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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兰兰演出掠影。

坚持与时俱进坚持与时俱进 矢志传承创新矢志传承创新
——访“新京剧”创始人储兰兰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在京剧“唱念做打”的世界
里，“新京剧”的表演形式自出
现起一直广受关注。作为“新
京剧”创始人，京剧名家、兰新
剧团团长储兰兰曾将《诗经》里
的句子与京剧艺术相融合，创
演了曲目《永以为好》。作品脍
炙人口，大受戏迷、特别是年轻
戏迷的欢迎。

从“新京剧”概念问世到如
今，已走过13个年头。储兰兰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近年来自己及剧团向中外朋
友介绍“新京剧”的概念时，都会
谈及“新京剧”的英文名称“I
Beijing Opera”，这意味着“新
京剧”是有创意、有创新、国际化、
可流传的新的京剧艺术形式。

中国城市报：历经13载，
“新京剧”在传承与创新发展过
程中的主要落脚点是什么？做
了哪些尝试？

储兰兰:2003年甚至更早
的时候，我便开始研究、探索京
剧传承与创新的方式。对于受
众的接受度问题，一直贯穿于
整个研究过程。

“新京剧”源于京剧，又不
同于京剧，是在传承基础上对
传统京剧和现代京剧的创新与
发展，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
从国粹到国际化的发展。

近些年，我注重研究内容
方面。“新京剧”重点采用中国
古典诗词集句，即对从《诗经》、
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
诗词乃至民国时期优秀经典诗
词中采集的佳句，按新的主题
和意境重新组合，赋予其新的
内涵和意义。

我愿从专业化的层面谈音
乐及唱腔问题。“新京剧”在保
留京剧西皮、二黄腔调韵味的
基础上，大胆吸纳中外多种艺
术元素和艺术表现手法，通过
与现代艺术有机融合，对京剧
表演程序的“四功五法”及行当
加以改造创新, 使其更加贴近
时代，尤其适应80后、90后乃
至00后的审美情趣，从而达到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效果。
此外，再加上科技赋能，使其以
较新的方式演绎出来。

探索“新京剧”是一个不断
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过程。
我们一路探索、一路更新、一路

跟进时代。

中国城市报：新作《与子偕
行》表达了怎样的情感与思想？

储兰兰：“岂曰无衣？与子
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新作《与子偕行》创作于
2020年1月，作品唱词选自《诗
经·秦风·无衣》。

这首诗慷慨激昂，是战士
出征前的从军曲。全诗分别用

“同袍”“同泽”“同裳”，表现战
士们互相召唤、互相激励、士气
高昂、克服困难的情景；用“同
仇”“偕作”“偕行”，表现战士们
的爱国情怀与大无畏精神；用

“赋”的表现手法，在铺陈复唱中
描绘了战士们英勇对敌、奔赴战
场的高昂情绪，在层层递进中展
示了战士们崇高的内心世界。

《与子偕行》全曲风格则由
清新淡雅的旋律开始，配合着
孩子童真的念白和演唱者的娓
娓道来，描绘出一份平静的场
景。随着音乐的推动，进入到
副歌，加入了大量的管弦乐，增
加了音乐的强度和张力。间奏
在保持副歌配器的基础上，增
加了大量的打击乐、弦乐织体，
通过复合型节奏的运用，在最
后一遍副歌上运用了“紧打慢
唱”的手法，使得音乐情绪更加
激昂。不仅如此，全曲的结尾
并不是常规的随着歌曲的结

束而终止，而是在之前的配器
基础上继续拓展间奏的音乐
效果。

此外，《与子偕行》在古典诗
句中增加了英文“to be with
you（与你同在）”使主题更具国
际化和包容性，体现了跨越语
言、国界、种族的融合、大爱、和
平、同舟共济的音乐理念。

中国城市报：在今年这个
特殊的年份里，您为“新京剧”
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哪
些思考和准备？

储兰兰：从今年春节假期
“宅家”开始，我就静下心来，琢

磨出《“新京剧”创新与发展》一
书。在这个过程中，给予我灵
感的要属《诗经》。我一直在思
考《诗经》中的作品能千年传
唱、流传至今的秘诀是什么？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什么？
什么是永恒的？

慢慢地我领悟到，真正优
秀的艺术一定可以永久流传直
至不朽。屈原《离骚》云：“路漫
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
索。”而“新京剧”作为一种新的
艺术形式，发展之路还很漫长，
这或许是值得我上下求索，毕
生追求的事业。

在著书期间，我翻阅了一
些历史资料，发现内容繁杂，且
时间跨度长，加上自己经验不
足，便请教了周围的一些老师
来帮助讲解资料。

近期，关于书籍的资料已
整理得相对完善。全书内容
可分为四个篇章，分别为传承
与创新、作品与风格、实践与
探索、评价与反响。这算是我

对以往工作的一个回忆和总
结，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实践工
作打下了扎实的理论根基，也
给每一位受众朋友提供了系统
认知、学习“新京剧”的机会。

中国城市报：近年来，“新
京剧”在校园普及和国际化传
播方面有着哪些探索和实践？

储兰兰：“新京剧”进校园，
既是国家教育部门的教学安
排，也是“新京剧”的重要任务
和使命。将京剧艺术融入大中
小学教育教学实践，通过讲课、
展示、演出、互动、提问等形式，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各层级学

生们展示中国国粹京剧及“新
京剧”中所蓄含的优秀传统文
化，有助于加深他们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识和喜爱程度。

近几年，“新京剧”及其团
队已陆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等多所高等院校；先后到过北
京四中、北京八中、厦门实验中
学、北大附小等十几所中小学
授课并实地演出示范。我们用
寓教于乐的方法推动“新京剧”
和京剧艺术进校园，使越来越
多的学生接触、了解、喜欢并积
极参与戏曲艺术的演出甚至创
作。青少年通过学习、观摩、演
练“新京剧”和京剧艺术，有利
于增强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
从而推动戏曲文化艺术的繁荣
与发展。

不仅如此，“新京剧”在发
展过程中，一直把走向国际，推
动国际交流与传播作为使命及
任务之一。“新京剧”通过国际
化的演出、交流、传播活动，向
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传递
中国声音，展示中国文化艺术
的底蕴和魅力，让语言不同、文
化各异的外国观众都能看懂、
接受“新京剧”所承载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艺术内涵。

中国城市报：在未来发展
中，“新京剧”如何实现文化产
业融合？有哪些目标和设想？

储兰兰：“新京剧”要能更
好地传承与发展，需要产业化
支撑。近年来，我们已在产业
化方面作了一些探索。比如，
2018年，我们在浙江余姚策划
了“新京剧丝路新动能创新基
地”，这是中国云城·云产业总
部基地的标杆项目之一，推动
了“演研产学”一体化模式的创
新与发展。

在近期海南大学的交流座
谈会上，我提到“新京剧”的创
新化、普及化、国际化、产业化
等相关内容，还提及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应打造“文化+艺术+
科技+金融”的“四加”产文融合
模式，并与海南大学校方就在
海大开设“新京剧”名师工作坊
及如何推动产文融合等交换了
意见并达成合作意向。

不仅如此，“新京剧”还要
致力于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我们通过应用 VR、AR、4K、
8K技术，摸索了一些经验。例
如，将《大花脸》《君生我未生》
《梨花颂》等剧目用VR技术虚
拟化，虚实结合，增加演出表现
效果。未来，我们考虑将线上
线下相结合，即在线上加强大
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运
用，在线下与演艺公司合作、建
立或设立基地、新京剧艺术实
验室和传播中心。

从“新京剧”的长远发展
看，如今的“新京剧”无论是内
容还是形式依然处于成长期，
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精益求
精，不断打造新的优秀剧目；提
炼总结，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新
京剧”戏曲理论，将唱中国声音、
念中国故事、做中国概念、打中
国品牌的“四功”发扬光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