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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还来了很多麒派传人
和深受麒派演剧精神影响的戏曲
演员，包括麒派第三代传人陈少云
及第四代传人马丁、李烜宇、黄庆
鑫、秦峰、曹宇，京剧梅派男旦第三
代传人胡文阁、河北梆子名家张四
刚、新昌调腔名家王莺等人。

马丁是一位黄梅戏演员，他提
到，麒派是个庞大的表演系统，周
信芳先生“从人物出发，从内心出
发，用戏曲手段服务人物”的理念，
影响了很多戏曲剧种。

李烜宇是一位婺剧演员，他表
示，周大师富有激情又注重生活化
的表演风格，和婺剧不谋而合。师
父陈少云在教戏时告诉他，“哪怕

‘不到’也不要‘过’，地方戏也要讲
究格调和审美”，对他影响很大。

梅派传人胡文阁表示，这次来

到宁波“格外激动、惊喜和欣慰”。
去年一年，他都在参加纪念梅兰芳
先生 130 周年诞辰的活动，去年
底、今年初又参加了多场纪念周信
芳先生130周年诞辰的活动，“二
位先贤留下了举世闻名的艺术，我
们只有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继
承，认认真真演戏，把梅派、麒派发
扬光大，才能不辜负他们留下的宝
贵遗产”。

座谈会上，周信芳基金会主
席、画家林学之分享了他听闻的周
信芳家庭轶事，并对建立麒派艺术
的教学体系提出了希望。周信芳
基金会理事长李晓军重点提到了
周信芳的革命意志和艺术革新精
神。

周信芳艺术研究会会长单跃
进在总结时说，周信芳有很深厚的

故土情节，“他在故乡做的很多事
情（如修建家祠全恩堂）其实是在
弥合他父亲的伤痕”。

对于有专家提出“如果今天周
信芳先生还在，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问题，单跃进认为是振聋发聩的，

“周信芳的演剧精神，正是在回应当
下戏曲面临的某种困境，当戏曲艺
术被抬到‘殿堂’，好像就跟人间烟
火没有关系。然而，脱离人间烟火
的戏曲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今天学习了不少，周大师的
艺术也是建立在他的前辈比如谭
鑫培先生等人的基础上。大家在
各自领域做出事情来，对大师是最
好的纪念。”当今麒派艺术掌门人
陈少云说。

记者 顾嘉懿 文
通讯员 徐磊 摄

1月15日，文旅短剧《甬忆南侨梦归
人》举行项目启动发布会，标志着这部极
具特色的短剧正式进入筹备拍摄阶段。

据介绍，该剧以隐秘而伟大的南洋
机工队的故事作为切入点，以马来西亚
三代人的寻根之旅为主线，将深度融合
华侨文化与地域特色。剧中，主人公陈
睿泽的寻根之旅，就像是一把钥匙，为观
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宁波的大门。跟随主
人公的脚步，观众朋友将领略到宁波蓬
勃发展的汽车产业，感受历史古迹的厚
重韵味，品尝地道美食的独特风味，更能
体会到家族情感的深沉力量。

“这部剧的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意
义。”该剧导演李会东说，“2025年，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80周年，在这个值得铭记的历史节点，
我们决定用影像的方式，重现那段波澜
壮阔的历史。我们希望通过《甬忆南侨
梦归人》，展现南侨机工与宁波商帮在抗
战时期携手并肩、共赴国难的英勇壮举，
以及他们之间感人至深的战火爱情与执
着守望。同时，以当代华侨跨国寻亲之
旅和爱意传承作为故事线索，将历史与
现实巧妙交织，为观众呈现一幅丰富多
彩的宁波画卷。”

“文旅短剧短小精悍、契合现代人碎
片化信息消费习惯和快节奏生活方式，
市场需求旺盛。”发布会上，出品方代表、
宁波市影视产业协会会长、宁波市“文艺
两新”产业联盟副主席、浙江柯氏影业公
司董事长柯建设表示，“在文旅广电等相
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指导下，我们将不断
探索‘微短剧+文旅’的新模式，同时运用
新技术、新场景、新形式，不断提升观众
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让微短剧更好地赋
能文旅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还邀请到曾执
导金庸系列古装武侠剧《天龙八部》《鹿
鼎记》等作品的于敏导演作为该剧监
制。据了解，该项目投入不算大，但团队
实力强大、拍摄设备精良，相信随着项目
的正式启动，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
宴，也为推动宁波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
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 徐杰

文旅短剧
《甬忆南侨梦归人》
项目启动

“大家在各自领域做出事情来，对大师是最好的纪念”

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举行
1 月 15 日上午，宁波周

信芳戏剧季的最后一场活
动——纪念周信芳先生诞
辰 130 周年座谈会在江北
慈城举行。多位麒派传人、
深受麒派艺术影响的戏曲
演员、专家、学者参与座谈。

与会人员普遍提到，周
信芳从人物出发、充满“人
间烟火气”的表演，是中国
戏曲表演艺术一笔不可多
得的财富，他为人民而创
作，发扬京剧的现代性、当
代性，对于今天的表演艺
术，同样有启发。

除了上海京剧院首任院长之
外，周信芳另一重不为人熟知的身
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职能调整后
的第一任副院长，在参与戏曲理论
研究方面也有很多贡献。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副所长郑雷表示，周信芳有深厚的
文化功底，对文史书画均有涉猎，
视野开阔宏大，使他的表演体现出
很强的“文学性”。

周信芳一生上演了600多出
戏，取法中外，兼收并蓄，重视人物

的“心灵体验”，为京剧现代化作出
重要贡献。他在舞台上留下的一
系列典型人物形象和一批久演不
衰的剧目，影响京剧生行的发展，
也使话剧电影演员获益良多。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
究员谢雍君曾撰写《周信芳评传》。座
谈会上，她着重分享了阅读《周信芳全
集》中周信芳日记的心得。谢雍君表
示，周信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日
记相对完整，涉及当时上海政治、经济
和周信芳个人生活（包括家庭生活，买

书、阅读报纸刊物及其“朋友圈”交往）
等多方面内容，是他情感世界的真实
投射，可以校正、丰富和补充周信芳年
谱中的信息，价值很大。

谢雍君从周信芳1940年的日
记中，提取了其所创办的“移风社”
多次解散、重组的原因，总结抗战
时期上海戏班特色，将相关研究向
前推进。“相对梅兰芳的研究，周信
芳的研究是比较滞后的，日记研究
有很大价值，可以开拓京剧伶人研
究的新视域。”她说。

周信芳研究还有很多空白

麒派演剧精神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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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阁（左）、陈少云（中）和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中心主任王锦文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