家

王酩，音乐高亢而空灵；加上青年歌唱家胡

晓晴深情大气的演绎，把我们带进了热血沸

腾的情境。也许是《春天的钟》意蕴深长，

1999 年的春晚，由程志、顾欣和魏松三位歌

唱家再次唱响。12 年过去，这首歌回旋着

往昔，召唤着未来，如诗如梦，绵延悠长。

难忘《春天的钟》。当春天来临，重新倾

听这首歌，仍然会敲击心灵，激荡心怀。

《春天的钟》敲击心灵
蚌埠日报社主任编辑   孙子夜

“曾经，好莱坞创造了‘功夫熊猫’，今天，

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哪吒’！”

全国两会期间，一位委员在讨论时发出

的慨叹，赢得现场掌声。

“哪吒”并非个例。从中国功夫到中国节

日、民族音乐，再到网文、网游、影视剧、流行

音乐，中国文化“出海”已构建出多维矩阵。

文化如同空气，无处不在。春节喜庆热

闹的年货年俗，李子柒镜头记录的中式美学，

外国游客随手拍下的中国市井生活，小红书

上中外网友的友好交流，带着热腾腾的烟火

气，将中国人生活美学中沉淀的文化理念传

递给世界。

其实，中国一直都是以诗意栖居的方式

走向世界的。所以，丝绸之路如此动人，世界

看到中国人以茶米为食，以麻布为衣，以竹陶

为用。所以，千里江山如此动人，没有美术馆

可供游览的古人，数字时代生活的今人，都将

山水长卷在手中展开，一脉相承，何等壮阔。

不少海外演出经历丰富的委员告诉我，外

国观众最期待有中国味道的作品，“他们喜欢

《阳关三叠》的平仄，也感受得到《渭城曲》的情

思”。廖昌永委员曾邀请合作的外国艺术家，

去湖边听傍晚寺庙传来的钟声，实地感受艺术

歌曲《枫桥夜泊》的韵律。古琴带来的审美感

受是空灵的、有留白的，这便是“中国味道”。

互联网的发展，提升了全世界对新故事

的预期，人们更加渴望看到各自独有的、不可

替代的文化表达。“出海”的中国文化，不仅是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更是蓬勃发展的

新时代文化生活，它是中国作为主体所生长

出来的精神特点、民族特色。

中国故事，需要“更有滋味”的表达。这

滋味，或可理解为“何以中国”。

借助网游，悟空翻出“筋斗云”，文化符号

嵌入生活场景，玩家是参与者，也是创作者；

歌手周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一票难求，听不

懂歌词的国外观众，从美妙歌声中也能感受

“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政协委员吴敏婕

打造“意公子”公众号，讲苏轼、读庄子，将“深

入、浅出和共情”总结为打造爆款的经验；依

托互联网平台，热播剧的“出海时间差”从年

缩减到秒，不断刷新“Z 世代”海外观众对当

代中国的印象。

拉满的“松弛感”， 更富科技含量的“文

化基建”，建立了更有情绪价值的现实链接。

能否打造感染人的形象，能否开掘有新意的

叙事空间，则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文

化让人“走心”和“动心”的程度。

守住“传统的根”，划动“创新的桨”，无论

何种艺术形式，绝不能简化甚至丢弃精神的

内核。这尤其需要我们更坦然自信地面对历

史、更真切深刻地感受现实，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优质文化

产品“集群式”地推广出去。

中国故事，需要“更有滋味”的表达
王   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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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跟着民歌去旅行》演出现场。 卢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