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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春秋粉墨春秋，，光影传奇光影传奇。。戏曲是一项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戏曲是一项古老的中国传统艺术。。当西方当西方““舶来品舶来品””的电影技术进入中国后的电影技术进入中国后，，戏曲很快与之结缘戏曲很快与之结缘，，产生了独具民族品性的产生了独具民族品性的““戏曲电影戏曲电影”。”。

1111月月22日到日到44日日，，第四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在绍兴举办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在绍兴举办。。在在33日晚的推优表彰盛典上日晚的推优表彰盛典上，，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绍兴市人民政府共同宣布绍兴市人民政府共同宣布，，中国中国

戏曲电影展落户绍兴戏曲电影展落户绍兴。。

锦绣江南锦绣江南，，声韵悠悠声韵悠悠。。绍兴是戏曲之乡绍兴是戏曲之乡，，戏曲资源丰富戏曲资源丰富，，承办中国戏曲电影展是绍兴重塑文化体系建设的鼎力之举承办中国戏曲电影展是绍兴重塑文化体系建设的鼎力之举，，也是也是““名城绍兴名城绍兴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城市形象宣传的创新之举城市形象宣传的创新之举，，

绍兴将大力推进戏曲绍兴将大力推进戏曲、、电影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电影文化进一步繁荣发展。。

中国戏曲电影展落户绍兴

梨园遇上蒙太奇 美美与共光耀古城
干 婧

绍兴与中国戏曲电影有着不解之缘。
回顾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从新中国第一
部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称为“中
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到 1960 年绍剧《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被拍成彩色电影，拷贝远
销 72 个国家与地区，荣膺第二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再到越剧电影《李慧
娘》获得第三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
戏曲片提名，绍兴戏曲人、电影人留下了许
多浓墨重彩之笔。

在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上，
共有 35 部作品参评，其中越剧电影《钗头
凤》《鉴湖女侠》，绍剧电影《孙悟空大战红
孩儿》等三部戏曲电影参展，均获得了优秀
戏曲影片奖。

今年，《钗头凤》上映，与观众见面。该
影片由王一岩导演执导，集结了8位国家一
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参与演出。

绍兴这座千古文化名城的沈园、兰亭、
西园、东湖、吼山、柯岩等著名景点都在影
片中一一亮相。以青绿色调为主的景点和
人文历史内涵相互交融，体现出绍兴的文
化自信和艺术创新。

同样的，《鉴湖女侠》也采用了全实景
拍摄，影片在电影化的同时保留了重要的
戏曲元素，创作不落俗套大胆创新，交响乐
与越剧唱腔完美契合，尽显秋瑾的英雄气
概。

去年上映的《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是第
二部绍剧猴戏电影，其融入了流行音乐和
特效技术，让人耳目一新。“我们吸收了流
行乐的元素，运用了大量特效，也融入了网
络流行语。”该影片导演钱勇介绍。

在推优表彰盛典上，主办方宣布中国
戏曲电影展落户绍兴。至此，绍兴的“国字
号”盛会又添重要一笔。

“近年来，绍兴定调努力创造新时代绍
兴文化新的高峰，戏曲电影展落户绍兴，彰
显了我们传承、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担当与自觉。”绍兴市委宣传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

绍兴也将紧紧抓
住中国戏曲电影展
落户这个机遇，
擦亮绍兴戏曲
之乡这张“金
名 片 ”，进 一
步 做 深“ 文
化+节会”文
章，推动“文
化 自 觉 ”向

“文化自信”
转 变 、“ 资 源
优势”向“产业
优势”转化、“文
化品牌”向“城市
品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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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道的戏曲之乡，绍兴是我国地
方戏曲最多的地级市之一，拥有越剧、绍
剧、新昌调腔等五大剧种和平湖调、词调、
莲花落等五大曲种，全部被列入国家级非
遗项目，拥有十朵戏剧“梅花”，可谓“十全
十美”，也是中国越剧艺术节永久落户地。

俯身接近大地，倾听绍兴的声音，优
雅、热烈、生活⋯⋯这些曲调造就了如今的
绍兴。

为了让绍兴更有“戏”，绍兴在戏曲发
展中不断注入年轻血液，让青春为戏曲赋
能。艺海驰骋，青春舞台，发展呼唤人才。
传统戏曲传承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近
年来，绍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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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各大艺术院
团的努力和一批戏曲界后起之秀的辛勤付
出分不开。

绍兴也将深化戏曲院团的创新改革，
推动市场化运作，优化人员、薪

酬、演出等各方面的制度体
系，为戏曲艺术创作营

造更优质的环境。
如何让更多观

众 走 近 传 统 戏
曲？为了吸引年
轻观众，让他们
打心底爱上戏
曲 艺 术 ，绍 兴
戏曲人进行了
一 系 列 的 探
索。

前两天，越
剧电影《钗头凤》

举行了首映仪式，
到场的观众中不乏

年轻的面孔。“第一次
看越剧电影，从一开始看

陆游唐琬的故事变成后来的欣赏越剧唱
段，是一次不一样的观影体验。”一位年轻
观众表示，戏曲电影这种形式或许会更受
年轻人喜欢。

去年，绍剧猴戏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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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剧动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用明艳
的色彩和可爱的形象，展示出传统戏曲的
魅力，成为打开青少年市场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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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不
少创新。

越来越多的戏曲从业者发现，走出去
拥抱变革，才有广阔天地。前些日子，浙江
卫视《中国好声音》越剧版节目录制时，各
大院团纷纷派出了实力强劲的阵容参加。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滨梅很支持剧团
的年轻人参赛。她认为，要成为戏迷，走近
舞台，是第一步。只要愿意听一会儿，都是
好的开始。

“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的年轻人对自己
本民族的文化是自豪自信的，他们对传统
文化有着深深的敬意。本民族的东西就是
最具时尚魅力的。”中国电影家协会戏曲专
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戏曲电影人要关注
生活、落脚当下、放眼世界、拓展视野，只有
这样，戏曲电影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戏曲
电影的繁荣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绍兴将与广大戏曲电影工作者一起，共同
构筑新时代戏曲电影高地，让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戏曲艺术与具有现代展现手
法的电影艺术在古越大地交相辉映、再现
辉煌。

绍兴有“戏”
青春赋能戏曲之乡“十全十美”

戏曲电影以戏曲表演为拍摄对象，着力展现中国独特的
戏曲艺术魅力，记录中国戏曲表演大师们的艺术成就和优秀
的中国戏曲剧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戏曲和电影
相互融合，让很多优秀传统的戏曲剧种和剧目，借助电影媒介
获得了更广泛传播、传承。

“银色的光，给了旧的舞台以新的生命！”戏曲改革事业先
驱田汉曾这样说。中国戏曲电影自诞生以来，已经有百余年
的发展历史，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中的各重要节点皆留下印
记，既创造过辉煌，又经历过低谷。如今，戏曲电影在数量和
质量上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呈现出题材品种繁多、民族文化
浓厚、美学特征独特、独具地域性等特征。戏曲电影正在一代
又一代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下，向着更成熟的方向迈进。

从2017年首届中国戏曲电影展开始，中国戏曲电影展走
过了5届，一批批优秀的戏曲影片走上大银幕和观众对话。

迄今为止，已有 30 多个剧种 123 部作品参展，这些影片
既汇聚了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等核心剧种，也有蒲
剧、甬剧、锡剧、渔鼓戏、贵州花灯戏等小剧种；在作品的视听
形式方面，展映电影作品多采用3D、4K的摄影技术来表达奇
幻、细腻的场景，体现了这些年来戏曲电影导演积极的努力与
尝试，呈现了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姿态，绽放出戏曲电影的独特
魅力。

当前，一大批兼具古典情怀与电影实力的创作者正不断
尝试创新，让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蹚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戏曲电影发展道路。

“我们以不断创新的电影技术赋能传统艺术，传承、彰显
戏曲的魅力与活力，这是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的珍视、保护以及
弘扬传播，也是一场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生动实践。”中国文
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张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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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电影展群星荟萃中国戏曲电影展群星荟萃

《钗头凤》剧照《《钗头凤钗头凤》》剧照剧照

猴戏表演猴戏表演 王啸天王啸天 摄摄

第四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推优表彰盛典现场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推优表彰盛典现场

越剧越剧《《红楼梦红楼梦》》选段表演选段表演

（（本版图片由绍兴市委宣传部提供本版图片由绍兴市委宣传部提供））第四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高峰论坛第五届中国戏曲电影展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