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台是我最熟悉最热爱的地方，15年
后，只要身体健康、观众喜爱，我一定会
继续在舞台上纵情歌唱。”从12岁踏入沪
剧学馆开始，沪剧对茅善玉而言，几乎意
味着全部。

对沪剧的未来，她是乐观的。
她的乐观，是现实给她的。

老洋房里“真闹忙”

“真闹忙(沪语，指‘热闹’)啊，祝大家
元宵节快乐！各位到我的茶馆里来吃吃茶
呀！”2月26日，正月十五，在上海颇具诗意
的汾阳路上的“白公馆”里，饰演“阿庆
嫂”的“90后”沪剧演员洪豆豆现场同戏迷
们闹起了元宵。不远处，看着弟子日臻成
熟、观众们投入开怀，茅善玉满眼欣慰。

“白公馆”因为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居
住过而名噪沪上。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
上海中国画院和上海越剧院旧址，改革开放
后又一度成为越剧院开办的越友餐厅，由此
成为很多上海人的记忆所在。如今，这栋灰

白色洋楼已经成为上海沪剧院所在地，而眼
前这一段段沉浸式演出，让承载了诸多历史
传奇的“白公馆”再次见证沪剧的繁荣兴
起。

这是茅善玉和她执掌的上海沪剧院度过
的最繁忙的一个春节了。从大年三十开始到
正月十五，16场演出，老中青三代沪剧名
角齐上阵，大家累并快乐着。最后一天的压
轴大戏，茅善玉作为“总导演”一大早就忙
了起来，从选场景、架设机位、演员走位，
她都手把手做指导。今年正好是茅善玉的本
命年，同事笑言“牛年伊始，院长就拼上了
一股‘牛劲’”。传统佳节在老洋房里演绎
沪剧名作，一票难求、吸睛无数，但这只不
过是上海沪剧院这些年无数新鲜探索中的一
个“爆款”。茅善玉还有更大的野心——带
领几代沪剧人继续像老黄牛一样勤恳耕作、
探索创新，最终“让沪剧牛气冲天，引爆更
多叫好声”。

“沪剧起源于江南小调和田头山歌，但
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剧种。”从
《红灯记》里可爱勇敢的小铁梅，到《石榴
裙下》中善良悲情的卢雯慧，再到《一个明
星的遭遇》里风姿绰约的周璇，直至《敦煌
女儿》中感动中国的樊锦诗，茅善玉与沪剧
结缘近半个世纪，见证了沪剧这一传统戏剧
几十年里的高低起伏、式微与曙光。

“近些年国家对地方艺术、传统艺术的
支持举措都逐步得到落实。”茅善玉担任上
海沪剧院院长近 20年，感触颇丰。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直击
文艺创作“浮躁心态”的根本、道出“有高
原缺高峰”的突出问题，随后一系列政策集
中发力，各地也因地制宜开展创新。2015
年，上海创新性地推出国有文艺院团深化改
革“一团一策”，以推动各院团解决文艺创
作的根本问题。政府对沪剧的投入大大增
加，演员们的待遇提高了，外部演出环境也
有了很大改观，看沪剧的观众越来越多了，

“我们从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推广的这些
人，感觉重新找回了尊严和自信，充满干
劲。未来值得期待。”她说。

“我们要做的
就是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

在上海对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
化的大力推崇下，沪剧这几年发展得风生水
起。作为沪剧院掌门人，茅善玉直接推动

“一团一策”转化为团队在练功房日复一日
地内功修炼，转化为《敦煌女儿》《闪闪的
红星》《一号机密》等新创作品在不断地推
翻重来中反复打磨直至成精品力作。

“沪剧所反映的题材都是老百姓的生活
热点，扎根于百姓，接地气，充满生活气息
和时代气息。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要跟上这
个时代。”茅善玉举例说，正是坚守了这个
创作初心，2019年沪剧新作 《敦煌女儿》

从题材选择到舞台表现力，在很多方面做出
了新尝试，公演后大获成功。这部戏不仅走
进北大校园，也开启西北多地巡演之路，让
吴侬软语首次在塞外大漠唱响。几天前，经
过了两年修改的原创谍战题材沪剧《一号机
密》在牛年正月全新亮相，火爆程度亦是一
票难求。

沪剧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就在于一代
又一代沪剧人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作为院
长，茅善玉在为剧院制定发展计划时，差不
多每年都会推新戏、拓展演出市场，争取在
培养和继承、创作和演出上都有所突破。目
前，新剧 《长街行》 完成剧本大纲，《承
诺》《董竹君》《玫瑰的故事》等完成剧本初
稿，而这些剧目未来选角都将向青年演员倾
斜。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学，愿意在这
舞台上挥写自己的青春年华。”无疑，沪剧
院这几年人才储备充分最令茅善玉欣慰。十
几年来，上海沪剧院以及诸多老一辈演员花
心血培养出2006级和2013级两代年轻沪剧
新苗，这些年轻人将是沪剧未来的接班人，

“我希望今后能把更多的话题和眼球都集中
在他们身上。”茅善玉说。

戏曲文化的传承，一靠人才，二靠观
众，尤其是青年观众。茅善玉很明显地看
到，上海人对家乡曲种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了。“曾几何时，看戏会被认为是土包子。”
茅善玉说。但这样的无奈早已成为过去，在
传承者不断推广沪剧、唱响精品后，人们越
来越了解沪剧的魅力，“我们欣喜地发现，
观众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看沪剧，这就是一种
自信。”令茅善玉更为欣喜的是，观众里的

“黑头发”越来越多。
在上海沪剧院办的沪语训练营的教室

里，以前常见的是受爷爷奶奶影响而爱上沪
剧的小朋友，现在更多的是自发想对家乡文
化有更深入了解的孩子们。在她看来，戏曲
传播的内容是非常正能量的，让孩子从小接
触，会潜移默化地滋养他们的心灵，这样的
教育要比纯粹的说教管用得多。“你来看
戏，慢慢你就会了解这座城市的语言，也更
多地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

吴侬软语的唱腔上了直播

“有多少人看？大家喜欢吗？”下午，茅
善玉再次穿上戏迷熟悉的墨绿色旗袍戏服，
为现场观众献上《雷雨》中的经典唱段。上
场前，她不忘向工作人员询问了一下元宵活
动在新媒体平台的直播情况，听到不俗的点
击量后才放下了心。在走到人群中与观众近
距离互动的同时，网络那端海量的观众也在
注视着小洋楼里的演出。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
剧场演出的生态，也改变了传统文化传播者
的思维方式。“演员们当然盼望能早点回到
熟悉的舞台。不过，疫情防控期间的网上直

播，让我们有了很多意外收获。”茅善玉说。
线上首演、线上课堂、直播讲解艺术

知识……在“直播”火爆的当下，很多戏曲
艺术家努力寻求专业性和娱乐性之间的平
衡，科普艺术知识。在直播中，文化传承者
会给网友演示如何发声、化妆，讲述戏曲背
后的历史故事，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得
以了解这些古老而小众的艺术。

“像沪剧这样的地方戏曲等传统文化是小
众艺术，但作为戏曲工作者，我们一定要与时
代同步，主动与大众亲近。”抗疫期间，上海
沪剧院的演员们仍然坚持每天练功。在茅善玉
的倡导组织下，大家通过网络视频直播“云练
功”“云演出”，增加了与观众网上交流互动的
机会，让更多人了解沪剧的新走向以及上海的
语言文化、风土人情，因此也意外吸引了很多
年轻人。在被吴侬软语的唱腔打动之后，这些
人成为沪剧的新粉丝。

“戏曲是在剧场表现的艺术，但是毕竟剧
场空间有限，大剧院也只能坐满 1600 个观
众，演10场也就1万多位观众，可是如果你
跟互联网结合起来的话，传播力量和辐射力度
是无限的。”茅善玉说，虽然以前也做过网络
直播演出这样的尝试，但是疫情防控期间的传
播效率才真正让大家认识到新媒体的巨大影响
力，也引发了她的新思考，那就是“不仅要通
过各种途径留住老观众，还要利用互联网吸引
年轻的粉丝群体，为传统艺术带来新鲜血
液”。在她看来，今后在剧场演出之外，要善
于运用网络，加强对演员和剧种的宣传，特别
是要加强青年演员与观众的连线互动，“这也
是沪剧保持生命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新途径”。

事实上，茅善玉也一直在促进这项工作。
她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就呼吁，新技术、新媒体
要多关注传统戏曲艺术，更多提升戏曲传播
力，为“小众”文化争取更多机会。

“今后我们将发挥‘白公馆’的地理和历
史优势，坚持主题明确、创意新颖的沉浸式演
出，节目贵精不贵多，要能抓住网友眼球，吸
引他们来认识沪剧。”在茅善玉的坚持下，沪剧
院每次直播都力求达到综合艺术的最佳体现。
她希望在消除舞台演出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后，
沪剧也能“破圈”走近更多人的视野。

茅善玉始终把沪剧繁荣发展作为己任。看
看台上的青春面庞，再看看台下的浓云黑发，
她知道，到2035年，在未来的很多很多日子
里，她心爱的沪剧，还都会充满活力地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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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席里的“黑头发”会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王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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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人公：

茅善玉，全国政协委员，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沪剧代表性传承人，上
海沪剧艺术传习所 （上海沪剧院）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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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辛丑年春节，“国
风”大行其道。央视推出
的 《典籍里的中国》 和河
南 春 晚 上 演 的 《唐 宫 夜
宴》《天地之中》被赞“出
圈”，各地戏曲曲艺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在年节期间掀
起一波传统文化的传播热
潮，展示出传统文化传承
创新的巨大力量。

戏曲艺术和曲艺文化
蕴含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精
神密码和DNA。由于具有
较强的民族性、地域性和
方言特性，戏曲和曲艺多
在深厚的民间文化里汲取
养分，与一方民众产生共
鸣。当下，伴随着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尤其是科技
进步下互联网和新媒体的
迅速渗透，我国戏曲曲艺
发 展 面 临 新 的 机 遇 与 挑
战。我们欣喜地看到，创
新重新唤醒了传统文化原
本就蕴藏的巨大魅力。也
让人不由欣慰：2035 年，
这些美好的曲调，将会给
更多的人带来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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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似箭离弦，四十年弹指一
挥间，忆当年，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展，
人间正道，沧海桑田……”1 月 28 日，腊
月十六，在为留津过年的干部职工送上一
曲旋律优美的梅花大鼓 《岁月如歌》 后，
全国政协委员、梅花大鼓表演艺术家籍薇
缓缓下台，回家准备自己第二天的住院事
宜。从艺 48年来，她在舞台上呈现出的永
远是昂扬的激情和精湛的演唱，让观众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温暖。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梅花
大鼓的代表性传承人，籍薇一直活跃在舞
台上，并且从不惜力，“梅花大鼓是中国传
统艺术中的珍宝，正是有了观众的喜爱，
才能让她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

籍薇几乎就是为曲艺而生的。从 1973
年考入天津曲艺团学员队的那一天开始，
籍薇的艺术之路可谓顺风顺水，很快就成
为青年学员中的佼佼者。1976 年，天津市
曲艺团恢复梅花大鼓演出，迫切需要优秀
的青年演员来继承发扬，籍薇因优秀的条
件和出色的成绩成为老师眼中最合适的人
选，也因此成为“文革”后第一位学习梅
花大鼓的演员。

梅花大鼓本是北京旗人子弟喜演擅唱
的曲调，20世纪初盛行于天津，它因演唱
者击鼓，并用三弦、四胡、扬琴、琵琶等
乐器伴奏，五样乐器像梅花的五个花瓣，

而定名为“梅花大鼓”。梅花大鼓音乐性强、
擅长抒情、行腔徐缓、以腔取胜，妩媚却不
媚俗，声音清新流畅、委婉动听。时至今
日，籍薇一直感怀众多老艺术家对她的悉心
指导，小岚云、骆玉笙等名家对她倾囊而
授，赵学义、韩宝利等老师专门为她设计唱
腔。名师传道加上自己努力，籍薇迅速成
长。自1981年至1990年，她包揽了全国鼓曲
大赛一等奖的鼓曲演员，成为全国鼓曲界唯
一的“三连冠”。

作为梅花大鼓名家花五宝的亲传弟子，
籍薇近年来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梅花大鼓
传承发扬下去。在籍薇看来，曲艺文化是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是中华之韵、民族
之魂。但表演人才的流失、创作人才的断
档，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曲艺艺术的传承与
发展。在文化市场多元丰富的今天，如何守
正创新，业内人要有更多的担当和使命，“培
养更多年轻的曲艺人才，应该是今后工作的
重中之重。”

传承，关键在年轻人。这些年籍薇身兼
多所艺术院校的客座教授，利用业余时间为
广大学生普及曲艺知识，提高学生对曲艺的兴
趣。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在继承传统的

基础之上，籍薇勇于开拓创新，借鉴吸纳众多
艺术形式，融入鼓曲之中，“只要能让梅花大
鼓的唱腔更具时代感的，我都会拿来用”。

令籍薇感到欣慰的是，今天，传统文化
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本着曲艺艺
术从娃娃抓起的传承理念，籍薇走进幼儿园
教小朋友们从台词课到曲艺的演唱。令她没
想到的是，不少小朋友对传统曲艺非常感兴
趣。于是她根据小孩子的心理特点，采用律
动教学方法，教孩子们逐渐掌握了“一板三
眼”的节奏，唱起 《四世同堂》《十字西厢》

《津门老字号》等鼓曲小段来有模有样的。小
朋友们不仅学会了唱段，爱上了中国传统曲
艺艺术，还带动了他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

“小粉丝带来了大粉丝。”籍薇笑道。“有一个
2 岁多的法国混血儿，起初还不太会说中国
话，没想到过了一阵子，他居然能清晰地说
出‘八百标兵奔北坡’。”

有一个画面令梅花大鼓的戏迷们永志难
忘。2015年，92岁高龄的花五宝先生与弟子们
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专场演出。舞台上，花
五宝精神矍铄，气定神闲，演唱时气口足满，高
音挺拔不倒，身旁站列着籍薇等一众弟子。

“我相信到 2035 年，我国建成文化强国
时，传统曲艺会不断推陈出新。”生命不息，歌
唱不止。那时，籍薇已经 80 岁了，她期待自己
依旧在舞台上演出，身边都是梅花大鼓的传人
和新星，而她“惟愿在那梅花丛中笑”。

惟愿在那梅花丛中笑
本报记者 王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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