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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3 日晚，北
京，2024 年“百戏
中华——国家大剧院
非遗戏曲展演”的舞
台，由宁波市甬剧团
“接棒”了。

聚光灯刺破黑
暗，舞台上的柔石，
穿越了时光隧道，回
到那段青涩而充满激
情的岁月……

自 2022 年首演
以来，甬剧 《柔石
桥》便如一位不知疲
倦的旅者，从中国戏
剧节的舞台到国家大
剧院的殿堂，一路跋
涉，万里征途。在一
次次走上全国性戏曲
舞台的过程中，这部
代表甬剧年轻力量的
剧作，已然留下了属
于自己的印记。

作为“天下第一
团”的稀有剧种和国
家级非遗地方剧种，
面对观众的期待，市
甬剧团正以更开放的
心态，在更大众化的
平台上，久久为功，
焕新出彩。

A 扎根乡土，赓续经典

B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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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最宁波”的语言
讲述宁波故事？《柔石桥》 给出
了生动的范例，也是这一剧种
扎根乡土、赓续经典的最好诠
释。

舞 台 上 ，“ 左 联 五 烈 士 ”
之一、宁海籍革命家、作家柔
石乡音浓郁，饱含深情。

即便台下坐着不少并不了
解甬剧、也并不熟悉宁波话的
观众，依旧可以从主人公柔石
的 每 一 个 转 身 、 每 一 个 眼 神
中，读懂他对信仰的坚守和对
未来的期盼。

甬剧是从田头山歌、“唱
新闻”的民间说唱艺术演变而
来 的 地 方 剧 种 ， 相 比 程 式 化
的 动 作 与 技 巧 ， 它 更 贴 近 百
姓的生活和情感，以其独特的
方言表达、关注现实的创作精
神，牢牢把握一方乡土的文化
脉搏。

以 《柔石桥》 为例，从选
题上看，柔石作为宁波革命作
家，他的故事本身便承载着厚
重的地方人文情怀，传承着宁

波的红色根脉；而从艺术表达
上看，甬剧以其独特的方言唱
腔和表演形式，更是将这位革
命家的形象生动而深刻地呈现
在舞台上。

“在刻画人物形象时，甬剧
尤其注重 用 真 实 、 细 腻 的 描
写，去构建角色的内心世界。”
市 甬 剧 团 团 长 吴 刚 说 ， 通 过

“雕琢”人物 ， 与 观 众 共 情、
共鸣，也是甬剧一直以来的独
特性所在。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段革命
历史，《柔石桥》 的主创团队走
访了柔石的故乡宁海，探访了柔
石故居。

“以亲身体验为基础，去挖
掘柔石先生身上的每一个细节、
每一份情感，不仅可以确保人物
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更是牢牢
把握住了甬剧这一艺术形式的
特点——以情动人。”吴刚认
为，市甬剧团秉持创新的前提
在于守正，“若是没有老底子的
传统，后面的‘新’便很难存
在”。

作为宁波地方传统剧种，
甬剧的发展历程中，有辉煌篇
章，也有险峻关隘，几百年间
一直在自我革新。这种逐新而
行、向新求变，总是与时代需
要紧密相连。

“简单来说，就是要为观
众呈现‘当下感’。”宁波市演
艺集团创研中心主任、编剧马
凌姗在接受采访时说，《柔石
桥》 深入挖掘的是柔石先生的
革命精神，如果从普通人的生
活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无
数个平凡的个体都会在理想与
现实中挣扎、纠结，会有放弃
与坚守，“在困境前不屈不挠
的精神，是每一个时代都需要
的”。

近几年，在剧本的选择与
复排过程中，市甬剧团会再次
打磨更具现代意义的剧目。一
个多月前，该团在沉浸式小剧
场重新创排甬剧 《风雨祠堂》。

“一部好戏就是人生的一
面 镜 子 ，《风 雨 祠 堂》 的 内
核，就是探讨在金钱面前会暴

露怎样的人性、个人应该如何
坚守自己的底线，这个是不会
过时的。”《风雨祠堂》 的导演
陈杭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些剧作的创排，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更是对当代社会
关切的一种回应与发声。从价
值观念上革故鼎新，才能吸引
更多观众，让他们产生共鸣，
理 解 并 接 受 这 一 地 方 剧 种 。”
吴刚说。

除了对主题的宏观把握，
在形式上，近几年甬剧也进行
了一系列革新与探索。

无论是以简约之法摒弃繁
杂，在舞美设计上独具匠心，
还是在舞台后方，以柔石的字
迹作为纵向景观的点缀，给观
众带来视觉上的震撼⋯⋯ 《柔
石桥》 的舞台表现形式是全新
的、具有现代感的。

“当下观众接受新事物越
来越多，对艺术的认知和追求
也更大胆。”市甬剧团优秀青
年演员、在剧中饰演柔石妻子
的张尤佳说，“我们在继承传
统的同时，吸收了许多新的表
现形式，希望给年轻观众以耳
目一新的戏曲体验。”

文艺作品永远是为时代服
务的。所以，无论是大型经典
剧目的创排，还是在小剧场里
热火朝天地沉浸式演出，市甬
剧团都在摸索，从立意定位、
人物塑造、音乐编创到舞美设
计等多方面融入现代元素，以
更 宽 广 的 视 野 和 更 深 入 的 思
考，与时代接轨。

仔细观察，近几年来，市
甬剧团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破
圈”之路。无论是在传统舞台
上赓续经典，还是以沉浸式小
剧场为载体，探索年轻观众的
新需求，这一地方剧种都力求
在新的文化生态中占据一小片
空间。

“ 要 想 ‘ 破 圈 ’， 先 要 有
圈。”宁波文旅会展集团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兼宁波市演艺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红表
示，这个“圈”，要市甬剧团
上上下下去探索，绵绵发力、
久久为功。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地方
剧 种 ‘ 画 地 为 牢 ’ 的 发 展 方
式 ， 建 立 足 够 的 文 化 自 信 。”
林红说，近几年，甬剧作为宁
波本地的一张文化名片，即便
在各大剧种争奇斗艳的全国性
戏曲舞台上，也从未失去自己
的声音和特色。

“2023年在第二十二届中国

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甬剧苏醒
专场，今年 《柔石桥》 亮相国
家大剧院舞台。通过参加各类
国家级、省级的艺术节和戏剧
节，甬剧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的戏曲艺术交流与碰撞，不仅
展现了甬剧的独特魅力，更在
交流中学习和吸收了其他剧种
的 优 点 ， 不 断 丰 富 和 提 升 自
身。”林红说，“要在剧目内容
和形式上不断创新，紧跟时代
步伐，大胆‘走出去’，倾听更
多专家的建议，了解更多观众
的想法。”

当下，传统戏曲艺术不仅
要适应市场化需求大胆创新，
更要发挥其作为乡音乡情的纽
带作用。甬剧承载着深厚的地
域文化和历史记忆，在推广和
传承过程中，更要让这一地方
剧种保持与当地生活、文化和
历史的紧密结合，使其成为维
系宁波人与家乡情感的重要纽
带。

文化焕新，大胆“破圈”D

甬剧《柔石桥》登上2024年“百戏中华——国家大剧院非遗戏曲展演”舞台

从一场演出，看地方剧种如何焕新出彩

青年演员苏醒担纲主演《柔石桥》。

从老一辈的艺术家，到中
坚力量的中生代，再到崭露头
角的青年演员⋯⋯舞台上，甬
剧几代传承人在 《柔石桥》 中
同台“飙戏”，尽显这一剧种
的活力与潜力。

市甬剧团优秀演员、主角
柔石的饰演者苏醒表示，拿到剧
本，得知由自己担纲主演后，第
一反应是“受宠若惊”。从 《柔
石桥》 新老交替的演出阵容中，
可以窥见市甬剧团在人才梯队建
设上的用心与取得的成果。在
近几年的剧目创排及演出中，
该团开始更多地启用和扶持青
年演员，将舞台交由第八代、
第九代的年轻力量接棒。

在市甬剧团相关负责人看
来，人才梯队建设是一项长期
而重要的工作。

一方面，在演员培养上，
剧 团 每 隔 几 年 便 有 新 鲜 “ 血
液”注入，以适应新形势下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对 后 备 人 才 的 需
求。2016 年，宁波市演艺集团
和宁波市文艺学校联合开设甬
剧传承班，共招收学员 26 人。
后 来 ， 在 市 委 宣 传 部 的 扶 持
下，甬剧传承班全体学员赴浙
江省文艺学校大专班学习。作
为当代甬剧传承的最新一代，
该班学员以第九代传承人的身
份 正 式 入 团 ， 他 们 基 本 上 是

“00 后”新生代。
在近几年的探索中，市甬

剧团发现，人才引进既要保持
“ 流 量 ”， 也 要 保 证 “ 留 量 ”，
还要提升质量。无论是组织专
业培训、建立“导师带徒”的
培养模式，还是给予演出实践
的机会，都为提升新生代甬剧

演员的艺术水平和表演能力打
下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剧
团还鼓励年轻人用自己的创意
和想法为甬剧增色添彩。

近段时间，在社交媒体和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甬剧演员
纷纷开设个人账号，分享排练
日常、演出心得，与网友线上
互动，用新的传播方式拉近与
观众的距离，为甬剧这一传统
艺术形式注入新活力。

“ 作 为 第 九 代 甬 剧 传 承
人，同时也是‘00 后’，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社交媒体上
的年轻人，既然我可以爱上戏
曲、爱上甬剧，那么你们当中
的很多人也可以。”青年演员
李梦凡告诉记者，除了在小剧
场 版 的 《风 雨 祠 堂》 中 担 纲

“大女主”外，自己还随团在
《柔石桥》 这样的大型剧目演
出中磨炼自己，“每一次都是
尝试，也都是学习的过程”。

另一方面，在主创团队的
构建上，市甬剧团注重引入年
轻力量，以新的视角和创意为
甬剧注入新的生命力。以 《柔
石桥》 为例，导演吴佳斯、编
剧马凌姗及舞美、服装设计团
队，都是年轻的新生代班底。
从编剧、导演到音乐编创等各
个岗位上的年轻人，都带着对
现代审美的敏锐，共同推动甬
剧在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
既有传统底蕴又充满现代活力
的 甬 剧 艺 术 团 队 。” 吴 刚 说 ，

“希望每一位成员都能在这个
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
自己的特长，共同为甬剧的发
展贡献力量。”

甬剧新篇，薪火相传C

《《柔石桥柔石桥》》演出剧照演出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