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19年2月25日 星期一
责编：吴亚明 张 盼 邮箱：gtbhwb@people.cn

多年前，在台湾戏曲学院见张火丁登台演出时，
该校大一男生杨瑞宇还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好像特
厉害”，待到这位京剧程派青衣唱完 《春闺梦》 和

《龙凤呈祥》 选段，就读台湾戏校 9 年的他叹服不已，
“可把我惊呆了”。

在那次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组团赴台演出后，深受
震撼的杨瑞宇打算“重新来过”，当即投考中国戏曲学
院，并放弃学习多年的小生行当，走上如今两岸人迹
罕至的男武旦求艺路。后来他在张火丁 《春闺梦》 演
出中跑过龙套，更以大陆失传已久的武旦戏 《朝金
顶》，在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大放异彩。

“大陆学生高出我们一大截”

“台湾的环境有局限，在这里待着眼界不够开阔，
看得也不够长远。”杨瑞宇告诉记者，11岁进入台湾戏
校学习的他，曾以为自己特有能耐，实则不然。“同龄
的大陆学生程度高出我们一大截。”

在台湾戏曲学院上课时，同学有 20多人，中国戏
曲学院班上却有 50多人。竞争压力不只来自成倍的学
生人数，作为大陆的戏曲教育最高学府，中国戏曲学
院录取的都是各地好苗子，资质不凡的他们对自身要
求也很严格。

下课之后，大多数大陆学生会选择留校“自主训
练”，或向高年级同学请教，一刻都不愿放松。与台湾
不同，大陆戏曲师资相对充足，教学水平也更胜一
筹，如果成绩位居前茅，还有机会得到一对一指导。

入学后第一学期成绩排在第七名的杨瑞宇，通过
加倍努力克服改换行当“从零开始”的劣势，调整心
态，稳扎稳打，在大三和临近毕业时两度考取全班第
一，并由此得到老师更多手把手的指点。

台湾青年武生演员徐挺芳与杨瑞宇同年进入中国

戏曲学院，大学四年他“着了魔地苦练”：没有一个周
末不是在跟老师加功学戏，程式套路在上台演出前跟
同学练过上千次。将练功学戏当作日常生活全部的
他，年年成绩不出班上前两名。“那个台湾来的挺好的
武生”，同学们这样称呼他。

在北京“纪念高盛麟诞辰 100 周年京剧折子戏专
场”上，徐挺芳与奚中路、刘子蔚等大陆知名武生演
员同台，向武生名家致敬。他还曾代表学校参加“盖

（叫天） 派京剧武生艺术人才培训班”。杨瑞宇则代表
学校参加全国性京剧比赛，并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登台
演出。

台湾剧团力邀大陆名师传艺

原本决意毕业后“北漂”留京进剧团的徐挺芳，
最终回到台湾，并加入“国光”剧团。幸而台湾戏校
和剧团在邀请大陆名家来台传艺上不遗余力，他和许
多青年团员仍有机会继续问道名师。

2013 年，“国光”剧团正式推出京剧人才培育计划，
聘请大陆名家来团密集教学，在全面评估年轻团员现状
和需求的基础上因人设戏，寻找适合的师资与剧目，以
求增进年轻团员基本技艺、打磨积累擅演剧目。

生旦净丑行当俱全、京昆兼具、文武兼备，都是历次
教学的特点。在本团成员之外，“国光”剧团还曾招收台
湾戏曲学院在校生和团外传统戏曲表演工作者，学员人
数一度高达36人，本团和团外人员各半。不分你我，携手
传艺，摒弃门户之见的台湾各剧团共同为戏曲传承出
力，在戏曲研习、演出等方面均有体现。

“国光”剧团老生青年团员黄钧晟说，2012年夏天
因两岸交流研习会，有幸被派到中国戏曲学院进修，
与北京京剧院的张鸿森老师相识，后来台湾戏曲学院
把张老师请来教戏，开启了两人的师徒缘。“老师的出

现让我开始喜欢京剧，明白什么叫老生。”在团内手把
手教学，更让黄钧晟剧艺精进。

“学戏时不可能随便就过，一定要达到老师要求，
才让你过关。”“国光”青年团员感动于大陆名师们尽
心尽责，“平时上课还不够，下班后或假日也不放过我
们，要我们到住处学戏，老师说不怕学不会，就怕你
不学。”

国家京剧院名角陈淑芳连续几年去“国光”剧团
教戏，她开玩笑地说“我就是个大夫来看病的”，不仅
教新戏和新腔，也一再为青年旦角演员发声和基本功
把关。浙江昆剧团名师周雪雯也是“国光”剧团常
客，教 《牡丹亭·寻梦》 依团员自身条件调节动作繁
简，不变的是流转的优美身段。

借两岸交流提升年轻团员水准

前年毕业后，杨瑞宇进入台湾戏曲学院担任老师，
教中学阶段学生戏曲基本功。“教学一般在上午，早功 6
点开始上课，有4节基本功。”下午1点半起，他会来到台
湾当代传奇剧场上班，为剧团公演进行排练，其他时间
则是自主练习，通常直到晚上9点半才离开。

加入当代传奇剧场时间不久的杨瑞宇，在“电子
摇滚京剧”《水浒 108忠义堂》 中扮演过“小李广”花
荣。这部戏有着颇深的两岸渊源，2011 年，当代传奇
剧场与上海戏剧学院合作，由知名音乐人周华健作
曲、台湾作家张大春写剧本，首轮演出中，上海戏剧
学院师生、台湾演员各占一半。

“这部戏当时在台北演出，演员们大都是中学生，
台湾演员看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表现非常突出，都是
同辈人，这对他们刺激很大。”当代传奇剧场行政总监
林秀伟告诉记者，未来希望找大陆京剧团联演，通过

两岸交流，提升台湾团员的表演水准。
虽然以演出跨界混搭的新编戏闻名国际，当代传

奇剧场始终注重年轻团员传统功力的培养。“未来去创
作更有当代感的作品出来，但还要先从传统做起。”林
秀伟说，剧团平时演出中，传统戏占比很大，会有计
划地找老师教他们。

2007 年起，当代传奇剧场创办传奇学堂，每年寒
暑假请大陆多地一级演员来教学，内容上兼顾京昆，
有团员12岁就进来学习。“希望京剧和昆曲在台湾能留
下来，并且蓬勃发展。”林秀伟说。

杨瑞宇 2009 年参加过传奇学堂，当时在台湾戏曲
学院就读的他，还结识了在该校任教、日后赴中国戏
曲学院读硕士的许栢昂。许栢昂 2007年在台成立剧团

“栢优座”，杨瑞宇至今参与过多部立足京剧、力求多
元的演出。

身兼数职的杨瑞宇，今年 5 月将回京参加母校京
剧武旦人才短期培训班，他还计划报考台湾艺术大学
研究生，继续充实自己。“我想走教育路线，教好台
湾的学生，让他们看到学京剧还是有希望的，只要肯
好好干。”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人
民日报中央厨房“日月谈”工作室。

传统戏·两岸缘④

宝岛梨园子弟：大陆名师 倾囊相授
本报记者 张 盼

杨瑞宇 （右二） 跟随中国戏曲学院武旦老师李亚莉 （左三） 学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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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三重飞檐，桥头亭台相望。
2月23日，来自浙江温州的“泰顺廊
桥”在台湾南投县集集镇举行“圆
桥”暨项目交接仪式。这种独一无二
的传统木结构桥梁首次走出温州，在
宝岛台湾“安家落户”。

龙狮同舞庆“圆桥”

由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
会、温州市半屏山两岸旅游经贸文化
发展促进会、泰顺县廊桥文化协会等
民间组织捐建的“泰顺廊桥”，23日

“圆桥”仪式后对民众开放。
“圆桥”仪式吸引数百名南投居

民前来观礼。仪式上，嘉宾步行至廊
桥中央，主嘉宾将红布包中寓意着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五代同堂、五子
登科、五福临门的五颗竹钉转递给

“泰顺廊桥”传承人曾家快，并由他
钉上最后一板钉。

“圆桥”礼仪完成后，两地协会
代表签订了交接协议书，两岸嘉宾共
同为廊桥开放剪彩。“诗画浙江”灯
彩艺术表演团还献上了精彩的百叶龙
和九狮团表演。

百叶龙是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的
传统民俗，于 2006 年获批列入中国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员先手持
荷花、荷叶道具边唱边舞，片刻后，
荷花荷叶翻转组合为龙头龙身，变成
花龙婉转飞腾。

九狮图则是浙江省永康市的传统
民俗，是一种独特的舞狮，约诞生于
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 300 年历史。

九狮图由一个高 4 米，长 6.5 米的狮
笼和9只大小狮子组成，十余位艺人
以 38 条长绳操控 9 只狮子跳荡翻飞，
蔚为壮观。

历时三年精心打造

“这座桥完全采用中国木拱桥传
统营造技艺建造，纯榫卯结构，没用
一根铁钉。”非遗传人曾家快向记者
介绍，他是泰顺掌握完整建造廊桥技
艺仅存的两人之一。

3 年前，南投县与温州达成协
议，要把泰顺廊桥“搬”到南投，
为当地添一个新的文化地标。曾家
快率团队先在温州做好全部桥梁组
件，再将建材运到南投，与 7 名温
州工人两次赴台，历时 16 个月组建
完工。

南投这座廊桥的外观造型主要参
照泰顺县西旸镇的西洋桥设计建造，
桥长 43.5 米，木拱跨度 28 米，桥宽
5.5 米，采用三重檐结构，离水面高
度 20 米，完全采用中国木拱桥传统
营造技艺施工建设，也是在温州以外
兴建的第一座“泰顺廊桥”。

据介绍，在泰顺各种造型的廊桥
中，以这种编梁木拱桥最具文物综合
价值，被桥梁学术界称为“古老概念
的现代遗存”，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
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种类，也是世界桥
梁史上独一无二的种类。2009 年 10
月，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两岸文化交流之桥

南投县县长林明溱致辞时表示，
浙江和南投向来有良好的交流往来，
此次来自浙江的“泰顺廊桥”成为南投
新的历史文化地标，体现了“两岸一家
亲”的情感。两岸血脉相连、语言相同，
要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好好交流，增
进感情。

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副会
长许澎表示，浙江把“泰顺廊桥”“搬”
到台湾南投，是希望把共同的中华传
统文化生动地展现给广大台湾同胞。
希望落成的浙江“泰顺廊桥”成为两岸
文化交流之桥、友谊之桥、乡亲乡情乡
愁之桥，不断推动浙台两地的文化旅

游交流，促进两地同胞的心灵契合，增
进对“同根同源”文化的认同，共同维
护好两岸同胞的精神家园。

温州市半屏山两岸旅游经贸文化
交流会顾问诸葛启钏表示，此次落成
开放的“泰顺廊桥”是第一座建在温州
以外的木拱廊桥，体现出两地间的深
厚情谊，希望这座连心桥成为助推当
地经济的发展之桥，成为传承中华文
明的文化之桥，成为牵起情感纽带的
友谊之桥。

南投居民陈女士对记者说，“泰顺
廊桥”外观很美，充满传统韵味，而且
建筑风格和旁边的武昌宫非常协调，
南投能拥有这样一座桥，她觉得很好，
希望廊桥能为南投吸引更多游客。

（本报台北2月24日电）

大陆非遗 宝岛地标

温州泰顺廊桥落户台湾南投
本报记者 王 平 王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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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通”一级市场信息平台上线
新华社香港电 “债券通”一级市场信息平台上线仪式2月22日在香港

举行。未来通过“债券通”平台，投资者除了在二级市场交易已发行的债
券之外，还可以在一级市场参与债券发行；发行人将可以在“债券通”平
台直接发行债券。“债券通”是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的创新机制，
自 2017年 7月开通“北向通”交易以来，境外投资者经由“债券通”平台
可以投资内地债券市场。

“萌娃”赛车 活力无限
一场名为“天生勇气”的儿童平衡车邀请赛，近日在南

京奥林匹克博物馆前广场举行，吸引300多名2岁至6岁的
“萌娃”参赛。图为参赛小选手在比赛中奋力前行。

孙忠南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