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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箱演出变大型追星现场
“喜神州又春回”“雨顺风调万

民好”……台上，天官大帝赐福人
间；台下，欢呼声、喝彩声不绝于耳，
氛围感直接拉满。

今年元宵节，南京朝天宫旁的
兰苑小剧场热闹开箱，轻巧欢喜的
昆剧《奇双会》携经典的周周演，让
观众“闹”了一场别样的元宵节。开
场戏末尾的“撒糖”环节，更是观众
们盼了一年的限定欢乐，金灿灿的
巧克力“大元宝”是福气是运气，拿
到手都不舍得吃。

演出结束，很多戏迷围着他们
的“偶像”名角求签名、求合影，这样
的场景就像大型追星现场。经典剧
目《1699·桃花扇》是江苏省演艺集
团昆剧院的拿手好戏，十八年来常
演常新，所到之处观众们举着手牌、

带着本子，希望与演员面对面交流。
3月，《1699·桃花扇》新一轮的

巡演计划推出，让戏迷们高兴坏
了。“三月的上海赶不上了，五月我
必来南京”“这个版本堪称经典必须
看一次”……在某高校的戏友群里，
大家热情地探讨着。那一刻，昆曲
和年轻人贴得那么近。

唱响海外，昆曲很Fashion
昆曲，被称为百戏之祖，发源于

江苏昆山，是汉族传统戏曲中最为古
老的剧种之一，绵延存续已600年。

年轻人为何会爱上“600岁”的
昆曲？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
施夏明认为，昆曲本身有着极强的
包容性，它的美足以感染所有人。

“我们这一代演员是幸福的，拥有一
批多才多艺、审美趣味很高的年轻
观众。昆曲传播并不是特别困难的

事情，将每一颗热爱昆曲的心汇聚
起来，将丰富昆曲的‘表情’。”

3月，YOUNG剧场和江苏省演
艺集团昆剧院联合推出“昆曲正
YOUNG！古典新欢花雅周”，希望
以“YOUNG”的方式，向大家展示
这一古老戏曲文化更为年轻的面
貌。昆剧、展演、大师班、工作坊
……多场演出与活动将从“赏、观、
习、工”四个方面带给观众全套的
昆曲体验。

2023 年 9月，江苏昆曲传播有
了一次“大动作”。“文明遇·鉴：中国
昆曲江苏周”中南昆版《牡丹亭》在
法国巴黎蕾博拉戏剧院成功上演，
七次谢幕，掌声不绝。现场参演的
演员们面对如此热烈的场面激动地
表示，这说明美没有国界，昆曲能打
动全世界的观众，大家都非常骄傲
和自豪！

最传统也是最先锋，昆曲∞
昆曲还有多少种可能？答案是

∞。近年来，昆曲进行了各类探索。
疫情期间，昆剧《世说新语》上

线B站，无数网友追番投币。“剧场
最多容纳上千号人，坐在后排的观
众只能看到演员模模糊糊的身形，
通过高清摄像把演出记录下来后，
以直播的形式展现给观众，一是解
决了座位的问题，二是可以随时随
地看演出。”施夏明说，自此之后，省
昆的不少创作剧目也继续采用追番
等形式拓展演出。

《南 柯 梦》《红 楼 梦》《白 罗
衫》……众多小剧场剧目、实验昆
剧，也让观众看到了昆曲的另一面。

《余 韵》（2003）、《浮 士 德》
（2004）、《藏·奔》（2006）、《新录鬼
簿》（2009）、实验版《夜奔》（2010）、

《319·回首紫禁城》（2010）、“汤莎
会”《邯郸梦》（2016）……实验昆曲
独具先锋性。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董事柯军说，如何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与当代对
话，如何借助当代剧场、当代技术推
动最传统的昆曲艺术与这个时代互
动，这是他作为昆曲艺术家一直在
实践的事情。

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江苏代表团举行开放团组会
议，全国人大代表、昆曲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柯军一段婉转的水磨
腔流转人民大会堂，余音绕梁。他
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我们这代人的
责任，就是要把像顾炎武这样的思
想家，多一些立在舞台上，让观众能
够欣赏到我们的先辈是如何立德立
言立身。这样的故事能够更多地增
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从一路辉煌到一度亏损
丹剧是 1958 年在镇江丹阳地

区非遗文化曲艺“啷当”基础上发展
出来的本土戏曲剧种，上世纪60年
代至 80年代曾红火一时。和许多
剧种一样，丹剧从一路辉煌到曲折
前进，经历过发展困境的丹剧团（丹
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前身）
也曾一度亏损。

“丹剧是江苏的小剧种之一，目
前只有我们剧团在演绎。这几年我
们以送戏下乡、定制演出、精品小剧

场等形式，找准定位开拓创新，又火
了一把。”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徐海飞介绍。

徐海飞口中的“火”出现在2022
年，丹剧《凤先生》入选2022年江苏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省重点投入舞
台剧项目，之后又荣获2022江苏省
紫金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和优秀
演员表演奖，2023年入选国家艺术
基金资助项目并开启全国巡演，这
是丹阳戏剧史上的首次获此殊荣。
也是在2023年，丹剧被列入江苏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

濒危剧种迎来发展春天
早在2020年，徐海飞就带着剧

团找出路，“当时我们整个演出团队
就50多人，面对戏曲市场大环境渐
渐衰落的情形，人少意味着抗风险
性较弱。只有找到市场和观众，才
是丹剧生存的唯一路径。”

作为“领头羊”，他去找市场，
拜访多家企事业单位，寻找合作空
间。丹阳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持地
方剧种，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式
对送戏下乡惠民演出给予补贴。

自2020年以来，他们每年线上线下
演出达100多场。“每到一个乡镇，
来观看演出的有数百人。”徐海飞
说，除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他
们还“找米下锅”，将丹剧发展至各
类商业演出上，同时探索“定单下
菜”。2023 年，以丹阳市公安局发
起成立的慈善组织“蒲公英之家”
为切入点，成功签约创作精品丹剧
剧目《蒲公英》，在丹阳全市12个镇
区的学校、机关进行巡演，大大拓
宽了受众面。

演员+观众双培养
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合作

是推广丹剧的一着“先手棋”，而“戏
曲进校园”则是为丹剧找到观众的
一步“关键招”。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戏曲、认可
戏曲、喜欢戏曲，他们在演出内容上
动了一番脑筋，“孩子们的专注度只
有一节课的时间，我们单场校园演
出的时间就控制在1小时以内。同
时，我们还创作了悦来客栈这个载
体，在例如《董永和七仙女》这些经
典故事里融入幽默诙谐的语言，以
短平快的方式吸引孩子们的关注。”
徐海飞介绍。

为了更好地传承丹剧，观众要
培养，青年演员更需要源源不断地
加入。一方面，剧团实施名师带徒
计划，以现有丹剧传承人为主要传
承资源，培养一批不同年龄、不同层

次、不同数量的传承接班人；另一方
面，他们先后与江苏省戏剧学院、扬
州文化艺术学校开展委培合作，开
设表演班、器乐班，壮大青年人才队
伍。

“00后”戏曲DNA觉醒
“学这个以前，我对丹剧不了

解，但是越学越有意思，越学越觉得
有趣。”3月13日下午，在丹阳市丹
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的排练厅里，
20名扬州文化艺术学校19戏曲班
的丹剧委培生们正在排练毕业大戏
《三凤求凰》，2007年出生的束媛是
这部戏的女小生。

“从小我就喜欢唱歌跳舞，学了
丹剧后，好像自己的戏曲DNA觉醒
了。这几年，我们唱的剧目也越来
越有新意。”同样是2007年出生的
史芬闺和束媛是同学，课业之余，她
们会观看大量的戏曲演出，“看戏是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绝佳方式。”

“很多年轻人不是不喜爱传统
戏曲，只是还没了解到它的魅力，当
学生们沉浸式体验了戏曲，便会发
现这项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徐海飞说，“丹剧的‘啷当调’及拖腔
的识别度很高，念白也具有浓郁的
方言特色，欣赏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但仅仅依靠线下演出，受众和观众
还是很有限的，下一步，我们将打造
精品视频，通过线上传播的影响，让
‘路转粉’，吸引更多观众。”

小剧场、实验剧、大师班

600岁昆曲越唱越YOUNG

学丹剧的00后：

看戏是了解传统文化的绝佳方式

“《1699·桃花扇》要在上
海演了，拼手速啦”“谁有省
昆的粉丝群求拉”……在各
类票友的微信群里，分享演
出信息、求剧照美图、晒观演
现场，成为日常。如今，昆曲
圈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它
不仅有传统程式，还走向小
剧场、变身实验剧，开设大师
班。昆曲的 YOUNG，惊艳
海内外。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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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成立66年，曾红火
一时，如今专业演员只有数
十人，成为国家濒危剧种
……在镇江丹阳，地区本土
戏曲丹剧的发展经历了大起
大落。目前，丹剧是江苏最
年轻的剧种之一，也是仅存
的四个稀有剧种之一。近年
来，这个年轻剧种找到了生
存之路，将这支“乡土里的
歌”唱得别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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