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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12 年 6 月在昆曲的故乡苏州

启动“首届当代昆剧名家收徒传艺工

程”之后，2013 年 12 月 13 日至 20 日，文

化部艺术司与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

和扶持工程办公室在北京举行“第二届

当代昆剧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拜师仪式

和“名家传戏——首届当代昆剧名家收

徒传艺工程汇报演出暨全国昆剧青年

演员展演”活动。

来自北方昆曲剧院、上海昆剧团、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浙江京昆艺术

中心昆剧团、湖南省昆剧团、江苏省苏

州昆剧院、浙江永嘉昆剧团的近 70 位

青年昆曲新秀，演出 7 台历经数百年薪

火传承的 54 出昆曲经典折子戏。这既

是对“首届当代昆剧名家收徒传艺工

程”所取得成效的一次大检验，从国家

层面加大对新时期昆曲优秀青年人才

培养和优秀传统剧目传承保护的推动

和引领，同时也是对当下中国昆曲青年

后备人才的一次大检阅。它集中展示

了 中 国 昆 曲 列 入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近 15 年，以及实施国家昆曲艺术抢救、

保护和扶持工程近 10 年来，在剧目传

承和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

的优异成果。

名家传戏：以郑重且朴素的
形式，表达当代新老昆曲艺术家
对文化薪传的使命与承诺，共同
坚守，再铸辉煌。

2013 年 12 月 13 日，北京中国评剧

大剧院里一派温馨祥和的气氛，昆曲界

有史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拜师收徒仪

式在这里举行。参加本届“当代昆剧名

家收徒传艺工程”的 13 位昆曲老艺术

家和 28 位青年新秀，身着盛装，脸上洋

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容。一直没有拜师

传统的昆曲传人，以这样一种郑重且朴

素的仪式，表达了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虔

诚皈依、对昆曲艺术在当代薪传的使命

与承诺。

昆曲已有 600 年历史，是中国古典

戏剧的代表性剧种，以其精湛的表演艺

术和独特的演剧体系在世界剧坛独树

一帜。2001年 5月 18日，中国昆曲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首批“人类口头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长期以

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昆曲艺术的传

承和保护。特别是从 2005 年开始，在

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直接关怀下，在

文化部、财政部的高度重视和经心筹划

下，顺利启动和实施了国家昆曲艺术抢

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在各级政府的大

力支持下，全国各昆曲院团在剧目建

设、人才培养、珍贵资料的抢救与保护、

举办全国性的昆曲活动以及公益性、普

及性和对外文化交流演出等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整体上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果。

能否更好地对昆曲优秀传统剧目

进行有效的传承和保护，能否不遗余力

地对昆曲传统表演技艺精髓进行高标

薪传，能否真正使新老昆曲艺术家形成

艺术上的接力，使这一古老的剧种文脉

不断、戏脉不断、艺脉不断，并始终保持

应有的经典形态与美学格范，从根本说，

这关系着昆曲艺术的生存、发展。有鉴

于此，文化部于 2012 年 6 月启动了以国

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为主

导，全国七大昆曲院团和众多昆曲老艺

术家及优秀中青年演员共同参与，以昆

曲的表演行当相对接，以经典剧目的传

承为主体，以老艺术家收徒和优秀青年

演员拜师为形式的首届“名家传戏——

当代昆剧名家收徒传艺工程”。

一年多来，首届“名家传戏——当

代昆剧名家收徒传艺工程”的后续进展

十分顺利，取得了值得总结的实际成

效。不仅所规定的传承剧目，如侯少奎

的《单刀会》、《夜奔》，蔡正仁的《小宴》、

《见娘》，汪世瑜的《亭会》、《折柳阳关》，

张继青的《朱买臣休妻》、《絮阁》，岳美

缇的《受吐》、《望乡》，计镇华的《开眼上

路》、《打子》，张洵澎的《题曲》、《亭会》，

梁谷音的《藏舟》、《说亲》，刘异龙的《下

山》、《芦林》，方洋的《古城会》、《冥判》，

王芝泉的《扈家庄》、《挡马》等，教学传

承如期高质量地得以完成，同时，还从

艺术和文化层面上显现出 3 个特点：一

是所有老艺术家传授的剧目，不仅是昆

曲舞台上久演不衰的经典之作，同时也

是他们积数十年舞台演艺心得的成名

之作,有着极高的艺术性；二是所有老

艺术家传授的剧目，都是师承有序、源

出正宗，从而确保了昆曲表演艺术传承

的规范性和纯正性；三是通过建立新老

艺术家“拜师学艺”“师徒相承”的关系，

使得青年演员有更多的机会透过舞台

演艺，真正走入老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口传心授，聆听经典，不仅知其然，而且

知其所以然。

当前，全国昆曲院团整体上已基本

完成了新老艺术家队伍的交替换代，继

续启动和实施第二届“名家传戏——当

代昆剧名家收徒传艺工程”，其主旨就

是要使全国昆曲院团和新一代青年演

员通过拜师学艺这一形式，逐渐完成人

才队伍传承上的对接融合、自然过渡，

使青年演员不仅能从剧目传承、舞台演

艺、表演技法、心得感悟方面得到昆曲

名家的真传，更为重要的是，让更多的

青年演员不断继承和学习老一辈艺术

家潜心戏剧艺术、珍爱戏剧舞台、心系

广大观众的敬业精神，勇于探索追求、

不断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忘我

工作、服务大众的奉献精神，努力成为

新一代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真正承

担起当代和未来昆曲传承保护、繁荣

发展的历史重任，再铸昆曲艺术新的

成就和辉煌。

青年展演：六百年昆曲姹紫
嫣红演绎盛世景象，一代代新人
霓裳歌舞尽显时代风华。

昆曲作为“百戏之祖”，经历代文化

精英和艺术家的精雕细琢、反复锤炼，

使其具有了深厚的艺术经典形态和完

整的表演体系，其乐律之清雅、曲文之

精美，融诗、乐、歌、舞为一体的艺术呈

现，至今仍是中国戏曲美学的最高典

范。而昆曲艺术作为一种代代相传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许没有比众多青年

演员的精彩舞台展现更具有薪火传承

的当代意义。

昆曲的表演艺术精髓主要是凝聚

和保存在优秀的经典折子戏中。浙江

京昆艺术中心昆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

以他们的青春和激情，先后上演了或哀

怨委婉，或谑不失雅的传统折子戏《疗

妒羹·题曲》、《蝴蝶梦·说亲》、《西园记·
夜祭》、《风筝误·前亲》，以及具有浙江

武戏特色的《狮子楼》、《洗浮山》、《界牌

关》等。南戏故乡的浙江永嘉昆剧团一

改以往带有乡音、乡俗、乡趣、草根性的

地域表演风格，本着锻炼和提升青年演

员艺术功力的目的，演出了近年来向其

他院团学习的传统剧目，如《西楼记·楼

会》、《蝴蝶梦·说亲》、《孽海记·思凡》、

《落店·偷鸡》、《折桂记·牲祭》等。江苏

省苏州昆剧院的青年演员则以清幽雅

致的表演，给观众带来一股江南风情之

美。无论是闺门旦的《牡丹亭·离魂》、

翎子生的《连环记·小宴》、正旦的《烂柯

山·痴梦》、正旦与付丑的《跃鲤记·芦

林》、小花旦的《西厢记·佳期》、巾生的

《狮吼记·跪池》，一招一式中规中矩，总

体给人的印象是具有苏州昆曲的细腻

规范之感，特别是沈丰英、俞玖林因青

春版《牡丹亭》而驰名海内外的梅花奖

演员，也参加本次展演。北方昆曲剧院

的演出是本次展演活动的亮点之一，不

仅参演的演员多、剧目多，而且演出基

本上是由一批二十来岁的新生代演员

挑大梁，如《牡丹亭·写真·离魂》、《天下

乐·嫁妹》、《连环记·问探》、《蝴蝶梦·说

亲》、《红楼梦·葬花》、《烂柯山·痴梦》、

《青冢记·出塞》、《宝剑记·夜奔》、《绣襦

记·打子》、《长生殿·哭像》、《风云会·送

京》、《玉簪记·偷诗》、《小商河》等，可谓

是文武兼重、唱做俱佳、技艺超群、行行

有特色，被观众称誉为“一台好戏，尽显

北昆雄风”。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演

出的《占花魁·湖楼》、《白罗衫·诘父》、

《风云会·送京》、《牡丹亭·拾画》、《宝剑

记·夜奔》、《牡丹亭·寻梦》、《天下乐·嫁

妹》等，尽显江南昆曲之韵味，舞台表演

规范纯正，保持独有的风格和特色，特

别是二生、二旦、三花脸的精彩演绎，得

到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湖南省

昆剧团演出的《芦花荡》、《牡丹亭·游

园》、《荆钗记·见娘》、《挡马》、《凤凰山·
赠剑》等都是昆剧舞台上的常演剧目。

上海昆剧团的青年演员以成熟的表演

和个性化的艺术才华，先后上演了《挡

马》、《荆钗记·见娘》、《孽海记·双下

山》、《牧羊记·望乡》、《红梨记·亭会》、

《牡丹亭·冥判》、《荆钗记·开眼上路》等

唱、做、念、表都十分吃重的折子戏，有

些甚至是较为冷门的“功夫戏”。

在本次“全国昆剧青年演员展演”

期间，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特邀著名昆

曲表演艺术家，如侯少奎、蔡正仁、张静

娴、胡锦芳、王奉梅，和数位戏曲理论研

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演出的每一个演

员、每一出戏进行当面点评。从昆曲文

化性、审美性和文学性的高度，结合人

物、情感、表演、身段、唱念、行当风格的

把握，到“对子戏”演员的配合、“独脚

戏”如何与观众交流等方面，既谈每个

演员、每个戏的优点，更多的是指出不

足和今后应如何加以提高和改进。参

加此次展演的优秀青年演员，如沈丰

英、俞玖林、袁国良、许乃强、雷玲、周雪

峰、施夏明、单雯、朱冰贞、邵天帅、赵于

涛、曹志威、翁佳慧、胡维露、吕佳、王

峰、刘恒、胡聘、鲍晨、由腾腾等，都已经

是 当 今 活 跃 于 昆 曲 舞 台 的 新 生 代 演

员。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青年人学

的戏还不多，看的戏则更少，功底、基础

还有待提高，很多戏在表演上还显得粗

糙，对剧情、人物、情感的理解以至身段

动作表达的准确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另外，现在青年演员舞台演出的机

会还是太少，从这次展演的情况看，有

些戏教得很规范，学得也很好，但在舞

台上演起来就觉得生涩和稚嫩。“智山

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将新老

艺术家面对面评点机制与舞台表演赛

事有机结合，让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深

受启迪，也为全国昆曲乃至戏曲重大演

出活动带来了一股可供借鉴的新风。

青春昆曲：新一代青年昆曲
艺术家群体的崛起，唤起人们对
昆曲未来的向往和期待，也带给
我们更多的启示与思考。

“名家传戏——首届当代昆剧名家

收徒传艺工程汇报演出暨全国昆剧青

年演员展演”活动，在 2013年 12月 20日

上午的最后一场评点会之后落幕。或

许这些青年演员的表演还有待进一步

提高，但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昆曲艺术

的活力、生机和魅力，同时，也从不同角

度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思考。

一、近年来，通过实施国家昆曲抢

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展

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昆曲抢救、

传承、保护工作，其实践意义和所取得

的成果，已远远超越了昆曲乃至戏曲艺

术本身，更具有推进整个民族优秀文化

的弘扬与发展的示范意义。当前昆曲

舞台上呈现“人戏两旺”的景象，从根本

上说体现了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对民族

优秀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在具体

实践过程中，全国昆曲院团在国家昆曲

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办公室的指导

下，切实履行和落实各项具体任务，扎

实工作、高效有序，经过数年坚持不懈

的努力，真正实现出人、出戏、出社会效

益这样一种大好局面。

二、青年演员强则昆曲强，青年演

员兴则昆曲兴。昆曲的传承和发展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数量是否充足，

人才的结构是否合理，人才的素质是

否优良，激发艺术创造力的机制是否

健全。近 10 年来，全国昆曲院团始终

围绕着《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

持工程实施方案》，努力为青年人才的

成长创造机会、让出舞台、搭建平台。

而 青 年 演 员 通 过 不 断 学 习 和 舞 台磨

砺，终有今天昆曲园林姹紫嫣红、春色

如许的盛况。

三、“名家收徒传戏”工程，相对于

当代戏曲院校艺术人才培养的群体性

教学而言，是源于传统的强调以个体高

端人才培养为核心的师承学艺方式。

特别是对于昆曲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传

统和文化承载的古老剧种，有意识地推

动“师徒传承”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有

着其切实可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

由国家层面连续推出这样既注重过程，

更注重成果的高规格昆曲人才培养和

剧目传承的重大举措，不仅具有示范意

义，同时也真正成为不断探索当代人文

环境下传统艺术传承保护的新模式和

新亮点。

四、任何一项传之后人的艺术成

果，它所独有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内涵，

无不来自于艺术家的睿智和创造。昆

曲作为一种“口传心授”的世界文化遗

产，其戏和艺保存在老艺术家的身上。

而“名家收徒传戏”工程，就是为老艺术

家创造更好的艺术传承和教学条件，形

成教有所乐、学有所成良好氛围的一种

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也可以说是近

年来形成昆曲传承保护良好艺术生态

环境的重要举措和成果之一。

五、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

泛认同和参与，特别是青年观众对昆曲

的喜爱，是昆曲艺术续存当代、未来发

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所在。近年来，

“青春昆曲”“时尚昆曲”理念的不断推

出，青春版经典剧目不断被搬演于当代

戏剧舞台，长期不间断地开展各类昆曲

进校园活动，为更多的青年人走近昆

曲、认知昆曲创造了机遇，社会性的“昆

曲热”已悄然形成。当下，越来越多的

青年观众成为观看昆曲的主体，从正面

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古老的昆曲艺术同

样可以成为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

时尚。

（本版图片均由吴赣生摄）

青春昆曲 星耀未来
——“名家传戏·全国昆剧青年演员展演”综述

艺 戏

昆曲《风云会·送京》中杨帆饰赵匡胤（汇报）、邵天帅饰赵京娘，北方昆曲剧

院演出。

昆曲《凤凰山·赠剑》中雷玲饰百花公主（汇报）、黎安饰海俊（特邀），湖南省昆

剧团演出。

昆曲《烂柯山·痴梦》中沈丰英饰崔氏（汇报），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演出。

昆曲《牡丹亭·寻梦》中单雯饰杜丽娘（汇报），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演出。昆曲《牧羊记·望乡》中翁佳慧饰李陵（汇报）、袁国良饰苏武，上海昆剧团演出。

昆曲《孽海记·思凡》中由腾腾饰色空，浙江永嘉昆剧团演出。

昆曲《西园记·夜祭》中曾杰饰张继华（汇报），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昆剧团演出。


