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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戏到好电影，不断
创造历史

苏剧，曲调清丽优美，唱腔婉转
动听，被誉为“滩簧之母”，和昆曲、
苏州评弹并称为苏州艺坛“三朵
花”。300多年来，苏剧在江浙沪开
枝散叶，影响了沪剧、锡剧、甬剧、姚
剧等多个剧种的产生和发展。2006
年，苏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苏剧和昆曲两个剧种虽关系密
切，其实在唱腔上，两者区别很大，
昆曲是曲牌体，曲牌体是长短句的，
出口到唱完这一段没有过门；苏剧
是板腔体，以七字句居多，唱段中会
有过门。相比之下，苏剧接地气，又
走心，可以说是昆曲的白话版本。

苏剧电影《国鼎魂》以苏州潘氏
一族，尤其是潘达于保护并捐赠大
盂鼎、大克鼎的故事为主线，走进
观众的心中。电影制作前，故事的
舞台版本已经过多次打磨，获得第
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
大奖”、文旅部百年百部重点扶持
剧目、江苏省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荣誉大奖等多
项嘉奖。在苏剧的基础上，电影
《国鼎魂》由曾获金鸡奖“最佳戏曲
片”的汪灏、蓝天导演执导，著名苏
剧演员王芳、张唐兵主演，该片曾
在第 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被提名
为“最佳戏曲片”。

苏州演员，演苏州剧种，讲苏州
故事；从获得“文华大奖”，到搬上大
银幕，再到获“金鸡奖提名”，《国鼎
魂》不断为苏剧创造着历史。

曾为昆剧保下火种，却
成“天下第一团”

《国鼎魂》主演王芳，昆剧、苏剧
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江苏省
苏州昆剧院名誉院长，二度梅、文华
奖、白玉兰奖获得者，多重身份下的
她还有另一个角色——苏州市苏剧
传习保护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位主
任。“全国有八家昆剧团，但苏剧全
世界讲起来就我们一个团，所以说
是‘天下第一团’。这就意味着，如
果我们不做，苏剧就慢慢没有了。”

然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两个剧
种的境况截然相反。王芳告诉记者：

“上世纪40年代，昆剧曾出现长期的
低迷。此时，苏剧正值蓬勃发展，伸
出援助之手，邀请众多老艺人加盟，

他们在苏剧演出中夹杂昆剧，为昆剧
艺术保留了火种。大概在1949年之
后，昆剧才得以恢复生机。”

从1977年进苏昆剧团至今，王
芳见证了昆剧、苏剧发展的起起伏
伏。苏剧团的创始人之一尹斯明，一
位百岁老人，常常叮嘱王芳：“你一定
要把苏剧团弄起来，我们不能把昆剧
救活了，就把苏剧一脚踢开不管。”

当时，还未从锡剧团剥离出来
的苏剧只是传承一些传统剧目，小
打小闹。直到2011年，由王芳主演
的苏剧《柳如是》被认为是苏剧复兴
的里程碑作品，“当时没人，还抽调
了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苏州市锡剧
团的精兵强将进行排演。”王芳说。

后来，得益于政府支持，苏剧有
了“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苏剧传习
保护中心和苏剧团有限公司，从文

化上和市场上给予双重保证。

注重年轻化传播，青年
才俊是希望

一提到戏曲，人们总会跟老、旧
等字眼联系起来，这提醒我们，戏曲
的年轻化传播不仅要加快步伐，更
要在创新推广宣传上下功夫。

半个多月前，一折经典的苏剧
《花魁记·游湖》在苏州十全街上唱
响，让大家停下脚步沉浸体验。“以
前我们做戏，不太注意宣传推广，慢
慢才明白，这有多重要。”

年轻化传播只是一方面，王芳
表示，在顺应戏剧自然演变的同时，
为创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以实现
艺术层面的革新与传承发展。“过去
觉得去高校、图书馆做讲座不搭边，
后来发现效果很好，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喜欢戏曲，青年才俊是苏剧的
希望。”她说。

2023年，苏剧《太湖人家》走入
各大高校，00后戏迷涌现，不同角
度的解读反馈给演员带来全新思
考；专为青年人打造的《五女拜寿》
学习改编自越剧同名剧目，是继《花
魁记》《十五贯》后又一大胆尝试，其
中最小的演员仅18岁；将苏州市吴
中区郭巷实验小学打造成唯一一所

“苏剧教育传播基地”，定期开展教
育培训，为孩子们点燃艺术的梦想
之火……

近年来，在苏剧人的努力下，这
一传统戏曲增添了更多魅力与内
涵，经典与创新两手抓，得以让苏剧
这一出好戏唱得响、立得住、传得
开、留得下。

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也
是“音乐大咖”

提起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
大家形容他是“一专多能型人才”，
他的三绝诗书画，独树一帜的板桥
体书法都令后人着迷。还有不少人
着迷于郑板桥的“怪”，着迷于他“难
得糊涂”的处事态度。但鲜为人知
的是，郑板桥对音乐也很有研究，他
填词创作的十首《板桥道情》已被列
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兴化水
乡沃土被广为传唱。

85岁的徐枫树是“板桥道情”江
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
人，据他介绍，“道情”是一种民间小
调，相传原来是道家用以传道的工
具，故名“道情”。后流传到民间，成
为民间艺人谋生的手段。民间艺人
手执渔鼓、简板，走街串巷，在书场、
小剧场、茶馆等地演唱。由于常用

渔鼓和简板作伴奏，所以也叫“渔鼓
道情”。

郑板桥于1725年始作道情，他
将坎坷的生活经历，升华提炼为艺
术作品，十多年写下十首道情，分别
描绘了清代社会底层的渔翁、樵夫、
农夫等人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他自
己历尽曲折后向往自由自在平静生
活的真实写照。后人将他的十首曲
目统称为《板桥道情》。

鲁迅先生在《怎么写》一文中
说：“宁可看《红楼梦》，也不愿意读
《黛玉日记》；《板桥家书》我也不喜
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

地方小曲种登上非遗春晚
与淮剧、通剧、锡剧等相比，“板

桥道情”属地方小曲种，但在水乡兴
化、郑板桥的家乡广受群众欢迎。

“拨琵琶，续续弹，唤庸愚，警懦
顽，四条弦上多哀怨。”五年前，学音
乐专业的陆聪与《板桥道情》结下不

解之缘，从此开启了表演板桥道情
及讲解工作。

陆聪说，板桥先生的填词赋予
了道情兴化本土特色，无论是“羽”
调式，还是“宫”调式，都起落有致，
让人们感受到当年板桥先生的真实
情感，即强烈要求个性解放，渴望得
到精神的自由。

陆聪师从兴化淮剧团国家二级
演员，也是“板桥道情”第二代传承
人的刘泽旺，跟着老师练唱腔，练咬
字。为了更深入地演绎板桥道情，
讲好板桥故事，刘泽旺常带陆聪去
拜访自己的师父、“板桥道情”第一
代传承人徐枫树。作为一名群众文
化专业资深工作者，徐枫树多年来
一直潜心研究道情文化。

今年初，2024第六届中国非遗
春节联欢晚会在北京完成录制，兴
化市板桥艺术团表演的非遗曲牌
《板桥道情》，作为江苏省唯一入选
节目参与演出。

古老剧种的现代传承
“高中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听了

《板桥道情》。”大学毕业后，陆聪当
了音乐老师，因为对道情念念不忘，
专门拜师学艺。而从音乐老师到

“板桥道情”非遗传承人，这里面还
有个故事。

之前，兴化博物馆想招聘一名
专业的《板桥道情》表演者，在博物
馆开辟一个固定节目，为来兴化的
游客表演。于是，有着音乐基础，
又对《板桥道情》感兴趣的陆聪顺
利入职。

这些年，陆聪也在对“板桥道
情”这一古老剧种进行守正创新。
与以往一人手执渔鼓、简板，走街串
巷不同，如今的《板桥道情》加入情
景剧的模式，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取
得很好的效果。

对于未来如何传承这一剧种，
陆聪也表达了担忧。“现在兴化《板

桥道情》专业表演者有50多人，对
于青少年这块的培养还不够。”陆聪
说，他们也经常到学校进行宣传，孩
子们也很欢迎，但还没有形成制度
化，比如开设专门的课程，选拔好苗
子。“包括泰州几所大学，本身都有
音乐课，希望能够让《板桥道情》进
入课堂，让感兴趣的人进行专业的
学习传承。”

当地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人才和
创新的问题，去年，兴化举办首届
《板桥道情》演唱大赛，比赛以板桥
道情为基础，鼓励用兴化道情元素
改编的新创作品参赛。

“板桥道情的传承在于群众的
认可与热爱，这次比赛我看到的不
仅仅是老年群体的悠悠吟唱，更多
的是许多年轻人的花样演绎以及小
朋友活跃表现的身姿，令我倍感欣
慰……”比赛结束后，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扬州市音乐家协会原副主
席杨华如此评价。

为昆剧保下火种，苏剧是怎样一出好戏
一生守信诺，双鼎续华

章。3月25日，苏剧电影《国鼎
魂》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专线上映，广受关注。第二天，
光影江苏观影团推出《国鼎魂》
免费放映专场，现代快报记者
了解到，此次专场放票不到半
小时就被一抢而空。这部改编
自同名苏剧的影片背后，究竟
是怎样一出好戏，引得人们为
之痴迷？苏剧传承又做出何种
探索与努力，走到了观众面前？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晓安
苏州市苏剧传习保护中心供图

郑板桥开创的曲种，唱响非遗春晚
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

水湾……“板桥道情”第三代传
承人陆聪这些天格外忙，恰逢泰
州兴化垛田菜花节开幕，作为当
地最具特色的节目，《板桥道情》
是兴化接待八方游客的必选节
目。多年来，“板桥道情”从一个
地方小曲种到登上 2024 中国
非遗春晚舞台，背后是一代代非
遗传承人的努力。

通讯员 顾秀文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毛晓华

兴化市委宣传部供图

《板桥道情》三代传承人同台切磋；兴化市举办首届《板桥道情》大赛挖掘人才（扫码看视频）

苏剧《花魁记·醉归》剧照（王芳 饰 莘瑶琴）；孩子们在学习表演苏剧（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