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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回响
多剧种致敬“麒”缘

昨晚，第29届白玉兰奖得
主王莺带来的新昌调腔《闹九
江》率先登场。作为舞台上的
女老生，2018年王莺经沪上名
家引荐，正式拜上海京剧院麒
派名家张信忠为师。王莺表
示，周信芳先生创立的麒派，不
仅是属于京剧的老生流派，对
其他剧种的老生表演也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和启发。有机会学
习麒派，是她的荣幸，麒派为她
提供的养分，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

曹宇是京剧麒派第四代传
人，2014年他以专业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京剧
系，2024年正式拜师陈少云。
让曹宇感佩的，除了师父的艺
术造诣，还有艺德，“师父教戏，
必亲身示范，每个小细节都不
放过。”当晚他带来了麒派代表
作之一、京剧《斩经堂》中的唱
段，一招一式颇有神韵。

河北梆子名家张四刚与张
华携手演绎的《寇准背靴》别具一
格。张四刚曾得到麒派传人萧润
曾真传，此次演出，他将河北梆子
的高亢激昂与麒派表演相结合，

“活寇准”形象跃然台上，展现出
麒派的跨地域影响力。

《徐策跑城》作为麒派名
段，与木偶戏结合显出创意。
昨晚，上海戏剧学院木偶表演
专业教师秦峰与上海戏剧学院
附属戏曲学校青年教师、京剧
麒派艺术四代弟子黄庆鑫合作
演绎了一段《徐策跑城》。灵动
的木偶戏遇上厚重的京剧，碰
撞出奇妙火花，也拓宽了表演
艺术的边界。

弘扬传统文化
展示乡村美好
市首届新年画创作
展示活动启动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1月
14日，“艺动新乡村 福满中国
年”宁波市首届新年画美术创作
展示活动启动仪式在镇海澥浦
镇十七房村举行。此次活动旨
在让乡村建设、传统文化与绘画
艺术在新时代同频共振、和谐共
鸣，共同谱写艺术乡建新篇章。

年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
画体裁，长久以来深受百姓喜
爱。新年画，是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创新。本次展览以新年画
为媒介，以绘画艺术为桥梁，共
贺蛇年新春，并通过巡回展览的
形式，让这些新年画作品深入千
家万户。

据悉，活动自开始征集以
来，广大绘画爱好者积极响应，
共提交参赛作品598组。经过
初评、复评，最终101组作品脱
颖而出，其中15幅作品荣获宁
波市首届新年画美术创作展示
优秀奖。

展出作品形式多样，内涵丰
富，巧妙融合了剪纸、农民画等
多种艺术元素，有生动勾勒新时
代乡村旖旎风光的，有向农民、
渔民的辛勤耕耘致敬的，有记录
村民安居乐业、欢歌笑语、喜庆
祥和的美好生活瞬间的，不仅映
照出乡村的幸福与和谐，还弘扬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了人
民群众的节日精神文化生活。

每一件作品都承载着作者
丰富的情感，向观众展现出中华
民族的精神风貌与文化底蕴。

十七房村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是镇海传统村落的典型
代表。本次活动落展在此，不仅
是艺术扎根乡村的生动体现，更
是乡村振兴与艺术创作的双向
奔赴。宁波市美术家协会负责
人表示，希望通过新年画这一艺
术形式，展现新时代村民生活和
乡村面貌的崭新变化，以年画送
福的传统习俗，传递春节的文化
魅力，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的光彩。

启动仪式现场，镇海区艺术
赋能乡村三年行动计划及新年
画福袋礼盒同步发布。这些福
袋将带着新年的祝福与艺术的
温度，赠送给宁波市民，并送到
新疆库车和四川凉山的群众手
中，传递新春的美好祝愿。

除镇海区主会场外，活动同
时在宁波市各区（县、市）“艺术
乡建”示范村启幕，并通过巡回
展览的形式，在全市范围内掀起
一股新年画的热潮。
记者 郑凯侠 通讯员 陈秀琦

昨天是周信芳先生 130周
年诞辰。当晚，一场星光熠熠
的“麒·缘”戏曲晚会在宁波大
剧院举行。陈少云、胡文阁、张
四刚、王少华等多位梨园名家
怀着对先生的敬仰之情，齐赴
甬城，同台献艺；河北梆子、新
昌调腔、婺剧、黄梅戏、木偶戏
等多个曾经从京剧麒派中汲取
养分的剧种，拿手好戏纷纷上
演；甬剧、姚剧、宁海平调三个
宁波地方剧种与越剧，也登上
舞台同台竞演，令观众一睹周
信芳大师“家乡戏”的风采。

今天上午，由中国艺术研
究院、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主办的纪念周信芳先生130周
年诞辰座谈会将在慈城举行。
为期100天的宁波周信芳戏剧
季活动将画上句号。

流派
跨时空同台

多剧种齐聚
致敬“麒·缘”

本土剧种同台献演
展示传承活力

当晚，甬剧、姚剧、宁海平
调三个宁波本土剧种以及越
剧，也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

宁波市甬剧团青年演员贺
磊，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
演员王育红、景洁丰，宁海平调
演员、金桂奖得主吕娅娜，宁
海平调耍牙传人薛巧萍等，用
扎实的功底，展现了宁波地方
戏的风采。宁波市小百花越剧
团演绎了越剧《梁祝》选段。这
些演出承载着地域文化记忆，
让观众看到传统戏曲在宁波本
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蓬勃
生机。

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
主任、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王锦
文表示，在周信芳先生诞辰纪
念日当晚举行这场晚会，不仅
是对周大师的深情回望，更是
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生动展
现。全国各地剧种、名家汇聚，
在交流融合中绽放光芒，风格
各异，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震撼
心灵的戏曲视听盛宴。

这台晚会由宁波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宁波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主办，宁波市甬剧研究
传习中心、中共江北区委宣传
部、江北区文化广电旅游局、
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宁波
市江北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承办。

1 月 15 日的研讨会结束
后，为期百日的宁波周信芳戏
剧季活动将告落幕。王锦文
说，这次活动充分点燃了宁波
观众的热情和潜藏在大家内心
深处的戏曲基因，也让观众对
宁波戏曲的未来充满期待。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陈也喆

“梅周”跨时空同台
盛况再现

昨晚，陈少云的其他多位弟子
也都带来了精彩演出——

黄梅戏名家马丁出生于梨园
世家，一曲《大清名相·江山美景万
年长》歌颂了河山之美；婺剧老生
李烜宇在《浩气春秋·关公探营》中
将麒派融入婺剧，塑造出关公的忠
勇豪迈之气；郭毅的京剧《宋士杰》
选段原汁原味，再现麒派老生风
采；王少华是王伯华之子，王伯华
在河北梆子《薛刚反唐》中塑造的
徐策也是一代经典，2016年王少华
拜陈少云为师，当晚，他为宁波观
众带来了一段《打金枝》。

“北有梅兰芳，南有周信芳”。
梅兰芳与周信芳两位大师生前是
台上珠联璧合的伙伴，曾同台演
出过许多经典剧目，台下，他们也
是志同道合的挚友，相携走过漫
长岁月。

昨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梅派男旦第三代传人胡文阁在宁
波特别献演，为观众带来梅派代表
作《贵妃醉酒》，再现了京剧梅派艺
术的风华绝代；陈少云则携弟子李
明洋又一次在宁波登台，默契演绎
麒派经典《萧何月下追韩信》，薪火
相传间，麒派艺术生生不息。

晚会在胡文阁唱响的京歌《梨
花颂》中落幕，梅派与麒派艺术如
灯塔双辉，激励后人勇攀艺术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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