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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忆往昔，，一曲动京城一曲动京城；；看今朝看今朝，，传承再出新传承再出新

绍剧如何更绍剧如何更““有戏有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楷华周楷华 干干 婧婧 沈晶晶沈晶晶

一种一种唱腔唱腔，，浸淫古越先民的粗犷和慓悍浸淫古越先民的粗犷和慓悍，，在柔情似水的江南洞穿历史在柔情似水的江南洞穿历史。。

一个剧目一个剧目，，点燃一代伟人的激情和灵感点燃一代伟人的激情和灵感，，在剧种如林的舞台留下佳话在剧种如林的舞台留下佳话。。

这这，，就是走过了就是走过了400400多个春秋的传统文化艺术多个春秋的传统文化艺术——绍剧绍剧。。

日前日前，，绍兴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为绍剧绍兴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题诗题诗6060 周年系列活动周年系列活动，，一系列绍剧创新之作与观众见面一系列绍剧创新之作与观众见面——新新

创排的创排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加快叙事节奏加快叙事节奏，，改变舞台风格改变舞台风格，，赢得热烈反响赢得热烈反响；；第二部绍剧电影第二部绍剧电影《《孙悟空大战红孩儿孙悟空大战红孩儿》，》，融入流行音乐和融入流行音乐和

特效技术特效技术，，让人耳目一新让人耳目一新；；绍剧还和动漫来了一次亲密接触绍剧还和动漫来了一次亲密接触，，绍剧动漫绍剧动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用明艳的色彩和可爱的形象用明艳的色彩和可爱的形象，，展示出传展示出传

统戏曲的魅力统戏曲的魅力，，成为打开青少年市场的成为打开青少年市场的““敲门砖敲门砖”。”。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浙江三大剧种之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浙江三大剧种之一，，绍剧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绍剧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金猴奋起千钧棒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玉宇澄清万里埃。”。”6060年前年前，，

毛泽东曾为绍剧毛泽东曾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题诗题诗，，绍剧电影风靡海内外绍剧电影风靡海内外。。一时间一时间，，绍剧名声大振绍剧名声大振，，成为绍兴成为绍兴、、浙江乃至中国戏曲的一张浙江乃至中国戏曲的一张

““金名片金名片”。”。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甲子，，在今天在今天，，绍剧该如何传承创新绍剧该如何传承创新，，再创辉煌再创辉煌？？记者走近绍剧人记者走近绍剧人，，记录他们为复兴绍剧作出探索和努力记录他们为复兴绍剧作出探索和努力。。

在戏曲史上，浙江“一部剧救活一个剧种”曾被传为
戏曲史上的佳话。当下，传承发展传统戏曲，要从三个方

面发力。
一是创持续新。传承呼唤创新。创新是传统戏曲传承发

展的生命力所在。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曾说过：“一个传
统戏曲艺术流派的创立，必须博采众长，熔铸创新。流派流派，本

身要流，只有不断流不断变的流派，才会显示勃勃生机。”传统戏曲
发展到当下，其生存环境和传承发展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

戏曲一定要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不能单就保护而保护，要积
极主动想办法实现创新发展。

二是打造精品。时代呼唤精品。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生代需要新作
为。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新时代戏曲人的使命和

追求。艺术精品，要接地气，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有时代感；要唱得响、传得
开、留得下，有生命力。要让传统经典剧目常演常新，还要努力打造反映时代发

展的现代主题剧目，确立品牌思维，强化精品意识。
三是培育人才。发展呼唤人才。传统戏曲传承发展离开不人才的支撑。健全

完善的体制机制是出人才，稳队伍，聚士气的根本保证，更是传统戏曲繁荣发展的传
承动力和创新之源。这几年，浙江传统戏曲之所以在中国乃至世界戏曲舞台上拥有一
席之地，除了老一辈戏曲家的坚守和帮带外，与一批艺术院团的努力和一批戏曲界后起
之秀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我省近年来出台的《浙江省传统戏剧保护振兴计划》、

“浙江省文艺名家孵化计划”和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项目“五个一”计
划，对于推动我省传统戏剧“活起来，传下去”，确保我省戏剧事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
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专家点评

出人出戏出精品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理事 徐继宏

“绍剧是一个很‘奇怪’的剧种。”这是浙江
绍剧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章劼向记者介绍绍剧
时，说的第一句话。

萦绕着吴侬软语的江南水乡，土生土长的绍
剧却以高亢激昂的唱腔、粗犷豪放的表演著称，
和绍兴人温婉圆润的地域性格形成鲜明反差，和
越剧、莲花落等其他本土剧种也是风格迥异。

或许正是这种“反差萌”，赢得了戏迷的青
睐。绍剧在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
经久不衰。据戏曲史家的研究，早在明代，在外
来戏曲的影响下，绍兴就出现了高亢激越的调
腔。明清交替，战乱频仍，作为“文士剧”的南北
曲逐渐衰落，而作为“民间剧”的绍剧蓬勃兴
起。清康熙、乾隆年间，稽山镜水的戏台庙会到
处都飘荡着响遏行云的绍剧。

“鲁迅先生很喜欢绍剧，称其为‘越人复仇之
声’。”章劼说，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绍剧就走
出绍兴，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以六龄童、七龄
童为代表的绍剧人创作出 72 本《济公传》和 36
本《西游记》等传世剧目，“绍兴大班”一时间声名
鹊起。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绍剧迎来了自己的高
光时刻。

1960年，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想要拍摄一
部彩色戏曲电影，最终选择了当时已经十分火
爆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为了拍摄电
影，创作小组把原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

《孙悟空大破平顶山》两剧糅合改编成一部戏，
让故事更加饱满。”90 岁高龄的著名剧作家钱
法成回忆说。

影片制作完成后，发行至72个国家和地区，
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记得很清楚，7分
钱一张电影票，影院日夜连映，观众排着长龙抢
票。”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复映时的火爆场面，第二部绍剧电影《孙
悟空大战红孩儿》的导演钱勇仍历历在目。

电影的成功发行，让绍剧红极一时。1961
年，浙江绍剧团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剧晋
京演出，并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党和国家领导
人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此前，郭沫若在观看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后，已题诗一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
东阅后，认为诗中之意还有商榷之处，便题写了
那首著名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这是绍剧的光荣，更是对《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一剧正确思想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的高
度肯定。”绍兴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绍兴市文广
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何俊杰表示。

斗转星移。由于种种原因，绍剧头上的光环
渐渐淡去。章劼告诉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涌现出了如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浙江小
百花越剧团的《陆游与唐婉》等一批脍炙人口的
作品，但绍剧却没能再创作出一部叫得响的经典
之作。“没搭上‘车’，绍剧失去了再次腾飞的机
遇。”如今，绍剧虽然在绍兴、杭州、宁波等地仍拥
有一定的市场，但在外已变得有些默默无闻了。

重温
一首题诗带来的荣耀 “整台戏既保留了经典之处，又有创新之

举。孙悟空的‘动’，唐僧的‘唱’，猪八戒的
‘趣’，都发挥到了极致，这样的绍剧谁能不
爱？”11 月 17 日晚，新版绍剧《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在绍兴大剧院首演，坐在观众席中的著
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汪世瑜不禁感叹，“如果这
样的精品多一些，传统戏曲何愁不能振兴。”

今年，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入选了
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传统精品复排计
划重点扶持作品（项目），浙江绍剧艺术研究
院集结旗下优秀演员对剧目进行了全新创
排。

从首演的效果看，无论是专家大咖，还是
普通票友，都评价甚高。12月1日和2日，这
部戏又在杭州萧山展演，开启了全国巡演的
大幕。

今年 8 月召开的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
议明确指出，让浙产文化精品力作成为浙
江文化高地最鲜明、最令人信服的标识。

“绍剧想要重振雄风，最关键的还是要靠精
品的创作。”何俊杰说，新版绍剧《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成功
的关键在于寻找到了传统经典和现代审美
的平衡点。

“我们在保留经典猴戏、传统唱腔等元素
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舞台调度、舞美空间、灯
光意境、音乐语汇等手段对经典剧目进行新
的诠释，节奏更加明快、衔接更加流畅、情节
更加饱满。”该剧导演章劼介绍说，在节奏把
握上，将原本两个半小时的戏缩减到两个小
时，更符合现代人的观影节奏；在舞台调度
上，注重舞台氛围的营造。“传统戏中白骨精
的出场遵循‘左出右进’的模式，其他演员都
是规规矩矩地站在两边。新版中白骨精一出
场就是在舞台中间，小妖们围着她打转，忽开
忽合，极具视觉冲击感。”

绍剧电影也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寻求结合
点。11 月 17 日,第二部绍剧电影《孙悟空大
战红孩儿》在绍兴鲁迅电影城举行首映式。

“我们吸收了流行乐的元素，运用了大量特
效，也融入网络流行语。”钱勇说，比如猪八戒
埋怨孙悟空时那句，“你打就打嘛，摆什么
pose啊⋯⋯”

首映式后，《孙悟空大战红孩儿》在
绍兴鲁迅电影城进行了 10 场点映，场
场爆满。“我原本以为绍剧只适合爷
爷奶奶看，没想到还挺新奇、挺
好看的。”一名观影学生说。

系列活动中，首部绍剧
动漫《孙悟空三打白骨
精 》举 行 发 布 仪
式 。 这 部 动 漫
由浙江特立

宙动画影视有限公司和绍剧艺术研究院合作
推出。

“用动漫形式演绎传统戏曲，更能够博得
青少年的喜爱。”特立宙公司负责人丁立清
说，为了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动漫进行了不
少创新。

“戏曲人物往往‘一言不合’就开唱，这些
唱段对孩子们来说有些晦涩，我们保留了经典
的唱段，多用人物对白。”导演叶昊介绍，动漫
中，只有猪八戒用的还是绍兴方言，这样既保
留了绍剧特色，又能被更多的观众接受。此
外，把两个小时的戏曲浓缩成15分钟的动漫，
让孩子们看起来轻松又愉悦。

创新的脚步永不会停，绍剧创新传承的
道路上，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觉得可以适当加入管弦乐，这样更
能吸引年轻人。”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主任
刘建宽建议。

“《西游记》本就是神话故事，可效仿
借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采用更多现
代影视技术。”戏剧评论家朱为总说。

“ 我 们 要 不 断 赋 予 绍 剧 艺 术 新
的时代内涵，创作出更多体现时代
精 神 的 优 秀 作 品 ，才 能 让 绍 剧 拥
有更强的生命力。”何俊杰说，除
了传统戏曲的复排，这几年浙
江绍剧艺术研究院还创作了
一大批新剧目，取得了不错
的社会反响。比如新创排
的《喀 喇 昆 仑》作 为 中 巴
建 交 70 周 年 的 献 礼 作
品，走进新疆巡演，观
众 达 7000 人 次 ，首
场 演 出 网 上 直 播
观 看 人 数 达 5
万人次。

寻找 传统与现代的平衡点

绍剧想要传承发展，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情绪不到位，注意你的表情。”“看看你的脚步，有没有走到舞台

中央⋯⋯”日前，记者来到绍兴艺术学校绍剧班的课堂上，17岁少年
郦涛正在接受老师薛永良的一对一指导。

“老师很严格，但都是为了我们好。”学习绍剧已经 4 年，郦涛至
今记得刚入学时吃的“苦”。坐、念、唱、打样样不能落下，每天都要坚
持练功。“入学第一年时，我的腿就没有不疼的时候。”郦涛说。不

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一点，学生们都明白，所以再苦再
累，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上世纪 50 年代，“七龄童”章宗信发起倡议，联合多家绍
剧团众筹成立了培训班，也就是今天绍兴艺术学校的前

身。半个多世纪以来，绍剧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
人才，很多都成了活跃在舞台上的“台柱子”。

如今，绍剧班实行小班化教学，6 年招生一次，14
名来自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的老师为 20 多名学生
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教学，力争为剧团培养优秀
的苗子。“每年我们还会从北京、上海请来京剧、
昆曲等其他剧种的老师来授课，希望学生们能
博采众长，提升自己的艺术素养。”绍剧班老师
王亚萍说。

除了建设好后备人才的“摇篮”，浙江绍
剧艺术研究院还启动了“名师传艺 薪火相
传”人才培养工程，通过访名家、拜名师，提
升青年演员的专业能力，像何占豪、杨小
青、周正平这样的大咖，都和演职人员进
行了师徒结对。此外，绍兴还注重戏曲
编剧的培养，计划开设戏曲编剧培训班，
为传统戏曲“讲好故事”。

人才培养固然重要，观众的培育也
不容忽视。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每年都
要承接几百场下乡演出，定期上演的周
末剧场也十分火爆。但这些观众都以老
戏迷为主，想要打开更大的市场，必须吸
引年轻人的目光。

“对传统戏曲的热爱要从小培养。”
丁立清说，他们计划将绍剧动漫《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送进校园，下一步还将打造
西游主题的绍剧动漫系列，为更多孩子
开启绍剧的大门。

师承绍剧猴戏开创者、“南派猴王”
六龄童的刘建杨，是当今绍剧猴戏的领
军人物。已经 60 岁的他，依然活跃在
绍剧的舞台上。“猴戏很容易获得孩子
们的青睐，这是绍剧培养年轻观众的
优势。”刘建杨告诉记者，绍剧前辈留
下的 36 本《西游记》台本都是经典，他
计划将这些剧目压缩、改编，打造成 20
分钟的系列短剧，进校园展演，进一步
激发孩子们对绍剧的兴趣。

“浙江作为戏曲大省，每年都会出一
两部戏曲电影，也有一大批忠实的粉丝。
遗憾的是，却没有一条城市戏曲院线。”钱
勇告诉记者，上海等地已经建起了专业的
城市院线，建议浙江也建这样一条院线，
在满足城市观众需求的同时，也能引导更
多的年轻人走进影院，欣赏戏曲。

“振兴绍剧绝非一时之功，也不可仅
凭一己之力，而是需要全社会多部门共同
发力，为绍剧的复兴提供丰沃的土壤。”何
俊杰表示，下一步绍兴还将深化文艺院团
的创新改革，推动戏曲院团市场化运作，优
化人员、薪酬、演出等各方面的制度体系，为

绍剧艺术创作营造更优质的环境。持续打响
“同唱一台戏”等戏曲推广品牌，积极承办更多
国家级的戏剧节会活动和重大演出任务，加快

传统戏曲走出去的步伐，不断提升绍兴传统戏曲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厚植 戏曲发展的丰沃土壤

绍兴艺术学校绍剧班老师一对一
指导学生

绍兴艺术学校绍剧班老师一对一绍兴艺术学校绍剧班老师一对一
指导学生指导学生

绍剧《孙悟空大战红孩儿》进校园演出，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供图绍剧绍剧《《孙悟空大战红孩儿孙悟空大战红孩儿》》进校园演出进校园演出，，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供图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供图

学生体验画猴脸学生体验画猴脸，，
近距离接触绍剧文化近距离接触绍剧文化。。

拍友拍友 何雯何雯 摄摄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的演员表演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的演员表演《《金猴送福金猴送福》》
拍友拍友 何雯何雯 摄摄

新版绍剧新版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照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