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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玮

越剧是艺术，但不是高高在上的艺
术。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她就注定与地气
密切关联。地气，有什么表现？一是内
容，讲述的是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何文秀》《五女拜寿》
《桃花扇》⋯⋯以情事写家国、写人世，是
越剧的经典叙事内涵。它蕴蓄着触手可
及的善与美的结合。二是形式，身段与唱
功都让人有亲切感，谁都可以来两句，但
真要演好绝非易事。“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走过三里桃花渡”“自己的命儿我自己
算”⋯⋯嚣板过门一起调，谁都愿意哼两
句，恰证明了越剧的亲民与易触。艺术固
然可以“跃上葱茏四百旋”，用难度极大的
声腔、武戏，拉开与民众的距离，但是，越
剧艺术百余年来始终保持着与地气的血
脉相连，浸润着江南的土地。

这种浸润的直接表征，就是市场的
认可。嵊州 100 多家民营越剧团的活

跃，证明着市场的认可。这一认可，正是
越剧历久弥新的底气所在。它蕴藏在一
代代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记忆与
体验之中，也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
中。活跃的民营剧团与专业剧团构成了
推动越剧艺术创新的双重驱动结构。

进一步激活民营剧团对越剧艺术
创新的驱动，可以有以下路径：一是将
民营剧团“组织起来”，通过必要的激
励和评比机制，使民营剧团有更大的
创新活力。二是让民营剧团与专业剧
团之间有更多交流、沟通的空间和可
能。适度鼓励揭榜挂帅、同台打擂、融
合 创 新 ，越 剧 才
能持续迈向现代
社会。

（作者系浙江
大学休闲学与艺
术哲学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

越剧的地气与底气

《关于加快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
的意见》《浙江省传统戏剧保护振兴计
划》《加快推进越剧繁荣发展五年行动计
划（2023-2027）》⋯⋯一系列政策的出
台，正是对民营文艺表演团体进行扶持。

姚华江说，不仅省里对越剧的保护
和传承有很大的支持，嵊州市也出台有
关政策，每年安排越剧专项资金用于扶
持培育越剧产业发展，同时从基础设施
入手，着手修复一批古戏台和100多个
越剧戏迷角，为民营剧团下乡演出提供
了更多场所。

此外，为了活跃市场以及惠及更多
群众，嵊州大力推广送戏下乡活动。
2022 年开始，嵊州市开展“村村有戏”
活动，通过政府购买和基层“点单”的服
务方式，在市区以及全市236个行政村
进行全覆盖式越剧展演，每年演出约
285 场，单场费用约 1.2 万元，极大调动
了民营剧团的积极性。

在人才培养上，同样离不开政府的
支持。

已经办学60多年的嵊州越剧艺术
学校是当地培养越剧人才的摇篮，在业
界颇具影响力和知名度。学校面向全
国实行自主招生，现有学生近 300 人，
设有越剧表演、越剧音乐 2 个专业，实
行 4 年制中专、3 年制传承班、4 年制本
科、3+4中本一体化等办班形式。

2019年年初，该校与浙江音乐学院
联合开展中职与应用型本科一体化（即

“3+4”）试点工作。今年，嵊州市又与浙
江音乐学院签署校地合作协议，据悉，未
来，浙江音乐学院将在嵊州越剧艺术学
校设立教育教学基地，组建优秀专家团
队，参与指导学校课程教学改革、艺术人
才培养、科研创作创新、戏曲教育教学研
究、赛事实践等，研究扩大“3+4”中本一
体化办学规模，积极探索推进戏曲高层
次人才培养和教育体制改革创新。

如今，每到毕业季，不仅是嵊州，全
国各地的越剧团都会前来“抢人”，毕业
生人数与就业岗位招聘人数之比达到
1∶6。迄今，该校已陆续向全国众多专
业文艺团体输送 2000 多名优秀演员，
其中包括“梅花奖”得主黄美菊、徐铭、
蔡浙飞等越剧代表性人物，当前的“顶
流”陈丽君也毕业于此。

随着民营剧团的兴盛，越剧产业所
包涵的内容也越来越广，产业链已延伸
到道具与戏服生产、戏曲培训和旅游等

相关领域。
在嵊州市黄泽镇镇西路，一条约

200 米长的道路两侧，有着大大小小
10 余家戏服店，而这些戏服店大多有
自己的服装加工厂，该条街道也被业内
称为“戏服一条街”。

在街道的中间位置，有一家秋明戏
服，它是这条街上最早开设的店铺之
一，店主李秋明从父辈接手已有 30 余
年。店铺最早只有 30 余平方米，以经
营戏帽为主，如今已扩展到了180平方
米，陈列了戏帽、戏服、假发、头饰等上
千个款式，并且还拥有360平方米的戏
服加工厂，为村里 50 岁以上的人群解
决就业岗位近20个。

来自宁波象山的恒发越剧团负责人
冯桂春是秋明戏服的老客。最近，她再一
次踏进李秋明的店铺，这次她又要为剧团
采购戏服近万元。“戏服经过几场演出后
就会出现褪色、破损，需要定期更换。”冯
桂春说，每年剧团在戏服的采购上就要花
费好几万元，这是一笔固定的投入。

“戏服价格低的一两百元，贵的上千
元。一年营业额差不多两三百万元。”李
秋明介绍，街上的戏服店经营状况都大
差不差。以往，客户一般都是剧团、戏迷
等一些稳定的熟客。近些年，随着越剧
越来越受关注，更多学校、年轻人会来采
购，特别是大学的一些社团，他们往往更
喜欢偏现代风格的戏服。

戏服生意的火热，解决了当地一部
分农村闲置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黄
泽镇，有超过 400 人从事戏服的生产、
加工和销售，产值超过 1500 万元，其
中，黄泽镇渔溪自然村，有近70人从事
戏服加工的后道工序，这些人平均年龄
近60岁，人均增加年收入近2万元。

全国各地戏迷越来越多，作为越剧
发源地，嵊州打造好“越剧”文旅IP，通过
串联嵊州越剧艺术学校、越剧博物馆、越
剧小镇、越剧发源地东王村、女子越剧诞
生地施家岙村，打造“越剧+”精品旅游
线，推出越剧元素动漫形象，带动住宿、
餐饮等融合发展，光越剧小镇，今年上半
年旅游收入达220万元左右。

越山剡水清悠悠，回肠柔曲出嵊州，
这是记忆里的嵊州；处处有戏台，天天有
演出，这是今天的嵊州民间越剧团⋯⋯
如今，民营越剧团活跃在全国各地，越
剧，深深烙印在浙江人的精神血脉之
中，更是属于全世界的精神财富。

一个剧种与一座城的良性互动

嵊州百个民营越剧团一年演出数万场次

越剧之乡，越唱越有戏
本报记者 苗丽娜 共享联盟·嵊州 闾高桥

嵊州百个民营越剧团一年演出数万场次

越剧之乡，越唱越有戏
本报记者 苗丽娜 共享联盟·嵊州 闾高桥

6 月 24 日晚，堪称嵊州越剧年度
大会的第二届“越嵊州 越有戏”乡村
越剧联赛（简称“村越”）展开了浦口
战队与仙岩战队之间的挑战赛。经
过激烈的角逐，浦口战队以 3∶2 取
胜。本届“村越”总共有 15 支参赛队
伍，近 300 名选手中有超过 50%来自
民营越剧团。

越韵乃天成，绕梁有余音。眼下，
随着以《新龙门客栈》为代表的新国风
环境式越剧火爆出圈，嵊州人陈丽君
成为戏曲圈新晋“顶流”。“火”出圈的
不仅有陈丽君所在的浙江小百花，街

心广场、村头巷尾，散落在嵊州各地的
民营越剧团也有自己的流量密码。

嵊州素有“嵊州人，人人都会唱
越剧；越剧团，团团都有嵊州人”的美
誉，这百年前诞生的民间艺术，深植
于嵊州的土壤之中，经过多年发展，
嵊州民营越剧团不断适应市场，成为
浙江省的一支文化产业劲旅。目前，
嵊州全市有 117 个民营越剧团，从业
人员近万人，去年相关产业总产值达
3亿多元。

百个民营越剧团，何以传承经典、
探索创新，并唱响产业发展大戏？

香火堂前是百年越剧的起点，
1906年3月27日，在嵊州甘霖镇东王
村香火堂前，村民们用以前农村生产
用的稻桶和门板搭起舞台，几位唱书
艺人表演了大戏《双金花》等，“落地唱
书”第一次以戏曲的形式呈现在乡亲
们眼前——这昭示了越剧的诞生，同
时也形成了民营越剧团的雏形。

“花轿临门喜盈盈，谁知平地波涛
生⋯⋯”在本届“村越”上，作为上一届
的冠军，罗雪红和他所在的知莺越剧
团一起参赛，再次登上了舞台。

“戏音婉转动人，服饰飘逸洒脱，
特别是罗雪洪，唱得真好。”来自上海
的黄琳是一位越剧票友，从嵊州的黄
泽镇到下王镇，又到贵门乡、鹿山街
道，接连看了4场，罗雪洪的精彩演出
让她印象深刻，一下成为了他的戏迷。

备受戏迷欢迎的罗雪洪是一位越
剧票友，在去年的嵊州“村越”好声音
比赛中，他获得了冠军，一时成为当地
的名角，而他所在的知莺越剧团也获
得过全国民营剧团折子戏擂台赛金
奖，很受戏迷喜爱。

知莺越剧团创立于2010年，由罗
雪洪和邢鑫炎两位越剧票友联手组
建。据悉，剧团目前共有50多人，虽然
都是非专业的越剧演员，但是剧团每
年都会积极参加各类越剧演出，深受
群众喜爱，演出供不应求，今年年初至
今，已演出了30场，收入约30万元。

嵊州市云龙越剧团同样颇有名
气，演出足迹已遍布我省各地，尤其是
宁波、台州、温州等地。这两天，剧团
刚在宁波完成 5 天演出，又将赶赴杭
州萧山，邀约排得满满当当。“浙江沿
海地区的人都喜欢看戏，我们常常奔
走演出。”团长胡云平说。

从随团演出到创立越剧团，科班
出身的胡云平唱越剧已有 26 个年
头。“因为比较专业，我对演出要求
也比较高，剧团的‘台柱’不仅是科班
出身，还是行业内最顶流的，所以每到
一处，都会有不少粉丝从各地赶来。”
胡云平不无自豪地说，去年，剧团承接
演出近 500 场，营业额超过 400 万
元。今年剧团演出已超过 180 场，几
乎没有休息过。

草根的环境，阻挡不了高涨的人
气。不久前，嵊州市文化馆楼下广场
搭起了戏台。戏台一侧，高升越剧团
团长赵金乐怀抱着一个硕大的电饭
锅，走向一旁的道具房，几位挂着妆的

演员，围在几个盛有简单饭菜的不锈
钢盆四周，急匆匆吃上几口。

后台是简陋的，十几个银色的化
妆箱沿着戏台后的墙角一字排开，大
小镜子竖起来，就成了他们的化妆
间。“台柱子”陈平亚，就在嘈杂的环
境中，把头发包起，在脸上抹底油粉
底、画眼影眼线、画眉毛鼻梁、画唇形
鬓发⋯⋯“在我们这一行，有句话叫

‘戏比天大’，只要开嗓就要演完，看到
舞台下大家的笑脸，听到他们的掌声，
一切都值了。”陈平亚说。

“ 今 年 已 经 累 计 演 了 不 下 200
场。”一旁，赵金乐笑呵呵地附和道，在
今年嵊州市开展的“村村有戏”活动竞
标中，高升越剧团第一名中标，获得了
12 场次的演出机会，每场 1.2 万元。
而嵊州场次演完之后，他们要赶去苏
州吴江区表演。

“现在民营越剧团演出很火爆，碰
到节日，只要场地够大，观众席上人挤
人。”嵊州市文广旅游局党委委员、文
化馆馆长姚华江是“富乐嵊州·村村有
戏”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嵊州推出该项活动，在全市
所有行政村进行全覆盖式大展演。每
次演出远景全场照片都会留档，“照片
上都是黑压压的人头。我们楼下广场
场地受限，但每次都有 200 多人来看
演出。而放眼嵊州 117 个民营越剧
团，全年演出几万场次，观看人次不下
千万。”

场场火爆，演员奔走演出

越剧源自民间，基础也在民间。“嵊
州117家民营越剧团中，超过60%都由
越剧票友或者戏迷组成。”姚华江表示，
在嵊州，民营越剧团对越剧的传承发展
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接地气是民营越剧团的先天优
势。“我们的演出主要针对农村市场，剧
目就要迎合大众，有了好口碑，就能打
响名声。”胡云平说，每场演出时间基本
不少于3个小时，其间要时刻留意观众
反应，随时调整，“能抓住观众的心，这
就是民营越剧团的特色。”

胡云平儿子从小喜欢戏剧，在浙江
大学就读时，担任了学校爱越小站站
长，“年轻观众喜欢什么，到底要怎么
演，我也经常和他交流，他会给我一些
建议：比如《梁祝》，是年轻人最喜欢的
曲目，演员的服装可以加入一些时下流
行的国潮元素，让舞台效果更好。”

除了剧本戏，民营越剧团也常以
“路头戏”引客。因为“路头戏”没有剧
本和固定的唱词说白，仅有故事框架和
分场提纲，如果演员即兴发挥得好，效
果会很出众。

除了表演的吸引力以外，民营越剧
团演出市场的红火和各地民风习俗也
有很大关系。

我省经济发达，特别是沿海地区
市场化程度高，近年来随着文化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日益高涨，为文化演艺产业发展提供
了广阔舞台。除此之外，在我省大部
分农村，赶上红白喜事、生日贺寿或是
节庆活动，请剧团唱戏是一种重要的
仪式。

去年春天开始，越剧演出市场一
下子迎来了“报复”式的火热。爆火之
下，随之而来的却是“成长的烦恼”，
比如各个剧团人手不够，留不住人、养
不起人。

“邀约不接，就丢失了客户。强行
接下，就要立马招能上台的演员。大家
都抢，势必抬高了演出成本。”胡云平
说，如今一位主演的工资基本能达到

3000元一场，如果是业内有名气的角，
更是能达到5000元至7000元一场，比
之前高了整整一倍。此外，舞台设备、
灯光布景、后台人员的工资也每年在
涨，一年光演职人员的工资支出就高达
300多万元。

即 便 靠 高 薪 酬 留 人 ，也 并 不 稳
定。“剧团的劳动合同一般是一年一
签，有的演员刚磨合好，可以派上用场
了，但合同也到期了，被高工资挖走，
有些又倾向于到名气更大的剧团寻求
发展。”胡云平说，许多剧团只能抱团
取暖，采取临时合作的形式，一起承接
表演。

当前，各个剧团都在积极招人，从
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业务素质更高，更
受大家的青睐。赵金乐告诉记者，她的
女儿现在30岁，在别的剧团唱戏，出场
费早已过千元，一年下来也有 20 多万
元的收入。“她到年轻人多的剧团去锻
炼锻炼，有利于自我成长。”

民营越剧团要发展壮大，还有一
些现实困难。“因为演职人员大多由越
剧票友和戏迷组成，没有经过专业的
学习，平时也基本没有培训提高的机
会，布景、演出、创排的专业能力普遍
匮乏。”姚华江表示，此外，剧团一般
在农村临时搭台演出，缺少固定演出
场所。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国风、国潮的
兴起，更多年轻人开始关注越剧。趁
着这股热潮，民营越剧团也在努力改
变 ，创 作 更 多 符 合 年 轻 人 口 味 的 现
代戏。

“我们组建剧团，为的就是聚拢戏
迷朋友，大家一起创新戏目，让更多年
轻人关注越剧、喜爱越剧。”罗雪洪说，
知莺越剧团在所在的嵊州三江街道的
支持下，以当地神话传说《刘阮遇仙》为
蓝本，运用戏曲艺术的虚拟手法，创作
排演了大型原创神话戏《刘阮归来》。
该剧采用了大量的实景道具及更现代
的新式戏服，首演即在当地引起很大
反响。

草根剧团破解“成长的烦恼”

知莺越剧团演出剧照。
拍友 金华东 摄

嵊州越剧艺术学校的学生正在排练。 共享联盟·嵊州 王勇吉 摄嵊州越剧艺术学校的学生正在排练。 共享联盟·嵊州 王勇吉 摄

高升越剧团演出剧照。
受访者供图

第二届“村越”小组挑战赛吸引众多
戏迷。 拍友 周勇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